
落實「一地兩檢」迫在眉睫 拉布阻延不得民心

落實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
的安排已迫在眉睫，特區政府早前向立
法會提交一項無約束力議案，原本是釋
出善意，尊重議會監察政府的功能，也
讓社會各界充分表達意見，以凝聚支持
方案的最大共識。可是，反對派議員濫
用議事規則，千方百計拉布，除了反覆
要求點算會議法定人數試圖釀成流
會，又使出中止待續辯論等招數，正如
特首林鄭月娥所指，反對派議員為了阻
延落實「一地兩檢」，可謂無所不用其
極，令人失望及遺憾。

拉布無所不用其極
本人和經民聯都十分認同和支持高鐵
香港段在2018年第三季通車時在西九
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目標，為廣大

市民帶來最大的裨益。否則，屆時所有
乘客都需要在進入內地後，拿着大包小
包的行李下車檢查然後再上車，既十分
擾民又缺乏效率。這個道理本來非常淺
顯，所以，在本港多個民意調查中，特
區政府建議的「一地兩檢」方案都得到
廣泛支持。
應該注意到，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促進區內經濟合
作，以產生巨大協同效應，是國家的重
要發展策略。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
告也宣佈，特區政府會積極創造有利條
件，讓香港工商及專業界可以搭乘國家
發展的快車。
優化跨境基建聯通，確保區內的人流

和物流暢通，是極其重要的一環，高鐵
網絡在這方面擔當顯著的角色。根據國

家「八縱八橫」的發展規劃，在2020
年高鐵網絡將達3萬公里，覆蓋8成以
上的大城市。香港西九站實施「一地兩
檢」，就能以26公里的高鐵路段，享
受到在總通車里程、裝備和運行管理水
平等方面都屬世界一流的國家高鐵網絡
覆蓋。國家也在爭取與東南亞等國合
作，以高鐵作為重要基建，促成泛亞經
濟圈。
香港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可

藉高鐵這項策略性基建，進一步加快參
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
進程，無縫對接泛亞經濟圈，有助於香
港工商百業開拓更廣闊的市場和空間，
促進香港長遠發展及提升競爭力。此
外，高鐵也便利本港青年到內地參觀、
學習、交流和工作，增加對國情認識，
對於新一代的學業、事業和專業發展，
都提供了新的推動力和向上流動的嶄新
前景。
西九總站的目標應該是發展成為重要

區域樞紐，讓香港的海陸空運輸系統便

利連接到西九，融入區域高鐵網絡。從
務實的角度出發，「一地兩檢」是高鐵
通車的必需條件，亦是西九站設計有
15個月台的原因，以便往來不同城市
的高鐵乘客能夠直達西九，而在西九上
車的乘客亦能自由利用高鐵網絡。
綜合反對派議員提出的主要建議，內

容大同小異，其共通點充滿似是而非的
論述。例如，他們指責當局草率地忽略
其他可行方案，並要求撤回「一地兩
檢」，或改為在高鐵內地段某個車站實
施「內地一地兩檢」，甚至要求「改為
採用兩地兩檢為原則的方案」！事實
上，特區政府和內地相關部門過去數年
的商討，已考慮過上述各項構思，反對
派議員只是「翻炒冷飯」，既不切實
際，也會令高鐵香港段無從發揮預期效
益，更令香港無從融入區域的合作與發
展。

當局應準備啟動「三步走」
實際上，政府的「三步走」方案一環

扣一環，更非香港單
方面能夠解決，時間
顯得十分緊迫。首
先，特區政府需與內
地相關部門就落實西
九站「一地兩檢」達
成《合作安排》。第
二步，《合作安排》須爭取今年12月
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批准及確
認。第三步，為了完成本地立法，特區
政府需在明年2月左右向立法會提交草
案，以便趕及議會7月休會前審議通
過，才可以在明年第三季高鐵通車時如
期落實「一地兩檢」安排。
由此可見，反對派議員為反對而反

對，在議會瘋狂拉布可以無底線，損人
不利己。但作為負責任的政府，當局不
能坐以待斃，在期望立法會重返理性討
論正軌、盡快審議通過上述議案的同
時，應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為啟動
「三步走」作好準備，務求發揮高鐵香
港段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反對派瘋狂拉布阻礙「一地兩檢」，損人不利己，當局不能坐

以待斃，應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為啟動「三步走」作好準

備，務求發揮高鐵香港段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一國兩制」新定位 引領香港發展新方向

中共十九大在萬眾矚
目下圓滿落下帷幕，會
後選出新的領導集體，
將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
同邁向新征程。偉大的
事業薪火相傳，偉大的
宏圖繼往開來，相信在

習近平的帶領下，新一屆領導集體定能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開創更美
好的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將堅持

「一國兩制」列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確立了「一國
兩制」的新定位。國家將香港發展納入國
家治理體系，「一國兩制」落實視作邁入
新時期的現實依據。無論是中央對特區的
全面管治，抑或港澳特區的自治權力，皆
回歸了基本法的立法初心，極大地鼓舞香
港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令
港人亦承擔起民族復興的光榮使命。在
「一國兩制」的新定位下，香港要在三方
面謀劃未來發展方略：
一是維護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

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 方針下的高度自治，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探索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進
程中的香港政制發展新突破。
一段時間以來，香港被泛政治化議題

主導，整個社會為無休止的爭論和立法
會議員的拉布而付出沉重代價，導致關
乎經濟民生發展的許多重大工程進展緩
慢，市民的實際訴求未能得到重視和解
決。十九大報告再次重申，中央對港的
全面管治權是憲法與基本法賦予中央的
權力，回到基本法立法初心；同時，指
出未來30年是國家現代化突飛猛進的時
期，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成為國家政
治改革的新動力。香港既具有「一國兩

制」實踐的成功經驗，又兼具與西方發
達國家接軌的法律制度，可以為國家治
理體系的現代化貢獻香港智慧和香港方
案。
二是推動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須提升格局、重謀未來發展方略，在
國家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壯闊歷程中找到
香港的新角色。
國家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表

明開放發展的內涵不僅限於拓寬開放的
「大門」，「門內」故事和「門外」舞台
更是重中之重。報告提出，支持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
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
全面推進內地與香港的互利合作。寥寥數
十字，一字重千金，清晰描繪出香港位處
「門內」，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路
徑。與此同時，國家日益成為全球自由貿
易的引領者、全球治理創新的參與者甚至
主導者、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在經濟
全球化中由配角變成主角。在此過程中，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勢必成為國家發
展大局中的重要軸承。
三是要堅持「港人治港」，指明了香
港今後發展的重要方向。
回歸20年，香港見證了自十五大以來

國家的變革、經濟的發展與執政黨的自
我提升，感受到祖國母親蓬勃旺盛的生
命力和意志力。作為特別行政區，香港
在社會、經濟、民生等各個方面繼續保
持繁榮穩定，各項事業取得長足進步，
在國家發展格局中的地位愈發重要：國
家不僅將港澳地區的繁榮穩定作為實現
中國夢的重要環節提出，更為港澳地區
的繁榮穩定許下了重要的政治承諾與經
濟支持。因此，香港市民在分享國家高
速發展紅利的同時，也必須承擔起民族
復興的責任，持續維護香港社會的安
定、和諧。

中央政府一直對香港
關懷備至，致力提高香
港競爭力，習近平總書
記於10月18日發表十九
大報告，提到香港未來
發展須配合「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

泛珠三角區域、廣深港高鐵等發展項目，
只要香港跟隨中央的大方向，定必可創造
更多商機，共享繁華。遺憾的是，反對派
為了增加政治本錢，惡意歪曲中央對香港
的關懷，製造恐慌，以便達至其政治目
的。
反對派一貫拒絕理性思考和溝通，只

求撕裂中央與香港的關係。習近平在十九
大報告強調要對香港牢牢掌握全面管治
權，同時更要保障香港高度自治。誠如基
本法所言，香港自古以來便是中國領土，
主權屬於中國，香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特首由中央任命。所謂掌握「全面管
治權」，不過是重申早已存在的基本法精
神。然而，反對派卻借題發揮，斷章取
義，妄稱中央對香港「宣戰」，「收緊全
面管治權」，形容中央要收回香港的權
力，衝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云云。

反對派刻意曲解中央好意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提出全面管治

權須與香港高度自治有機結合。換言之，

中央仍會根據基本法賦予香港權力，鞏固
「一國兩制」，何來收緊之意？反對派刻
意製造兩地矛盾，企圖削弱港人對「一國
兩制」的信心，目的就是要營造中央與香
港的距離感，混淆視聽，使更多人被利用
成為其政治工具。然而，港人一向理性、
和平，絕不容忍搞事分子撕裂香港，阻礙
本港政治、經濟發展，破壞社會安寧。要
香港市民為他們的政治訴求「埋單」，可
謂癡心妄想。
香港向前進步，反對派反而不安；香

港動盪不安，反對派則心安意足。歸根究
底，只是擔心失去其政治本錢，所以他們
無所不用其極地曲解中央的好意，例如
「一地兩檢」，原本是最便利市民的通關
手續，被他們以「割地」、「收權」字眼
妖魔化。將來高鐵會逐漸伸延至更遠的地
區，為香港帶來無限商機，身為中國人，
反對派卻居心叵測，為了譁眾取寵，與祖
國打對台，企圖斷送香港的光明前途，犧
牲市民的整體利益，極其自私自利、無
恥。
沒有祖國之支持、沒有「一國兩制」

之便利，香港將盡失機遇，跟不上時代洪
流，變成一個故步自封的落後都市。希望
反對派能真正為市民着想，走回正軌；也
願反對派盡快迷途知返，理解祖國用心良
苦，認清歷史，認清現實，認清國民身
份，培養對國家的歸屬感。大家齊心協
力，令香港的發展欣欣向榮。

學習十九大精神 香港勿錯失商機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譚錦球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楊孫西

發揮資本市場優勢謀長足發展

十九大圓滿閉幕。習近
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要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
的關鍵性作用，彰顯投資
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重要
作用。金融專家預測，中

國資本市場勢必迎來新時代，中國勢必將
由資本大國向資本強國轉變。
香港回歸祖國20年以來，在中央的鼎力
支持和自身的不懈努力下，香港的資本市
場實現長足發展，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日益
鞏固。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支持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香港資本市場已經形成了較為
規範的體系，是連接優秀內地企業與國際投
資者的交易平台，亦是內地資本市場走向
世界的第一門戶，應在國家由資本大國向
資本強國轉變過程中發揮獨特作用。

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
關上，只會越開越大，利用外資會更加開
放，更加公平，更加便利。事實上，我國
資本市場經過近30年的改革、發展、開
放，已在規模上躋身世界前列，各項基礎
性制度基本完備，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體系
也基本成形，具備了在更高層面謀求發展
的基礎。
隨着全球資本市場寬鬆的流動性環境面
臨拐點，國際資本市場格局有望迎來新的
變化。我國經濟結構面臨調整升級的轉型
需求，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步伐加快，對資
本市場的發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

來，香港的資本市場亦不斷發揮自身在資
金流動、法律監管、產品創新、人才吸引
等方面的優勢，勇於創新，不斷開拓新的
發展空間，為香港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打下
了堅實的基礎。

降低投資門檻推負面清單
習近平還提出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要

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在十九大記者
招待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勇透露，
我國將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降低民間投
資門檻，制定負面清單。他談到，改革開
放以來，民間投資得到了快速增長，民營
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資料
顯示，這五年期間，民間投資整個佔全社
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一直在60%以上，
最高的時候達到了65.4%，1-9月份有所回
落，現在大概是60.5%的水準。
專家分析，民營企業現在已經成為整個

國民經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為
進一步促進民間投資，國家相關部門抓緊
建設政府資訊平台，特別是誠信體系，保護
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從而使市場更加透
明，民營企業自主決策權更大。同時，要保
護知識產權，培育企業家，建立促進激發民
間投資活力的檔案，進一步引導民間投資投
向產業鏈長的、增長前景好的領域。

推行PPP模式確保合作共贏
十九大報告既設立中國未來發展的目

標，也指出實現這些目標的路徑，而在這
個過程中，也會引導相應的產業發展，從
而生發出相應的投資機會。統計數字表

明，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體上保持一個合
理的區間，但有待改進完善，比如政府投
資的有效性和精準性不高。民間投資的門
檻還有障礙，包括PPP推行的模式當中，
應進一步使它更加便利。PPP模式即Pub-
lic—Private—Partnership 的字母縮寫，通
常譯為「公共私營合作制」，是指政府與
私人組織之間，為了合作建設城市基礎設
施項目，或是為了提供某種公共物品和服
務，以特許權協定為基礎，彼此之間形成
一種夥伴式的合作關係，並通過簽署合同
來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確保合作的
順利完成，最終使合作各方達到比預期單
獨行動更為有利的結果。
值得關注的是，香港資本市場身處國際

資本格局和內地經濟結構的雙重調整之
中，外部衝擊因素對香港的影響力和重要
性逐漸上升。目前，香港面臨高昂的人力
和土地要素成本、本土產業結構固化和
「空心化」、人口老齡化逐漸侵蝕國際競
爭力水平。另一方面，香港自身新興產業
發展能力不足，無論是經濟結構還是資本
市場都亟需探索轉型之路。不過，香港的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依然強大，教育科學實
力在不斷增強，在世界城市的地位日見突
出。業界人士認為，香港資本市場應把握
國家優化經濟結構的歷史機遇，成為新技
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的資本交易
平台。毋庸諱言，香港各大學在培養高素
質人才、吸引國際化人才方面有獨特優
勢，應以香港優秀大學為基礎、以國際金
融中心為依託，發展創新為主導的新興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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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楨 博士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那年重九 桂花怒放

中秋方過、重陽又
至，中國傳統節日，
宗教味淡而詩意濃。

那日下班腹中鼓鼓，回家打開冰箱即見桂
花糕一碟，唯筆者屬「三高」分子，可遠
觀而不可親其味焉。內子告知乃世交馬太
所送，國人講求不時不食，以應節食品贈
與親友，亦屬中華美德，含蓄地表達關
愛，以同味而分甘。國人尚同，不是一式
一樣的同，而是人同此心的同。
馬氏乃粵東著姓，香港不少馬姓名人皆
自潮汕出，在本地商界尤多，但無論是粵
東潮州、梅州，還是南粵廣州、惠州，亦
不管是觀賞還是入饌，桂花都並非主流。
然則，在江左則屬另一回事。年前洛陽紙
貴的《瑯琊榜》，即以「梅郎」作主。在
江浙滬，以梅、桃迎春、桂花接秋。桂花
飄香，實亦江南一帶看不見的秋日良景，
讓人神往而難忘。

和諧共融香港文化精髓
筆者既為南粵客家，嫁與潮汕人士之馬
太送來其家鄉江南味道，說明所謂香港、
所謂香港人，共冶粵、客、潮、滬於一
爐；所謂和諧、所謂多元，實乃別處不可
多得的社會資產。以一時一地一族之民俗
或方言來壓倒別族文化，不過讓人訕笑不
已，又豈能把握香港文化之真諦？
所有排他的地域主張，不過是自卑心理

的反智盲動，是對香港精神和傳統的侮辱
與扭曲。當特區政府重新納中史為初中必
修科，我們想到，在大半個世紀之前的烽
煙之中，就有成千上萬的香港青少年，以
生命和一生所愛作犧牲，穿越一切文化與
種族障礙，去捍衛人類尊嚴。於此金秋、
適逢重九之際，特區政府於中環大會堂紀
念二次大戰為港捐軀的各國人士，當中即

有生於斯、長於斯，最終亦為吾土與吾
民、長眠於斯的志士仁人。
1941年 12月 8日，日軍攻佔新界。同

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派遣兩支武工
隊、各十數人進入新界。由日軍染指香港
第一天起，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
下，一群新界原居民，聯同歸僑、海員、
學生組成港九大隊。這群從未滿10歲到20
出頭的青少年，在港九市區、新界東西、
大嶼南北、汪洋之上，組成6個中隊，展開
整整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日救亡運動。
在珠三角淪陷、國軍敗退、英軍投降後，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發展成為本
地區最具規模、聲譽最隆的抗日武裝力量，
也是傷亡至為慘烈的。1943年更名為東江縱
隊港九大隊，「東縱港九隊」之名由此載入
史冊。粗略統計，港九大隊500名武裝人員
當中，平均不足5人，即有1人陣亡。
此外，輔助人員、庇護游擊隊員的新界

村民，以及戰士的父母妻兒兄弟姐妹，被
捕、遇害、慘遭酷刑者不計其數。其中，
尤以烏蛟騰村兩代李姓村長壯烈殉國為甚。
在作出重大犧牲後，港九大隊成功護送700
餘名中國文人安全抵達後方，並營救近百名
盟國被俘軍民，包括英、美、蘇、挪威、
丹麥、印度、菲律賓等，還有茅盾、鄒韜
奮、柳亞子、何香凝、胡蝶，戰時英軍服
務團創辦人、戰後的港大校長賴廉士上
校，以及克爾、伊根等多名美軍機師。

港九大隊貢獻後人銘記
此外，港九大隊又向飛虎隊、尼米茲艦隊
提供重大情報，支援盟軍轟炸日軍機場船
塢、造船廠等戰略設施，對中國抗戰及太平
洋戰爭貢獻殊大。戰後，港英政府鮮有提及
港九大隊的事跡，直至回歸後，1998年10
月28日重陽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由

原港九大隊．海上中隊長羅歐鋒先生陪同，
將115名烈士名冊安放於香港大會堂戰爭紀
念龕，正式表揚港九大隊的貢獻。
今天，港人遠離硝煙、生活富足，中國

和亞太地區亦見太平富強。讓我們銘記，
70多年前在史上最慘烈的二次大戰中，有
一群年輕人超越膚色、語言、宗教、階級
和政治信仰的界限，締結抗日同盟。這群
年輕人為同胞之生命、民族之尊嚴、家國
之太平、人類之良知，浴血奮戰、奉獻一
切，即便犧牲自己和最愛之人之性命，亦
無怨無悔。
最終，因為這群年輕人的堅韌，人類，

迎來了明天；最終，因為這群年輕人的信
念，人類，才得以憑藉良善，而非血腥，
書寫未來；最終，因為這群年輕人的勇
氣，侵略者，再次被摒諸歷史殿堂門外。
正義，因為無數年輕人的前仆後繼，才得
以彰顯。由此上溯過去百餘年來，無數年
輕人為中國現代革命，踏上九死而不悔的
征途。毋忘國難，毋忘那一段段迅如閃電
雷鳴，卻照耀人間、振聾發聵的生命：

蝶戀花
答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失柳，
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
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
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
淚飛頓作傾盆雨。

—毛澤東
1957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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