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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公佈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向年滿十八
歲的香港永久居民派發一萬元現金的
措施，直接回應了不同黨派過去一段
時間對紓解民困的要求。而預算案中
多項支援中小企、保障就業的措施，
對現時正處於低潮的社會經濟氣氛可
以說是「及時雨」，有助企業在經濟

回升時盡快重回正軌。
在撐企業方面，預算案推出100%政府擔保企業特惠低息
貸款，助企業作薪酬和租金開支；又會寬減100%利得稅，
寬減非住宅物業差餉，寬免商業登記費、公司周年申報表
登記費，寬減非住戶電費、水費、排污費，寬減政府物業
土地租金等措施。這些措施的落實，都具有明確的針對
性，可以大大減輕中小企的開支負擔，讓企業有更充裕的
流動資金專注於業務的營運，提升在海嘯式的經濟衝擊中
的抗震能力。
撐企業，對保就業也有重要的作用。中小企業是香港經濟

的骨幹，在推動本港經濟發展、提供就業、推動創意、開拓
商機等方面都有作用。當前就業人口超過一百萬，政府提供

的各項勞工就業支援，既能提升僱員的就業能力，也能進一
步推動中小企的發展動力，維持市場對未來的信心，令就業
市場較快回穩。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形容，過去這一年風高浪急、荊棘滿

途。事實上，受過去大半年的社會亂局所影響，以及今年以
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社會經濟民生受到雙重打擊。防疫
物資短缺帶動物價飆升，市民開支增加，再加上餐飲業、旅
遊業、零售業等各行業可能要面對的倒閉潮和失業困境，有
如雪上加霜。政府適時解除自身的財政束縛，大膽地推出大
規模逆周期措施，是明確、明智、明斷。
至於現時市民普遍最關心的一萬元現金會如何派發，筆者
期望特區政府可以盡快公佈安排，特事特辦，以最簡單方
式，減少行政手續，才是真正急市民所急，利民紓困。
財政預算案中不僅着眼於紓困措施，更重要的是整體的政

策方向以及長遠的投資，不能單單「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今次預算案涉及超過一千二百億元，涵蓋短、中、長
期措施，已盡力回應市民的期望。雖然現時面對的情況可能
比2003年沙士時更甚，各界面對巨大壓力，但香港經濟基調
穩固，核心競爭力不會因此動搖。我們作為其中一份子，應
該有信心，齊心應對，相信雨過天晴。

撐 企 業 撐 香 港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數月，在舉國
努力下已有緩和，內地大部分省市疫情
已受控，多個省市新增病例連續多日錄
得零增長，部分省市病例已降至零，國
家抗疫工作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度
評價。反觀國際疫情不容樂觀，疫情不
止擴散到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中
東、拉丁美洲亦出現確診者，疫情已在

全球蔓延，部分國家新增確診案例更高速增長。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開放、自由，與海外聯繫密切，
人流極多。姑且不論在國外，本港仍有相當部分外國居民外
出時未有戴口罩，外國人未曾經歷2003年沙士疫潮「洗
禮」，重視程度不夠，防疫意識亦較低。在新型冠狀病毒傳
染性強、潛伏期長的情況下，加上內地已經出現海外輸入個

案，防疫實在不容輕視。
目前香港特區政府對所有經內地入境人士進行14日強制檢

疫，亦對抵港前14日曾到韓國、意大利艾米利亞－羅馬涅、倫
巴第及威尼托三個地區、伊朗等地的人士進行強制檢疫，防止
疫症傳入。此防疫管制措施明顯起效，本港確診數字明顯低於
臨近國家和地區，但面對國外疫情升級，目前對其他國家和地
區的入境、本港轉機限制仍然寬鬆。筆者認為，香港需因應外
國疫情變化，未雨綢繆，提高警覺性，調整檢疫政策，進一步
限制旅客入境或在港轉機，對口岸檢疫標準作更嚴謹安排，有
效截斷來自其他國家的輸入型病例隱患。
目前，香港防疫形勢依然嚴峻，確診個案仍在上升，仍需
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防範社區爆發，同時特區政府亦應對
境外輸入嚴防死守，提高警惕，避免加劇疫情在本港的傳
播，再度引起市民對疫情的過度恐慌。

形勢依然嚴峻 防疫不容鬆懈
譚鎮國 深圳市政協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

去年3月，本人曾提議在港設立殖民地歷史博物館，因興建博物館所需土地、資源、財力、
物力，爭議較大，為此，現提議以一個更簡單易行的方式，即將位於香港尖沙咀的九龍公園更名
為「林則徐紀念公園」，並在公園內闢一塊空地，興建林則徐紀念館，豎立林則徐雕塑，達到
讓市民認清殖民統治歷史、建立國家認同的教育效果，同時向公眾推廣禁毒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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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尖沙咀紀念林則徐意義特殊
尖沙咀是九龍最喧嘩熱鬧的商業街區，一

百多年前，這個漁民聚居的村落，與鴉片戰
爭的爆發息息相關。引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
導火線林維喜案，就是發生在1839年的尖沙
咀。尖沙咀亦是林則徐下令興建炮台佈防之
地。林維喜案發生後，中英隨即爆發穿鼻之
戰，英方戰敗後逃回尖沙咀，林則徐便下令

軍隊駐在官涌山還擊。所以，在尖沙咀設置紀念公園，回顧鴉片戰爭
的歷史，是順理成章之舉措。在紀念館內，我們可以順勢介紹香港割
讓英國的歷史，以及殖民統治時期香港社會生活現狀，多角度反思歷
史，點出殖民統治不公義的本質。

殖民統治真相牽動國家歸屬感
目前港人歸屬感不足的問題，源於對殖民統治歷史的認識不深，又
忽視帝國主義自清中葉以來對中國恥辱性的侵略。
鴉片戰爭源於英國在工業革命後急需對外擴張市場，以大量白銀向
中國購買瓷器、絲綢和茶葉等，但中國是小農社會，對英國工業產品

如鐘錶、毛紡等需求不高，致使英國對華貿易出現嚴重逆差，英商遭
受經濟損失，部分英商便開始向中國輸入鴉片，令國人上癮而須大量
購入鴉片，最終導致中國進入喪權辱國的一百年。講述鴉片戰爭引致
的殖民統治歷史，客觀陳述殖民統治時代的歷史事實，是要講清楚這
段殖民統治史不公義的性質，其起源是英國人對中國人的經濟剝削、
鴉片毒化和民族壓迫，是一種侵略和暴行，但英人卻稱之為「通商戰
爭」（Trade War），視為文化和經濟衝突。港英政府統治的156年，也
是以英國攫取利益為先，殖民政府統治為本。
例如，英國殖民統治百年，香港未曾有民主。若非中英談判香港回

歸，港英政府從未實現過給予港人民主選舉。在殖民統治期間，其
中1842年至1985年的144年，立法局議席全由港督委任，毫無民主成
分，政治實權由港督掌控。與今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不同，香港總督
受英國皇室委任，手握所有權力可向行政和立法兩局諮詢；而英資洋
行則佔據行政、立法兩局議席，其中以怡和及滙豐勢力最大。當時重
要決策均由「總督會同行政局通過」後才能執行，行政局的地位極具
權威性。當時怡和及滙豐等大財團都有代表在行政局做當然議員，因
此他們能夠早着先機，優先知道港英政府的未來部署和施政機密，便
利他們擬定策略。
在現時的香港社會，仍然有人認為「殖民統治成就了香港這顆東方

之珠」，或因對「一國兩制」實施狀況不滿，而提出「港獨」或「自
決」等主張，有些年輕人更主張「歸英」和舞動龍獅旗等現象。只有
講好殖民統治歷史，才能說明香港不應脫離血緣民族的中國，因為港
人在情感上、地緣上及祖先承傳上，都是中國人，即使在英殖年代，
許多港人都視自己為中國人。設立林則徐紀念公園，讓民眾和學生從
歷史事實中，客觀理解殖民統治的成因與歷史，有助破除對殖民統治
政府的迷思，更加專注於香港與國家的建設，進一步鞏固和推動香港
的繁榮和穩定。

鴉片貽害國人 禁毒警鐘長鳴
回顧歷史的同時，了解鴉片的禍害，宣傳禁毒意識，具有現實意

義。林則徐禁煙的歷史貫穿了整個20世紀，清末民初的舉國行動，並
沒有令鴉片根絕。在這之後，南京國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曾為
此付出過努力。六十年代港英政府統治時期，仍然有鴉片煙檔在港存
在。及至今日，華夏大地上吸食毒品的群體仍然存在。
林則徐銷煙，以及由清乾隆年間至中國解放前後的禁煙歷史，
是向香港市民推廣禁毒意識及反映殖民統治時期社會現狀的現成
歷史素材。設立林則徐紀念公園可以使公眾提高禁毒意識，禁毒
警鐘長鳴。

將九龍公園更名為林則徐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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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半年來，香港可謂在滿佈荊棘的
道路上艱難前行。持續一年半的中美貿易
摩擦，令香港處於尷尬的局面，給經濟社
會發展帶來了挑戰和不確定性。同時，修
例風波也持續超過半年，這次社會事件對
香港政治和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不斷
撕裂的社會矛盾難以在短時間修復。雖然
不是每個人都直接參加了這兩場「戰

爭」，但相信每一個香港人的思緒都受到了這兩場「戰爭」的
影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當社會矛盾慢慢趨於緩和，中美
貿易磋商暫時告一段落的時候，新型冠狀病毒又入侵我們的生
活。霎時間所有人都捲入了這場「抗疫戰」之中，無人倖免。
現在我們每天都需要直面各種防疫問題：是出門還是宅家中

自我封閉？防疫物資如口罩消毒水是否夠用？新增感染案例是
否已經在附近社區發生？不知不覺中，人們的神經時時刻刻已
經被疫情所牽動。由於疫情初期的擴散速度較快，各種負面新
聞直接進入每個人的視野，使得負面的情緒再度籠罩每一個家
庭。很多人不自覺地將這些日積月累的情緒發泄給了政府，埋
怨政府抗疫不力，遲遲不封關、不回應醫療人員罷工、口罩和
基本抗疫物資供應不足等等。我個人認為，政府不是看不到這
些問題，更不是不願意去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內地、香港在
「抗疫戰」中實際上是「一盤棋」。
古語道：「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針對以上問題，香

港政府一直都在全面的、統籌的看待。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應
該在有效抗疫和民生經濟之間找到平衡，避免「用力過度」令
香港經濟雪上加霜。「抗疫戰」是一場國家統籌佈局的醫療戰
役，對於香港來說任何抗疫措施不能一蹴而就，草率推行。
一個多月來，港府從推出14日入境強制隔離措施，設立多家
隔離檢疫中心，應對世界夢號遊輪的隔離檢疫，安排包機接
載日本鑽石公主號港人回港，一個月內完成港版「火神山」
鯉魚門檢疫中心的建設，推出300億抗疫基金，到新一年度財
政預算案公佈多項針對疫情的紓困措施，更包括派發10,000
元現金，再到安排部署接回在武漢港人等等，其實一直都十
分謹慎，並且在抗疫的路上從沒有鬆懈和止步。目前，香港
的新增案例一直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整體社會運作正常，
大部分企業如常開工，絕大多數港人每天都可以正常的生活
和工作。
從全國來看，一月底二月初，內地疫情擴散迅速，國家各級

政府急於應對防控工作，其中包括暫停港澳旅遊簽注，為港提
供口罩及醫療物資，保障生活物資穩定供港，不僅有效切斷了
來自湖北乃至內地的傳播通道，還極大的保障了港人利益。
放眼全球，中國抗疫模式為全球提供了經驗和參考。世衛組

織總幹事譚德塞多次讚揚中國所採取的大規模防控行動，以及
高度評價中國為抗疫所做的貢獻，更多次提到中國抗疫的經驗
值得其他國家借鑒。此次「抗疫戰」中，中國展現了負責任大
國的形象，中國力量、中國精神、中國效率都得到國際社會高
度讚譽，深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疫情危機終將遠去。

盧業樑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國經濟發展促進會創會會長

簡汝謙 廣東省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常務副主席

改 變 心 態 去 得 更 遠 讓 青 年 人 擁 抱 世 界

香港人很幸運，身處如此便利的地方，能坐飛機到
世界上大部分的主要城市，很多青年人小時候就能夠
到不同國家旅遊，增長見聞。香港政府和民間團體也
有很多資助計劃讓青年人到外國交流。然而，走馬觀
花以後，有沒有提升青年人的國際視野呢？
跟我接觸的青年人很多都對說外語有所恐懼，阻礙

了跟外國人認識的機會。可能有結巴的情況，可能連
說的勇氣都沒有。明明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學校

的英語課程都比其他亞洲國家的程度高，為何卻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百歲的沙理士剛去世，他是葡萄牙裔，在廣州出生，八歲來到香
港，曾擔任港協暨奧委會及市政局主席。雖然擁有外國血統，畢業於喇
沙書院的他，橫看豎看都是一位香港人，成就無數香港運動員參與國際

賽事，並在擔任國際青年商會世界會長期間到訪逾80個國家時讓更多外
國人認識香港。最為人知曉的事蹟是於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與禁錮香港
運動員的恐怖分子談判，最終運動員平安回港。
香港上世紀經濟騰飛，從小漁港逐漸步上國際舞台，很多前人都下了

不少功夫，其中沙理士確實不遺餘力。這成就了我們祖父和父輩很多對
外發展的機會，也因為香港的國際地位，讓香港人能夠為內地與外國商
家牽線搭橋，從中獲取無限商機。時至今日，環球經濟發生巨變，香港
的地位已經大不如前。如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優勢，我們需要更多像沙理
士的人持續對外宣揚香港的人才還有獨特之處。香港僅有的優勢若不好
好把握，吃虧的是今天的青年人，因為他們有可能面對一蹶不振的危
機。
香港青年人打入外國市場的機會，不一定只留給有幸加入跨國企業的

高材生。發揮自身的優勢也能夠在海外找到自己的機會。從事網紅事業
的青年人何不提升到國際達人的境界，把自己的拿手好戲以雙語甚至三
語發佈，必定引來更多的粉絲關注。
隨着科技日益發達，足不出戶也能發展國際事業。要變的是心態。是

安於現狀只與舒適圈內的七百五十萬名同聲同氣香港市民接觸，還是開
拓幾十億人口的環球市場，相信明智的香港青年人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以視訊跟世界各地朋友以外語交流，多學多看多問國際間發生的事情，
就能輕易展開環球視野。當他們遇到跨國發展的機會，會感謝自己已經
做了充分的準備，踏上改變命運的旅程。
其實香港的青年人都很努力。因疫情的原因而騰出的時間，很多青年

人都選擇增值好好裝備自己。相信只要稍微改變一下心態，青年人將會
去得更遠，必將讓夢想起飛。

建言獻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