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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唐英年：：
疫情防控高於一切疫情防控高於一切
重回正軌復甦經濟重回正軌復甦經濟

踏入新一年，本港第四波疫情仍未平息，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會長唐

英年接受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專訪時表示，原本預期相關限制政策將於春節期間放寬，但現在反而擔心

將會收緊。他指出，一年以來，疫情反反覆覆，能理解政府面臨的局面複雜、任務艱巨，但他強調遏制疫情

必須高於一切，政府亦必須拿出雷霆手段以達抗疫目標。 文：張童/聶楊錚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香港友
好協進會會長好協進會會長、、香港江蘇香港江蘇
社團總會會長唐英年社團總會會長唐英年

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香港本地失業率亦不斷飆升，政
府統計處日前公布最新失業率，2020年10月至12月的失業
率升至6.6%，最新有24.58萬人失業，創近16年新高。唐英
年見此深感痛惜，他結合切身經驗，冀特區政府借鑒2003
年「沙士」過後振興經濟的方案，凡事提前着手，以求有備
無患。
唐英年歷經風浪。2003年8月，他時任財政司司長，當時，

失業率飆至8.6%，為20多年來的最高峰。但他表示，無論是
當年的「沙士」，還是現在的新冠肺炎，一定會找到辦法解
決。而如要找到詳盡完備的方案，團結市民、發展經濟、創
造就業，乃特區政府需考慮的重點。
針對如何改善政策、創造就業機會，他以當年「沙士」

過後對遺產稅的調整舉例：「當時有很多人向我表示應檢
討遺產稅，以吸引海外資金，促進香港成為亞洲首選的資
產管理中心。為此，我們將研究調整遺產稅對經濟及政府
收入的影響，以及如何調整才能達到吸引海外資金的目
的。」同時，當時亦有人認為應減低葡萄酒稅，雖單項稅
收並不多，但可帶動相關連的上下游產業復甦。此外還推
出多項措施以減輕「沙士」衝擊，從而可以在短短數月之
內，令到經濟迅速反彈。
他建議，當下在重點防疫同時也可提前規劃，對疫情之後

如何快速發展經濟、創造就業，從而使得香港經濟得以更快
復甦，提前尋找思路和辦法。

密切留意失業飆升
提前規劃疫後發展

疫情屢屢反覆防控務求果斷

第四波疫情到目前為止，已有月餘，本見趨於緩和，誰知突又掉頭
而上，且「中招者」遍布全港，唐英年對此很難感到樂觀，短期

內，他認為疫情很難受到控制，更加擔心疫情將會廣泛擴散。
唐英年指出，其實香港對於抗疫很有經驗，2003年面對非典病毒，

2009年面對豬流感，間中還有多次禽流感發生，都算是積累了相當多的
經驗。但這次新冠疫情爆發，香港防控措施比之內地，多有不足。例如
湖北在疫情爆發後果斷封城，全民檢測、全力治療，因而在相當短的一
段時間內便全面控制疫情。他回憶，香港也曾有過這樣的霹靂手段。
2009 年豬流感爆發，北美洲百多萬人受感染，當證實香港出現首宗豬流
感確診個案後，便立即封鎖患者入住的灣仔維景酒店，保證不擴散入社
區。但這次卻未能有效做好類似的防控工作。
全民檢測本也當大力推行。這對於找出社區隱性傳播者相當有效。一

年之間疫情反覆，與隱性傳播關係密切。但他亦體諒政府的難處，想要
在短時間內對所有人全面檢測，且要防止交叉感染，絕非易事。但他堅
定認為，當下最為重要的議題便是控制疫情，小修小補難以成事，非常
時期行事必須堅決。

保障知情權利尊重個人選擇
儘管困難重重，好在曙光微露：香港政府預料2月起可為市民注射新
冠疫苗。唐英年認為，推行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要消除市民的誤會，幫
助市民理解接種疫苗的目標是什麼。目的是為增強抵抗力、減少交叉感
染，從而讓社會回歸正軌、讓經濟復甦。
他同時認為應當尊重市民個人的選擇。當保障了市民的知情權、使其

對疫苗的效用及風險有了充分認知以後，是否選擇接種，仍應出於市民
自身的考量。況且現在有三種不同的疫苗供使用，風險程度、保護程度
都各有不同，政府要做的，就是充分保障市民的知情權，向他們一一陳
明利弊，再把選擇權最終交到他們手裡。
唐英年亦對感染新冠後可獲五千元資助這項政策作了評論。很多人認
為，這是政府在鼓勵民眾感染新冠肺炎，但唐英年認為，談論一項政
策，必須詳細考察其背景。這項政策的背景是有些人中招後卻不敢呈
報，因為工作所限，一旦被送醫便手停口停。這反而使得他們有機會感
染家人，更加劇疫情。補貼政策則多少能影響這些人的認識，使其不要
太擔心，也紓緩其財務困難。是以他認可這項政策。
在過去的一年中，香港友好協進會及香港江蘇社團總會一直和香港市
民同心抗疫。身任兩會會長的他十分清楚市民需要，知道什麼是市民所
需、什麼為市民所急。口罩及搓手液一直都有派發，特別是給那些最有
需要的人士。他認為在困境之下，更需凝聚人心。因為一旦市民對政府
不滿，便會通過選舉時的投票體現，未來三年計有五場選舉，其實面臨
的情況相當艱巨。

投身灣區建設港人自強不息
儘管疫情造成了香港與內地間暫時的通關不暢，但唐英年仍然深深看

好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他認為，大灣區雖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但在
未來，一定會成為世界範圍內舉足輕重的灣區。
大灣區是由習近平主席親自策劃、親自推動，功在千秋。而香港必將

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且十分積極的角色。要知在過去的四十餘年裏，在
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香港始終扮演「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角色，隨
着國家進步，不斷改變自己，而這正是香港的優勢所在：香港人的奮鬥
精神。
唐英年反問，香港有什麼？不過是小小的一片島嶼。1100平方公里，

700多萬人口，也沒有什麼天然資源，實在要問資源，資源就是人。是
人才塑造了香港今日的成功。香港的成功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靠港人
的奮鬥精神、拚搏精神，靠他們永不言敗的獅子山下精神，才把這樣一
個小小地方，做成了世界級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
唐英年強調，作為香港人，務必要珍惜大灣區給到的新一輪發展機

遇，要能夠看到機會、要更加主動積極，從而令到香港更上層樓。

堅持黨的領導實現百年夢想
作為全國政協常委，回首這一年，唐英年表示，雖然許多政協會議需

通過視頻及網上群組進行，但在有限的條件下，仍在繼續凝聚政協力
量。要知過去的一年其實發生了很多事，例如推行國安法，都需要政協
委員不斷發聲，從而凝聚社會各界的支持。
唐英年也欣慰地看到，隨着國安法的落地，止暴制亂的效果可謂立竿

見影。他強調這一法條對普羅市民並無影響，盡可以安心，但是對像與
國外勢力勾結、分裂祖國等行為，執法必須嚴厲。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 100 周年。驀然回首，唐英年感慨良多。他表
示，在這百年間，共產黨打江山、建立新中國，而國家從一窮二白、到
站起來、再到步入小康走向富強，一路艱辛。去年因疫情關係，全球能
錄得增長的經濟體寥寥可數，但中國仍增長2.3%，實現國內生產總值
（GDP）101.6萬億人民幣，是中國首次超過百萬億大關。這不得不歸
功於強而有力的黨的領導，始終關心每個人民的安全、幸福與發展。他
相信，只要堅持黨的領導，「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必將實現：到建黨一
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
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 2020年 11月14日，香港友好協進會於灣仔街頭舉行「支
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簽名行動。圖為唐英年與嘉賓出席
簽名行動。

●

唐
英
年
（
右
一
）
向
鄉
親
會
員
派
發
抗

疫
褔
袋
，
呼
籲
大
家
齊
心
抗
疫
。

● 2020年11月18日，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出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大
樓結構竣工儀式。圖示（左起）中
國建築國際集團副總裁孔祥兆、時
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栢志
高、香港賽馬會主席陳南祿、西九
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
林鄭月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董
事局主席陳智思、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有限公
司主持嚴迅奇博士和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博士主持儀式。

新冠疫情橫行之下，各行各業都遭波及，藝術
與文化界更遭重創：因為文藝演出全面停頓，故
許多從業人士顆粒無收、生計艱難。有鑒於此，
西九文化局高層自願減薪，西九文化區主席唐英
年亦作出捐獻，籌得約三百萬港元成立了一個基
金，希望能透過項目形式「真金白銀」地資助業
界創作。每個申請項目最高可獲30萬元資助，
唐英年指目前已資助十餘個項目，包含表演藝
術、視覺藝術等，不少都很有創意，或能為港人

創造打卡新熱點。
唐英年表示，這亦是借鑒政府高層自願減薪的
做法，以期能夠共克時艱。他自己雖無薪金入
賬，但也捐了一筆錢入基金。唐英年清楚，款項
雖然不多，但他希望能稍紓緩其困境，也起帶頭
作用，他更希望能透過這些藝術家的創作，在疫
情陰霾下為香港市民帶來一抹亮色。例如有的舊
樓外牆斑駁，便有一項目資助藝術家在樓宇的外
牆創作油畫，以期為市民帶來一絲色彩及快樂。

自願減薪及捐獻 助文藝界渡難關自願減薪及捐獻 助文藝界渡難關

● 2020年5月9日，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共同發起人唐英年（右四）、譚耀宗（左四）等出席「千萬口罩獻愛心」啟動
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