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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總商會立法會代表林
健鋒坦言，過往10年，國家的經濟結構

持續轉變，尤其在過往5年，消費、服務業及
高技術製造業對經濟的貢獻不斷增加，反映國
家的經貿政策非常重視持續性，其經驗亦有助
帶領香港發展。

加強環保文化軟實力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中，提及多項令經濟「穩中向好」的政策。對
此，林健鋒指出，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及減
徵企業稅項有利激發市場活力，同時加強對影
子銀行、互聯網金融及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
能進一步加強金融機構風險內控。
他形容，政府工作報告中取消漫遊數據費並

於年內降低移動網絡數據費至少30%是「商界
多年的期盼」，指有關政策有助開拓國外市
場，促進經貿業績。

林健鋒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指明了香港
未來的發展方向，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亦即將
公佈有關規劃，反映中央政府向香港提供了積極
穩健的支援，港人應把握機遇，以免「蘇州過
後無艇搭」。
他相信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規模可躋身世界

前列：「我們不能一直問大灣區究竟能為香港
帶來什麼利益，而是要準備人才、裝備香港，
迎接機遇並最大化規劃的效益。」
林健鋒續說，若要將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一流

灣區，必須加強生態保育及體育文化軟實力，所
謂「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故重視區內的生
態環境，注重綠色、低碳、環保等元素，並加強
對水、土、清新空氣的治理，才能促進大灣區成
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監察委能有效遏腐敗
對於國家機構改革新設立的國家監察委

員會，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總商會理事胡
定旭表示，國家對貪污、受賄及行賄罪的
刑罰很重，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能充分利
用國家以往的反腐經驗，制定各種預防貪
污的政策。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總商會理事許漢忠則表

示，監察委員會除了介入調查貪污受賄的案件
外，亦會進行防腐教育，相信能有效遏止貪
腐。
他認為，指出監察委員會的綱領清晰列明其

目的和工作，並採取透明度高的執行機制，故
機構不會享有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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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出生的
經民聯青委會顧
問、基本法推廣
督導委員會委員
張俊勇，是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新

丁中最年輕的一個，將來更會肩負在香港推
廣憲法和基本法這項「硬任務」。他近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可以透過講好
國家發展的故事，說明由憲法衍生出來的國
家治理體制的優勢，同時理性討論、分析中
國體制與西方民主體制的不同，令港人更明

白國家走的路與西方有別，不過將會是一條
成功路。
在人大代表放假的一天，張俊勇並沒有放
下工作去輕鬆一下，而是去找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饒戈平及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林來
梵，討論如何在香港推廣憲法和基本法。他
認為，雖然利用多媒體手法推廣憲法和基本
法會更容易「入屋」，但這些都是「花
招」，「我反而想做多一些憲法衍生出來的
國家治理體制的教育。」
張俊勇解釋，港人大多不了解國家機器如

何運作，加上國務院機構改革剛剛通過，港
人更有認識的必要，「單講憲法條文其實是
很悶的，如果講為何改革開放會做得那麼成
功、講新中國為何在一窮二白的谷底短時間

內翻身，相信很多人會有興趣，我就想從中
去解釋這是源於有中國特色的制度。」

體制延續性是成功要訣
他認為，國家治理體制當中的延續性，是

今日成功的要訣，即使出現人事變動，工作
方向不會改變，進程也不會停頓。
有部分港人捧西方民主制度如「神聖不可

侵犯」，抗拒國家現在實行的那一套制度。
張俊勇指出，民國時期，中國也曾經行過西
方民主，有成功的時候，但大部分時間都失
敗，希望就此提出理性討論。
他舉例說，修憲有關國家主席、副主席任

期的內容，部分人聲稱這是「終身制」、
「人治」，他就拿出中共黨章第三十六條，

提出各級領導幹部職務都並非終身的，可以
變動或解除，也會因年齡和健康狀況而被要
求退休。

提預算草案增灣區內容
他更質疑，那些人信奉的「民主國家」，

其「人治」色彩也頗濃厚，「你看美國，國
務卿是第三把交椅，（美國總統）特朗普說
要炒就炒，毋須國會同意，這不是『人治』
嗎？這些事不會在中國發生。」
雖然是兩會新面孔，但每個代表的貢獻

都會被寫入國家的發展章節。談到初上兩
會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張俊勇就提起他就
今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提出的修訂獲財
政部接納。
他提出增加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內

容，「預算草案怎可以沒有這句」，最後成
功爭取，感受到的是作為代表並非橡皮圖

章，的確有權就多份報告提出修改，「可以
吸納民意，同時不會偏離大方向、離經叛
道，令我更相信這是適合中國的制度。」
談到大灣區，張俊勇的藍圖十分宏大，希

望香港和內地的制度優勢及特色在大灣區結
合起來，形成一種更優秀的制度，再透過
「一帶一路」向其他國家推而廣之。
不過，港人當下的房屋難題，他也沒有忘
記，建議容許港人在大灣區內租樓20年後，
如透過機制被當地政府認同對當地發展有所
貢獻，就可以用20年前的價錢去補地價，
一圓置業夢。
另外，張俊勇對兩會紀律嚴明也感受尤
深，認為可令代表更用心去工作，「晚上一
定要『刨文件』，否則第二天開會，你講的
是真知灼見，抑或只是空口說白話，人家是
聽得出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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