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宣布，押後原訂

明日出爐的施政報告，並爭取於下月底前

公布。她解釋，香港經濟復甦離不開中央

支持，自己早前梳理了一系列措施，請求

中央考慮並支持，本月下旬將會前往北

京，參與部委協調會議，冀能將中央支持

香港發展的政策包括在新一份施政報告

內，預計內容會涵蓋粵港澳大灣區、金

融、創科發展等，「對於香港市民恢復對

經濟的信心和對於為商業活動注入新動力

都是非常有裨益。」

特首上京商挺港 施政報告押後
料涵蓋灣區金融創科等政策 爭取下月底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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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不介意被深反超 港深要互相「過河」

林鄭月娥昨日會見傳媒表示，經過這麼嚴重的疫
情，大家都期盼香港走出困境，恢復經濟活

動，以保就業。她續指，國家在嚴控疫情後，內地經
濟已快速「V」形反彈，她在國慶日已指出，香港經
濟復甦離不開中央支持，香港要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特別是在大灣區多為香港企業、專業和個人尋
找經濟增長的機會，「有了這份信念，我早前已經梳
理了一系列的措施，請求中央考慮並作出支持。」
被問及措施所涉內容，林鄭月娥表示，絕大部分都

是經濟為主，有部分是與民生相關，例如在疫情穩定
後有序、盡快方便兩地人員往來。她並透露了四方面
的具體範疇，一是粵港澳大灣區方面的商貿、專業服
務、金融開放；二是聚焦金融，希望兩地更多互聯互
通；三是創科發展，冀能透過中央的政策，特別是深
港的合作，在創科方面加以發展；四是因應國家的
「十三五」規劃賦予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角色，在航
空事業方面提出的措施。

冀挺港政策包含在報告內
由於該些措施所涉範圍廣泛，不是單一部委可以決

定，中央日前通知林鄭月娥帶同有關官員本月赴京參
與部委協調會議。林鄭月娥預計會在10月下旬啟
程，並表示希望可將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包含在
今年的施政報告內，故決定將公布施政報告日子押
後，「這個決定完全是為了香港的公共利益，我覺得
是合適的。」
她坦言，由於要看有關措施的磋商和協調的進展，

故押後的時間有少許不確定，但會爭取在下月底前公
布。她指，民生事務準備好可以立刻做，如勞工及福
利局稍後會公布法定假期和公眾假期看齊的有關工
作，「但經濟方面，由於涉及一些中央政策，值得多
等一會，希望令施政報告為社會帶來更大的振奮。」
林鄭月娥表示，施政報告雖然是特區政府內部的
事，但隨着要完善「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在經
濟方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
的有關工作，特區政府在製作施政報告時與中央部委
有一定的磋商是必不可少，但這不等於整份施政報告
是要交由中央批准才能夠公布。
被問及有關決定會否予人「被動」的觀感，林鄭月

娥表示，她是非常主動地梳理了一系列政策建議，希
望得到中央的支持，「最重要的是，香港經歷了一個
這麼困難的一年，現在需要有足夠的領導能力來帶領
香港走出困境。我有這個決心，中央亦願意給我們支
持，這個時候就應該是做好這些工作的時候。」

重申押後不影響立會運作
林鄭月娥強調，押後公布施政報告並不影響立法會

的工作，而立法會最少有5條等待恢復二讀辯論的草
案需要處理。她並指出過往亦曾有行政長官改變施政
報告發表的時間，所以不存在法律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宣布押後發表
施政報告，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表示尊
重及理解，並認為香港不能坐食山
崩，急需要一套重振經濟的措施，借
助內地抗疫及重振經濟的經驗，一旦
得到中央支持，對提振香港經濟、重
拾港人信心，將有正面幫助。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尊重和支

持特首的決定，強調本港現階段應
集中精力抗疫及搞好經濟，今次的
安排符合香港社會的利益，也可以
令行政長官更全面規劃未來施政工
作。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
張國鈞就期望是次押後發表施政報
告，能把中央惠港政策「由wish list
（願望清單） 變成 action list（行動
清單）」。
商界（第二）立法會議員廖長江指

出，林鄭月娥已清楚交代原因，香港
在過去一段時間經歷「黑暴」、疫
情，經濟已陷入寒冬，絕對不能坐食

山崩，需要提振經濟令民生、社會有
持續發展。他希望林鄭月娥向中央提
出的惠港措施，未來可以提振經濟，
讓香港重新上路，更有底氣面對未來
挑戰。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議員林健鋒

指出，疫情對廣大市民及工商界均帶
來沉重打擊，香港需要盡快振興經
濟，否則半年後特區政府或會面對
「冇錢使」的困窘。對於特首宣布押
後發表施政報告，以爭取時間與中央
各部委商討一系列惠港措施，林健鋒
表示歡迎，特別是香港如何融入大灣
區規劃及國家「十四五」規劃等，對
香港日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期
望特首能進一步豐富報告內涵，帶領
香港走出困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指出，雖

然有關決定倉促但可以理解，相信市
民希望有一份具內涵的施政報告。她
認為，押後並非不作為，政府可以先
推出一些「成熟」方案，毋須等到施

政報告發表時才推出，例如劃一法定
假期、優化在職家庭津貼、改善失業
綜援制度等。
此外，市民最關心的健康碼，也應

盡快落實，香港不能再以「塘水滾塘
魚」的措施恢復經濟，需借助快速復
甦經濟的內地協助振興香港。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表示，對押後

表示尊重及支持。並期望報告能「重

振人心，重拾對香港及政府的信
心」，值得期待和等待。
另外，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指出，特
首已表明，施政報告將不會再大規模
派錢，須從如何提振經濟入手，就以
金融界為例，如何推動「理財通」及
「遠程開戶」等強化金融體系措施，
均需要中央支持，與內地先商討、後
執行的安排，是可以理解和尊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率團前往深圳，將於明天出席深圳經濟特區
成立40周年的慶祝大會。她形容，在深圳特區建
設四十年來，香港既是一個「貢獻者」，亦是一個
「受惠者」，她對深港未來的繼續合作充滿信心，
也抱有很大期望，相信深港合作能再上新的台階。
林鄭月娥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她上周末收到邀

請，請她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出席明天舉行的深圳
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慶祝大會。
她表示，「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香港能

夠率團參與，也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我對於未
來的深港合作很有信心，也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在
40周年之後，深港合作能夠再上新台階。」

港角色既貢獻也受惠
政府發言人昨日亦表示，深圳作為國家改革開放

和現代化建設先行先試的地區，吸引了不少港商在
改革開放初期在深圳投資，推動深圳經濟高速發
展。時至今日，香港仍是深圳最大的外資來源地，
有接近八萬家企業在深圳營運。其後隨着深圳進一
步對外開放，香港亦一直發揮連繫人角色，為深圳
以至其他內地企業提供「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
支援和服務；在過程中，香港亦發展成為今天的國
際金融、商貿、物流、航運和專業服務中心。香港
在深圳以至國家的改革開放歷程中，既是「貢獻
者」，也是「受惠者」。
發言人說，香港與深圳毗鄰，人緣相親、語言

相通，兩地政府早在2004年已建立高層的「深港
合作會議」機制，多年來在經貿、文化、旅遊、青
年交流等範疇建立了互惠共贏的緊密關係。過去幾
年，香港和深圳合作範疇更加廣泛，包括創新科
技、創意產業，以及醫療等。加上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相繼開通，大大方便了兩地
人員的往來。香港與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
市，將以優勢互補，共同推進大灣區發展，特別是
有關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工作。
據悉，林鄭月娥與代表團成員已於昨日啟程，14

日下午回港，特區政府代表團成員包括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在林鄭月娥離港期
間，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將署任行政長官一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對於施政報告押後發表，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昨日
早上與特首林鄭月娥會面，並
獲通知對方將押後發表新一份
施政報告。由於《憲報》已公
布明天是本年度立法會第一次
會議，因此會議將如常舉行，
並處理上年度餘下的4項政府
法案，而本周四的行政長官答
問會將取消，而原定於下月11日至13日的致
謝議案辯論亦改期舉行。
梁君彥昨在立法會內接受傳媒追訪時表示，

特首月底需到北京與不同部委商
討一系列惠港措施，待她回港再
決定何時發表施政報告，期望
「越早越好」。對於有傳媒提
出，擔心今次延期會否影響立法
會的整體運作，梁君彥表示尊重
林鄭月娥的決定，特首亦已經在
記者會上交代清楚，立法會的議
程可作出調整。
梁並透露，他個人也接獲邀

請前往深圳出席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大會，
但由於他要留港主持立法會會議，故未能赴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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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務提振港經濟 建制理解安排

梁君彥：立會如期處理法案

■梁君彥表示，明天會如
期舉行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建制派對特首押後宣讀施政報告表示尊重及理解，指現時應集中精力抗疫及提
振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宣布押後原定明天宣讀的施政報告，她會於本月下旬前往北京，參與部委協調會
議，冀能將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包括在新一份施政報告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接受深圳衛視專訪。

香港文匯報訊 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
際，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深圳衛視專
訪。「過河」是這場專訪貫穿始終的關鍵詞，她
認為中央給予深圳特區先行先試、突破性創新的
政策，能夠讓香港和深圳的合作在全新的台階中
進行。「一國兩制」同樣是這場專訪的高頻關鍵
詞，她認為，香港的優勢是源自於「一國兩
制」，而中央對於「一國兩制」這個政策是堅定
不移的。所以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和深圳
應該找一些可以更加豐富「一國兩制」，也能令
兩地發展更加好的契機。
深圳香港一河之隔，這條河便是流淌在深港兩

地間的深圳河，一條蜿蜒的深圳河見證了香港與
深圳的共同成長。對於坊間熱衷談論的「深圳在
GDP等經濟指標上反超香港」話題，林太毫不避
諱。她說，不是很介意人們總是說深圳本地生產
總值已經超過香港，因為她對香港的競爭力有信
心，也對兩地良性競爭和深度合作抱有期待，
「有些香港和內地其他城市沒能做到的事情，能

不能先和深圳結合做到呢？」她認為，中央給予
深圳特區先行先試、突破性創新的政策，能夠讓
香港和深圳的合作在全新的台階中進行。
談及疫情後全球經濟，林鄭月娥認為，中國經

濟增長好，深港創新合作吸引力強。她說，現在
可能全球經濟都在轉變，很多都是由西邊向東邊
移，因為大家都看到，大家都受到疫情影響的時
候，唯一一個地方有這麼好的經濟增長，就是我
們的國家。所以當這些科研機構，想來亞洲區這
邊落戶，其實在港深這個創新走廊裏做，是對於
香港和深圳都有利的。怎樣能夠加強港深兩地在
科研方面的吸引力，時間就很緊要了。

盼增合作共創國際科技中心
談及施政報告與重振香港經濟，她表示要加強

深港合作，共創國際科技中心。她說，經歷了大
半年的疫情，令各行各業大受打擊，香港的經濟
今年預期也會收縮6%到8%。所以首先要恢復的
是對於香港經濟前景的信心，就是說香港經濟可

以反彈的。「老實說，經濟要復甦，是離不開和
內地的融合的。我就有信心通過我們和深圳的共
同合作，下一階段我們的目標是成為國際科技中
心。」
談及青年工作，林鄭月娥指出，香港近年出現

了一股風氣，就是過分強調本土文化，而且有一
些排斥內地、排斥內地人，「但我覺得這些都是
小部分人。」「我相信慢慢通過時間，是可以扭
轉過來的。當然主要的工作是在香港這邊，我們
要穩定局面，然後要透過公眾教育、學校教育，
讓我們的年輕一代更加掌握『一國兩制』，更加
知道怎樣是對自身發展最有利的。」
今後，如何將兩座在中國都具有特別意義的城

市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離不開「過河」二字。
林太還談到了資金的「過河」與人才的「過
河」，她強調兩地在新經濟、科創、醫療、教育
等領域的合作「有着大量的機遇」。這顯然與黨
中央國務院在深圳經濟特區「四十正當時」的關
鍵節點釋放的重大利好政策，形成呼應。

可以預見，香港的發展命運將越發緊密地與一
河之隔的深圳聯繫在一起。不管是40歲的經濟特
區深圳，還是20歲出頭的特別行政區香港，都正
是奮進的青春時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