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十九大精神為指南 增強港人獲得感幸福感

十九大開啟中國發展的新時代、新征
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描繪了清晰時間表和
路線圖，對中國和世界未來發展具有舉
足輕重的影響，受到全球各國各界的廣
泛關注。
十九大報告內涵豐富、博大精深，值

得細細體味、認真研究，外國駐港領
事、在港跨國企業等政商界人士都主動
了解、研讀十九大報告，了解十九大後
中國發展的新形勢。十九大與香港息息

相關，關係着所有香港市民的幸福、關
係着香港下一代的前途，香港市民更要
掌握十九大的精神，以便順勢而行，早
着先機。

順勢而行早着先機
中央宣講團來港解讀十九大精神，開啟
先河，幫助香港各界認清新時代下國家的
發展大計，以及「一國兩制」新定位下香
港的責任和機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中聯辦

主任王志民分別從法律、政治的角度，透
徹分析十九大報告中有關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的論述，讓香港更加清楚，
「一國」是「兩制」的根本前提，沒有
「一國」就沒有「兩制」，而這「一
國」，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
義中國，「憲法意識、憲法精神」對
「一國兩制」事業和香港是「福」、是
「根」、是「本」，是「定海神針」。
香港是「一國」之內的特別行政區，

有義務、有責任尊重、維護國家的憲制
秩序；任何時候只有處理好「一國」和
「兩制」的關係，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堅守「一國」原則，尊重「兩
制」差異；發揮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
需，香港的優勢和地位就能鞏固，香港
的繁榮穩定就更有保障。
按照十九大精神，不僅可以令「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對於解決香港的深層
次矛盾，也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十九大
報告強調，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

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這一
點，很值得香港各界重視，並以此作為
努力的目標和動力。
眾所周知，香港是舉世聞名的國際金

融中心，人均GDP高達43,000美元，
百萬富翁佔人口比例之多，在世界名列
前茅；但另一方面，香港貧富差距日益
明顯。政府日前才公佈最新的數字顯
示，本港有130多萬人被界定為貧窮人
口，創下2009年以來最高，相當於平
均每5名香港人便有一個是窮人。有社
福機構調查發現，本港貧窮住戶開支相
當高，其中開支最低5%住戶每月總開
支只有約6,000元，但食物開支佔總開
支比例近5成。有41%的貧窮住戶，平
均每人每餐不足15元；有51%的貧窮
住戶入不敷支，其中私樓住戶更高達
75%，這些貧窮的私樓住戶，需透過壓
縮食物開支減輕經濟負擔。在香港這個
富庶社會，過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
超過20萬人要住劏房、節衣縮食，導
致越來越嚴重的跨代貧窮，實在難以接

受。

官商民合作紓貧解困
以人為本，共同富

裕，香港才能和諧發
展。特區政府固然要投
放更多資源，制定更切
合基層市民需要的政策，改善民生、紓
解民困，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商界、社福機構更應堅持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理念，群策群
力，集思廣益，扶貧助弱。本會與香港
中國企業協會聯手多家在港中資企業及
本港商家精誠合作，推出新家園「關愛
家園咭」，為基層市民提供服務和慈善
購物優惠，其中就包括不少食物和日用
品，幫到許多基層家庭減少生活負擔。
協助基層市民紓貧解困，關乎香港社
會和諧，任重而道遠，希望政府和社會
各界攜手合作、共同努力，解決發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共建關愛互助社
會，促進香港繁榮穩定，推進「一國兩
制」穩步向前。

中央宣講團日前專程來港，為特區政府官員及社會各界舉辦專

題講座，全面深入解讀十九大報告的精神，幫助香港社會充分認

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內涵，了解國家進

入新時代的新目標、新任務、新舉措和新部署，有利香港認清大

勢所趨，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新機

遇，同時以十九大精神作為行動指南，官商民攜手合作，切實解

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不斷增強香港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建設和諧共融的美好香港。

拉布議員評分急跌反映民意取向

元朗羊腩煲餐廳被
反對派議員等人老屈
「掛羊頭賣狗肉」，
事件遷延一段時間，
最終由食環署的檢驗
報告證實有關屠體並
非狗肉，還餐廳東主

一個清白，也贏得不少市民的掌聲。
有人鬧爆反對派在事件中為求出位未
審先判︰「咁多法律專業人士都唔知
咩係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更在真相
大白後不是龜縮便是連當面道歉都
懶，彷彿在告訴你：我有「民主自
由」的高地便可橫行霸道。
其實，反對派為了政治利益而胡亂

行事的情況絕非個別事件，例如之前8
月發生的「釘書健」事件，反對派也
是一開頭希望「食住條水」來勢洶
洶，但當知道勢色不對便悄悄「鬆
人」。如此情況繼續持續，除了反映

反對派政棍的處事手法膚淺，議政質
素低劣，對社會的禍害甚大，誠不得
不引以為鑑。
不得不提的是，近日反對派再為
反高鐵「一地兩檢」而肆意拉布，
並大有不拖垮「一地兩檢」誓不休
之勢。事實上，反對派的所謂擔憂
全是利用自我製造的恐慌去唬嚇市
民，誣衊內地執法人員一定會在西
九站的內地口岸區跨境執法；同
時，又罔顧香港為國家的一部分的
事實，將口岸區樓層事宜歪曲為所
謂「割地」。上述行為及見解，本
身便是一種未審先判和低級錯誤，
不為大部分的市民所接納。
過往自我標榜為新聞自由衛道之士的

反對派，甚至為拉布公然動議將新聞界
驅逐出立法會。究竟他們日後會否為
達到自己的一己私慾而又再犧牲其他
重要核心價值？甚或會否為了其他事

情又再打倒今天的立場？究竟這班反
對派做事是為了市民、是為了理念，還
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為之，大家其實也
有目共睹。
幸好，市民的眼睛仍然雪亮。有民
意調查公佈，肆意拉布的反對派議員
評分立即急跌，證明反對派議員的惡
行缺乏民意基礎。不過以反對派事事
為政治利益未審先判的態度，不肯聆
聽別人觀點，堅持錯誤觀點，香港未
來的發展會繼續遇到不少困難，甚或
更多的「釘書健」和「指羊為狗」的
事件會接踵而來。
祖國現時正在進入逐漸強大的重要

時刻，高鐵貫通香港，讓香港可以趕
上祖國發展的「大時代」，機會可一
不可再。而反對派的行為，正正是跟
香港人的前途對着幹。香港人更加要
同舟共濟，凝聚共識，抵制干擾，讓
香港發展重回正軌。

許榮茂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沙田區議員陳志豪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

大灣區多彩多姿機遇巨大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
年，中共十九大勝利召開，本
港傳媒對於國情與國家發展的
報道特別多，港人更關注國家
發展帶來的機遇。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機遇無
限，這句話一點也不虛。試想

一下，若5年前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任何地方買
下物業，現在是否會感受到實在的巨額資產增
值？很多人說香港樓價的升幅快，其實內地更
快！筆者現在用的是小米手機，前一部手機是華
為，試問一下，5年前有多少香港人用內地品牌
的手機？幾乎沒有，但現在則顯然愈來愈流行，
不少大型電器用品店甚至會把內地品牌的手機放
在熱賣的位置。5年前，多少人用中國內地的導
航軟件？現在，是否愈來愈多駕駛人士選用高德
導航？以前有人說百度地圖抄襲Google，現在
Google Map的功能怎能夠跟百度地圖比擬？不
信的話，不妨下載比較一下。
還有，5年前有多少港人到淘寶網購？現在則
愈來愈常見。筆者再舉一例，5年前有多少港人
使用內地的社交通訊工具？前不久，筆者出席一
個專業人士的社交場合，幾乎所有出席者都拿出
手機微信的QR Code，掃一掃加友了。這些改
變都是實實在在，看得到、聽得到、用得到、享
受到、感受到的，而且不過在短短5年內發生。
國家進步神速，服務和產品的水平亦處於量變至
質變的階段，愈來愈受高要求的消費者接納，不
斷在改變大家的生活和消費模式，引領潮流。

再過5年時間，會為香港帶來怎樣的新變化？
相信5年之後，微信和淘寶在香港以至世界各
地更加流行，百度地圖與香港的商店和服務的
整合將更加完善，內地公司製作的手機軟件會
愈來愈豐富和流行。屆時，港人打開手機，還
能夠迴避「中國智造」嗎？不可能。作為港
人，必須認識到這些改變，力爭融入國家發展
的浪潮，在國家的高速發展中佔據一席之地，
否則只會淪為自大夜郎和井底之蛙，落後於形
勢，被邊緣化。
國家發展除帶來機遇與變化外，更為港人的生

活模式帶來更多可能性。筆者認識兩位朋友，他
們在香港都有自置物業，現在卻把單位出租了，
然後把收回來的租金用於租住深圳、珠海或東莞
的物業，除了可以住得更大更舒適，還可以兼顧
生活開支，享受較香港更高品質的生活，即使有
要務趕回香港，也不過是一、兩個小時內的事，
並不礙事。
隨着港珠澳大橋和高鐵香港段等大型跨境基建

陸續落成啟用，可以預期，香港與廣東各城市的
聯繫必然更加緊密，愈來愈多港人融入粵港澳大
灣區的生活圈中，廣東和澳門的消費娛樂購物熱
點，亦將逐漸成為港人的熱點之一，港人在周末
不一定只待在香港消遣，也可以相約到廣州或珠
海等地。
粵港澳大灣區擴闊了港人的發展和生活空間，

提供了一個讓本港青年融入內地最合適的跳板。
粵港澳大灣區多彩多姿，多走多看多試，便會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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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須正視土地供應政策對漁農界影響

房屋供應一直是香
港市民最關心的議
題。近年來，政府推
出不少海事工程及新
發展區均需填海，就
此，再特別成立「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

希望一錘定音解決土地不足問題。然
而，面對受工程影響的界別，政府明
顯顧此失彼，專責小組沒有推出合理
緩解措施，漠視各方訴求，如此下
去，只會不利社會均衡發展。
以漁農業為例，特區政府過去推出

港珠澳大橋及機場三跑等工程，導致
業界損失800多公頃漁場。近日專責小
組重提「維港以外填海」，再有共計
約1,800公頃被填。若連同或會設立的
海岸公園，影響更不止於此。農業方
面同樣雪上加霜，政府近年多個新發
展區除了牽涉農地百多公頃，可能影
響約7個禽畜農場，佔全港約一成。由
於現行法例的規限，這些禽畜農場幾

近無地可搬，面臨結業危機，屆時本
地雞、本地豬也買少見少了。
究竟政府有否考慮大肆填海以後，

餘下的漁場是否仍容納到6,500多艘漁
船，讓業界於香港水域持續發展？業
界向來深明土地資源匱乏，而城市需要
發展。不過，香港的經濟成果應由社會
各界共享，而發展的代價不應由任何一
個業界獨力承擔。若然為求方便，而要
漁農業界單獨承受土地供應的壓力，甚
至沿用過時的緩解措施敷衍業界，既對
業界不公，亦無助香港多元及可持續發
展。
縱使政府過去曾經填海及徵用農

地，漁農界也從未橫蠻無理地喊叫
「不遷不拆」「寸步不讓」。不過，
由於工程龐大，漁農業相關政策法例
並未與時並進，緩解措施仍未完善，
政府發放的特惠津貼又不足以彌補業
界損失，連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及其他
有關部門都沒有考慮到發展對業界的
影響，漁農民朋友不禁吶喊將無立錐

之地。
其實，專責小組的宗旨理應是「推
動公眾全面討論不同土地供應選項的
利弊，並就屬意選項和有關選項的優
次建立共識」。可是小組缺乏熟悉海
上持份者人士，倉卒推行填海方案，
並認為是建立土地儲備最合適且切實
可行的方法之一，隻字不提受影響界
別的緩解措施，更遑論討論補償方
案，試問這如何推動公眾全面討論各
種策略的利弊，從而「建立共識」？
儘管漁農業面對以上困境，業界的

訴求其實幾近「卑微」，就是希望政
府廣開言路，從善如流；也希望專責
小組能正視目前漁農業以及其他受影
響界別遭遇的困境，各界有效合作，
尊重不同意見，協調政策方向，建立
良好的溝通平台，並活用15項增加土
地供應的方法，緩和增加土地帶來的
社會矛盾，以減少不必要的填海，讓
漁農業與香港各行各業共同持續多元
發展。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23條」立法應盡快落實

香港已回歸祖國20年，但近年仍不
時出現有關「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
爭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飛，近日在香港出席基本法研討會演
講時指出，香港社會應要全面準確理
解「一國兩制」，並指權力與責任是
相伴相生的，闡述香港作為國家的特
別行政區，有維護國家憲法尊嚴、國
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國家發展利益，
及香港本地長期繁榮穩定的憲制責
任。針對近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小部分
人抗拒「一國」，將「一國」和「兩
制」放在對立面的情況，李飛的講話
更加明確了國家憲法是「一國兩制」
的基礎，更為清晰界定了「一國」與
「兩制」的關係。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李飛主任特別強

調香港必須承擔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維
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維護國家發展利
益、維護本地長期繁榮穩定的「四大責

任」。他直接點出，回歸20年基本法
23條立法仍未得到落實，不良影響已有
目共睹，對此香港「責無旁貸」。香港
基本法23條的憲制性條款明確地規定了
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法律缺位所帶來
的不良影響相信大家有目共睹。他強
調，嚴格執行法律來維護國家主權和安
全，香港特區應全面準確落實，這是責
無旁貸的。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尤其是「港獨」「本土」分離主義正荼
毒年輕一代，需要透過23條立法去處
理，特區政府應盡早為立法作準備。

為國家安全立法是特區憲制責任
今年以來，大學民主牆風波、大球
場噓國歌，以及學校外派傳單等事件
陸續發生，「港獨」活動在年輕人中
持續發酵，「港獨」再次成為焦點。
「港獨」問題必須正視，但缺乏明確
法律制約，正是「港獨」猖獗的原
因。正是由於23條未立法，使「港

獨」和「本土自決」勢力有恃無恐。
反對派從反23條立法、「反國教」、
反內地個人遊的「驅蝗」行動，到公
開打出「港獨」旗幟，「以本土之
名，行分離之實」，策動非法「佔
中」和旺角暴亂。由於缺乏法律制
衡，使反對派在香港社會製造「恐共
反中」的種種事件，導致香港社會矛
盾、分化和衝突，嚴重惡化香港政治
生態。
從香港的政治現實來看，進行23
條立法很有迫切性。因為近年巳陸續
出現「港獨」言論，特別是「港獨」
活動在校園開始蔓延。為了維護國家
憲法尊嚴、國家安全，23條立法是一
項神聖的、不能不完成的憲制工作。
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尤其是
「港獨」「本土」分離主義正在荼毒
年輕一代，迫切需要透過23條立法
去處理，特區政府應盡早為立法作準
備。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李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兼直融寶研究員

不將問題企業放進市場才是關鍵

IPO的審核通過率高低，作為影響資本市場的
重要因素，一直都牽動着市場參與者的注意力。
尤其是，作為IPO發審環節的把關者的新發審
委，自10月17日正式走馬上任以來，受到市場
參與者密切的關注。回顧新發審委自上任以來的
表現，在IPO審核通過率問題上已經被貼上更加
趨嚴的標籤。
整個10月份，新發審委審核25家公司的IPO
申請，其中，6家被否決，3家暫緩表決，16家
獲得通過，通過率僅為64%。自10月以來截至
11月7日，共有37家企業首發申請上會，21家
成功過會，通過率僅為56.76%，是去年新股重
啟以來的最低點。這與去年前三季度93.21%的
通過率，以及今年前三季度80.99%的通過率相
比，大相逕庭。
從數據上看，新發審委確實是審核更趨嚴了。
從審核的特點來看，不再唯利潤論，上會企業淨
利潤低於3,000萬元人民幣的往往會不予以通
過，但是，新發審委讓這一隱性門檻不再成為一
些淨利潤低的企業「過不去的檻」；不僅如此，
其審核的重點從關注發行人的持續盈利能力、財
務數據真實性、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同時，增加了

募投項目的必要性、合理性與未來前景，以及新
增產能的消化能力，這些方面是先前發審環節容
易忽視的。
新發審委審核從嚴了，對於市場參與者來說當

然是好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杜絕萬福生科、欣
然電器這樣的異類。
不過，新發審委從嚴審核也並不意味着過會的

企業都是「良種」，也並不意味着審核沒有通過
的企業就都是「孬種」。就拿新發審委審核的企
業來說，有年淨利潤低於3,000萬元卻成功過會
的，也有年淨利潤高達4億元卻被拒諸「門外」
的。
被否決的企業固然都是「問題企業」，但是過

會的企業也並不一定就不是「問題企業」，並不
能保證通過包裝粉飾蒙混過關的個例企業不出
現。不管是原來的發審委IPO高審核通過率也
好，還是新發審委上任以來維持較低的審核通過
率也罷，不將「問題企業」放進資本市場才至關
重要。一旦出現了類似先前萬福生科、欣然電器
這樣的「問題企業」混進資本市場，不僅損害了
投資者的利益，而且損害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整體
利益。

■■近期香港股市熱火朝天近期香港股市熱火朝天，，相比相比
之下之下，，內地的股市頗為波動內地的股市頗為波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