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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1980年開始到深圳講課，主要
講經濟學，重點是市場經濟的原理。
後來，我自動請纓去暨南大學講了一
個星期自己翻譯、編寫的經濟學課
程。1983年暨南大學想開設金融系，
我又花了一個星期講當時最新的投資
學課程。我成為第一個介紹西方經濟

金融知識到內地的老師。
暨南大學面向僑胞僑生，率先響應改革開放理所當
然。當時到暨大聽課的以老師為主，他們也有年輕時在
外國留學，例如有一位哈佛畢業、已回國50年的老教
授，已經與西方的學術脫節，他說希望取得美國過去50
年的股市資料。今天，暨大金融系已辦得有聲有色。
1984年，中國向國際招標開採北部灣的石油，美國
的石油公司參加了。按照合同，美方為合作的中方6位
高層管理人員提供經濟管理培訓。我在一個研討會認識
了石油雜誌的總編輯，他找到我，幫助安排內地的學員
來香港理工大學上課。
當年我給他們作世界石油市場的專題報告。內地石
油公司的報告認為，長遠而言，石油價格必定持續上
升。我更正，供需決定市場價格，價格可升可跌。他們
不大服氣，不願意地修改了對石油價格的看法。很快，
他們就學到市場的真實情況，石油價格大幅下跌。外資
公司發現北部灣只有石油氣，當時石油氣仍未普及使
用，價格很低、開採成本太高，外資公司退出合作。聽
說有中國的石油公司在買期油時損失慘重。
我也曾為南海石油服務總公司在深圳辦培訓班，他
們都很認真學習。有位學員早上辦完父親的喪禮，下午
已回來上課。當時我們都在摸索，如何把培訓班辦好。

有些老師的課程太理論化，我與這些老師商量，作出調
整。改革之初，內地企業領導的觀念是「中學為體、西
學為用」，學習西方經濟學也是如此。
我介紹亞當斯密的理論時，談到人們都是自私自利

的，學員們提出異議，認為要「為人民服務」。雖然領
導人不怪責，向我們說：「你們就講西方的一套，不要
擔心」。然而，培訓班結束後，學員們在總結時要進行
「消毒」。
有一天，一個高大的漢子走進我的辦公室，他是廣
州白天鵝賓館的副總經理楊小鵬先生，是在霍英東先生
的推介下，來找我開辦酒店管理課程，為的是引進國際
水準的酒店管理，把白天鵝賓館打造成為中國第一家接
待國外賓客的賓館。我組織了理工大學管理及酒店餐飲
管理系的同事去白天鵝賓館開班，課程內容包括管理、
會計及賓館前台、客房、餐廳等部門的管理實務。
其後，為內地政府及企業幹部做培訓，成為我的使
命。最使我難忘的是，1989年秋初，我隨港區廣東省人
大代表團視察，去了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然後南下四
邑各市縣。視察最後一天下午，忽然知悉廣州市長黎子
流原在醫院養病，卻老遠來台山見我們。他帶來一個很
重要的信息：我們會堅持改革開放！代表團中的資深愛
國者極為興奮，對黎市長不辭勞苦見我們，很是感動。
就在回程前，番禺縣政府派車來台山接我。當時很
多地方仍未有公路、橋樑，抵達番禺已是晚上9時。次
日，番禺縣政府帶我去全縣19個鄉鎮了解情況，當時
南沙大橋仍未建，要靠渡輪連接東莞。番禺縣政府應霍
英東先生的建議和贊助，組織縣政府的骨幹來香港培
訓，培訓班每年一期，共辦了6、7年，還有其他專題
班。 （紀念改革開放40年評述之二）

習主席宣示擴大開放帶給香港新機遇
習主席在慶祝改革開放40

周年大會的講話給我印象最深

的內容，是再次宣示堅持擴大

開放，並表明要以共建「一帶

一路」為重點，同各方一道打

造國際合作新平台。香港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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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開放的重要橋頭堡。習主席

再次宣示堅持擴大開放，不僅

給世界吃了一顆「定心丸」，

而且給香港帶來新機遇，有利

於香港在新一輪改革開放過程

中，貢獻國家，發展香港，造

福港人。這當然是香港社會樂

於見到的。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改革開放40
周年大會的重要講話，全面深入
地回顧了改革開放40年的光輝歷
程，系統深刻地總結改革開放的
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展現了國
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基本方略和
宏偉藍圖，對香港更好地參與國

家新一輪改革開放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多次發出開放不止步強烈信號
今天中國的命運，與改革開放緊密相連。當今

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秩序重塑存
在着失序乃至無序的風險，國際環境不穩定與不
確定性大增，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戰，全世界都在
關注，香港社會也非常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會
否發生改變？
習主席深刻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

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
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從去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到今年博鰲亞洲

論壇年會，到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再到最

近視察廣東，習主席一次次擲地有聲地向世界發
出中國改革不停歇、開放不止步的強烈信號。在
今次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主席強調
堅持擴大開放，不斷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並表明要以共建「一帶一路」為重點，同各方一
道打造國際合作新平台，為世界共同發展增添新
動力。這不僅給世界吃了一顆「定心丸」，而且
有利於香港在新一輪改革開放過程中，貢獻國
家，發展香港。

講話指導港參與新時代改革開放
把香港問題放在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中思考和謀

劃，是習近平與鄧小平的共通點。在改革開放的
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
制」偉大構想。習主席更是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
放的見證者和領導者，不僅親自謀劃和推動了大
量內地同香港的合作項目，而且全面提出新時代
「一國兩制」方略，明確香港在國家新一輪改革
開放中的定位和發展路向。習主席在會見香港澳
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不僅
充分肯定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貢獻，而且對

香港如何參與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提出了四點希
望：一是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二是
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三是更加積極
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四是更加積極主動促進
國際人文交流。習主席還特別囑託兩點：一是要
抓住共建「一帶一路」、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機
遇；二是要關心青年。
「一帶一路」是國家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

大舉措。香港作為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戰
略支點，可以作為「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重
要平台，擴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雙向投資
和貿易往來，拓展市場空間，謀求發展新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
格局的新舉措，香港發揮國際金融、貿易、航
運、專業服務等產業的獨特優勢，提升大灣區的
國際化程度和發展水準，為香港開拓發展空間。
我們需要做好培養年輕人的工作，讓「一國兩
制」和改革開放事業後繼有人。我們要為香港青
年發展多搭台、多搭梯，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
生夢想的社會環境，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大
展身手、報效國家、獲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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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青年培養「一國兩制」接班人

本次香港友好協進會訪京團，十
分榮幸能在行程中參觀「偉大的變
革－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
展覽」，更有幸獲得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全國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及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等一眾領導的會

見。讓我們進一步增加了對改革開放及國家發展的
了解，也對祖國和香港的未來充滿希望。更重要的
是，充分體會到，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方向是堅
定不移的，即使目前遇到困難，但相信只要香港繼
續發揮所長，貢獻國家所需，祖國和香港的未來將
會越來越好。
除了參觀展覽震撼人心，行程中，最發人深省

的，便是汪洋主席和王晨副委員長在會見代表團時
作出的重要講話。汪洋主席指出，在國家改革開放
進程中，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會越來越重要。他勉勵
大家要積極參與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全
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團結香港各界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同時要持之以恒關心、關愛
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長，為「一國兩制」事業培養接
班人。王晨副委員長則強調，維護國家統一安全是
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中央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採取
有效措施打擊「港獨」。兩位領導的講話，無疑都

表現出了對香港發展和現狀的高度關注，也點出了
「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
心地位，香港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根本。
香港的青年工作，一直是中央關注的重點之一，
這點在張曉明主任的講話中也有所體現。在張主任
提出的四點要求中，最後一點就提到要加強青年發
展，這同時也是汪主席和王副委員長的期望。未
來，我們應在向香港年輕人更好地介紹國家發展的
同時，積極培養他們的家國情懷，讓他們明白香港
是我們的「小家」，祖國是保護着香港的「大
家」，只有「小家」穩定，「大家」富強，生活在
其中的我們才能安樂。未來，我們要積極培養「一
國兩制」事業的接班人，鼓勵他們在國家機遇中找
到發展方向，成為建設香港、服務國家的棟樑之
才，將來肩負起實現中國夢、促進香港更加繁榮穩
定和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責任和使命。
一如唐英年會長所說，「國家堅持改革開放，我們

對國家的發展充滿信心。」未來，我們要緊跟國家改
革開放步伐，聚焦經濟發展，關心青少年的教育成
長，推動兩地交流合作，為國家、香港發展進言獻
策，加快推動香港融入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中。同
時，積極運用自身影響力，以身作則，帶頭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當好市民與政府溝通的橋樑，維護社
會穩定，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莊紫祥博士 香港友好協進會發展基金會執委會副主席

反對派昨日發起所謂「守護廉潔法治遊行」，迫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交代就UGL事件拒檢控梁振英的
理據。民主黨林卓廷更威脅，將有連串計劃迫鄭若
驊回應。儘管反對派全力動員，昨日的遊行人數寥
寥，民主黨以為炒作UGL事件，可以激發市民上
街，結果慘淡收場，原因很簡單，因為市民明白，
民主黨輸打贏要，唯恐天下不亂，「天下為公」不
過為了一己一黨之私，反對派示威變成示弱。
基本法第63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
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當中既包括檢
察工作不受行政部門的干預，也不受立法會及政治
勢力的干預。反對派因為不滿律政司的決定，不斷
對律政司作出各種批評、攻擊、威脅，發動遊行，
企圖向律政司施壓，目的就是要迫律政司改變決
定，屈從反對派的施壓，向梁振英作出檢控。
律政司不作檢控的理據相當清楚，就是沒有具體

證據支持檢控行動，而且不單香港，其他國家的司
法部門亦認為沒有足夠理據，不檢控完全出於法律
的考慮。反對派對有關決定不滿，可以循正常渠道
表達，而不是以政治干預法治。向律政司施壓，是
損害香港法治。遊行名為捍衛法治，實為破壞法

治，怎可能得到市民支持？
UGL事件糾纏多年，民主黨撈取不少政治油水，

不但讓林卓廷及一班「乳鴿」曝光率大增，更多番
向社會眾籌，賺得盆滿缽滿。民主黨食髓知味，不
希望風波就此了結，以圖繼續撈取政治利益。
市民厭倦政爭，期望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民主黨還在不斷挑動政爭，只會引起愈來愈多
市民反感。民主黨新界東支部早前爆發「兵變」，
新東勢力連根拔起，民主黨當前首要之務是先安
內，檢討路線。
近年民主黨內鬥不止，新一代為了上位奪權，不

斷將民主黨推向激進。如今，民主黨企圖通過炒作
UGL事件轉移視線，為林卓廷引發新東「兵變」卸
責，更成立「國際事務委員會」， 要「加強與外國
的溝通與聯繫」云云。
明眼人都看出，此舉不過是借外力為民主黨撐

腰，以凸顯民主黨的龍頭地位，這些都是捉錯用
神。民主黨的問題在於內部，在於一眾不學無術的
第二梯隊，在於錯誤的路線，在於搞對抗的立場。
民主黨還在糾纏UGL事件，只會令外界更加失望，
下屆立法會選舉，將是民主黨的「清算日」。

遊行慘淡收場 民主黨禍起蕭牆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香港新一代必須放眼內地

前幾天筆者在網上看到一則笑
話，內容其實是一道內地的數學
應用題：媽媽給女兒買一個新文
具盒花了 6元 5 角，可以怎樣付
錢？請寫出兩種付款方法。看來
題目應該是在考小學生如何利用
不同的貨幣面額來完成這項交

易。不過有趣的是，學生的回答是：支付寶、微
信支付。對於我們香港新一代的年輕人而言，這
兩種電子支付方式在本港還不是十分普遍，相反
在內地已成行成市。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根據通訊軟件的使

用，可大概清楚一個人的社交生活圈子。比如本地
交流一定是以WhatsApp為主，而如果生活中經常要
回內地交流工作，WeChat當然是必不可少的。筆者
在英國認識了不少日本同學，和他們交流則會常用
Line。上周到中文大學與通識教育的學生們分享的時
候，筆者利用了一個以WeChat作為平台的小程式
「雨課堂」，這是一個由清華大學開發，內地眾多
高校都會採用的教學軟件。本來打算用這個軟件加

強與他們在課堂上的互動，甚至派發小紅包，增加
搶答氣氛。可惜的是，班上20多位的學生中有微信
的不到10位，如果連微信都沒有，更遑論使用微信
支付等內地新型付款方式。
認識的深度決定了一個人未來的可能性，不抗拒

才可能有更深入的認識，若果一開始就關上溝通了
解的大門，那部分的青年永遠不可能對國家有更深
入的認識。以早前聽取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
講座中一個簡單的例子作結尾，一位在科技大學就
讀航空工程的畢業生，如果眼光只留在香港，他的
工作大概只會在赤鱲角機場做飛機維修；但在港珠
澳大橋的另一端，珠海則有中國其中一個重要的飛
機製造基地，連中國第一架水上飛機AG600鯤龍也
是在此試飛，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的機會則會提升到
一個更高的層次。

穆家駿 中學老師

在改革開放中理解市場經濟
劉佩瓊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中流擊水 將改革進行到底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常務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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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聆聽和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發表的
重要講話，作為香港僑領，我心潮
澎湃，對國家和香港的未來更有信
心。習主席的講話總結了改革開放
40年來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指
明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走老路邪路，

強調「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
的堅決不改」，充分表明以習主席為核心的中央清醒、
準確把握國家和世界的發展大勢，有無比自信、決心和
能力，引領中國沿着正確方向前行，將改革開放進行到
底，香港各界及海外華人華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積
極投身新時代改革開放大潮，續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
篇章。
40年改革開放，創造了人類發展史的奇跡，改變了

中國的命運，大大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準，走上小康之
路，中國已然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令人欣慰的是，在
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面前，習主席和中央清晰地看到中
國面對的挑戰。習主席指出，「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
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
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改
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擺在全黨全
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
峻、工作更偉大。」
的確，經過40年「摸着石頭過河」，改革早已進入
深水區，能摸的「石頭」大多已經摸過了，已到「啃硬
骨頭」的時候，貧富懸殊、貪腐懶政、環境污染、發展
不平衡，改革的成本越來越高；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
單邊主義抬頭，對中國的施壓遏止之力越來越大。內外
因素交織，對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巨
大挑戰。

不懼險阻勇於擔當
因此，習主席擲地有聲的宣示，「在這個千帆競發、
百舸爭流的時代，我們絕不能有半點驕傲自滿、固步自
封，也絕不能有絲毫猶豫不決、徘徊徬徨，必須統攬偉
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勇立潮頭、
奮勇搏擊。」改革進入攻堅期，敢於 「到中流擊
水」，就是在急難險重任務中經風雨、見世面，是新時

代改革不可或缺的擔當，更是引領改革成功的科學方
法。十八大以來，以習主席為核心的中央，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推出1,600多項改革方案，
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就沒有中國的
明天。「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依然是億萬中國人民
的共同心聲，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中
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中國的改革開放，既
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
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今天總結改革開
放經驗、展望未來的最重要啟示、最需堅守的底線，也
是習主席強調 「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
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的意義所在。

繼續扮好橋樑角色
香港和海外華僑一樣，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見證

者，也是參與者和推動者，一直扮演國家「走出去」與
「引進來」的關鍵橋樑與視窗角色，發揮了資金、技
術、管理和商業網絡的優勢，在內地投資興業，興教助
學，成就自己的同時，也促進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推
動了中國同世界的交流合作，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如今，改革開放再啟航，香港和全世界數千萬僑胞仍

是推動國家改革開放的源源動力，繼續講好中國故事，
讓世界了解新時代改革開放，減少對中國的誤解，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民心相通，助
中國再創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跡。

■ 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12月18日在北京隆重舉
行，圖為少先隊員向受表彰人員獻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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