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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特首
梁振英发布 2015 年施

政报告，引发香港媒体和
舆论连日关注。持续两个

多月的非法“占中”收场，“占
中”的危害更是让民众看到，

反对派为一己之私的政改闹剧
最终伤害的是香港经济的发展和

民生福祉。1月 7日，香港第二轮政
改咨询启动。步入政改关键年，香港

特区政府的工作重点和应对之道无
疑牵动各界关注。

“占中”闹剧收场后港府的首份施
政报告，42页的内容，聚焦政改和民生。
不仅回应了房屋问题、青年人问题、退休
保障问题等社会普遍关注，给出具体措
施；还首次在开篇就公开阐释“一国两制”
和香港政制发展的宪制基础。

香港舆论评价说，勇于突破常规，可
谓是回归 17 年来，最务实、最敢于回应挑
战的施政报告。

回归《基本法》凝聚共识

《施政报告》一开首就提到香港政制
问题，指出目前香港要在落实普选和原
地踏步之间作抉择，要警惕偏离《基本
法》的主张，强调本港的权力来自中央，
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
治”，不是“绝对自治”，更不是随意自
治。他又说，“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是史无前例的体
制，没有国际先例，亦没有“国际
标准”，要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必
须符合《基本法》规定和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及决
定。

“占中”撕裂香港社
会，舆论各界对此多有

反思。反对派却似乎
并无意停下来倾

听 民 意 ，行 政
长官发布施

政 报 告
的

当日，反对派亦在立法会恶意抵制，延迟
会议议程。有香港媒体发表评论称，反对
派蓄意窒息香港政制发展和经济民生，却
打着争取“真普选”、“真民主”的幌子，特
区政府严明立场、澄明偏差有着十分现实
的意义。

在政制发展问题上，梁振英指出，对
偏离《基本法》的主张，我们要有所警惕。
过去一年多有关政制发展的讨论，说明社
会上有不少人对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关系，以及对政制发展的宪制规定，在
认识上仍有偏差。

1 月 21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
港表示，《施政报告》体现特区政府“紧贴
民意”。“一国两制”的落实过程中既重视

“两制”，也要重视“一国”，彰显法治精神
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正本清源，只有回到法治的轨道上
来，才有利于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
于香港早日实现普选。解读《施政报告》，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
定淮教授表示，梁振英对香港社会进行了
一次非常清楚的《基本法》启蒙。这对澄清
误解、凝聚共识，非常重要。

“一国”“两制”是双重优势

“一国两制”不仅关系香港政
制发展，也关系香港经济发展。

回归以来，香港背靠祖
国内地，平安度

过金融危机和“非典”侵袭，国际金融中心
和自由贸易港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然而，在香港与内地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
中，也出现了“深度融合”之痛。资源整合、
人员流动带来的文化冲突难免，深度融合
都要面对的问题却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
用作挑动两地矛盾，立法会中亦常有议员
借此反对与内地加强联系的相关政策。

对此，梁振英不但在《施政报告》中公
开阐释“一国两制”的认识误区，指出特区

政府与中央的宪制关系，还于 1月 19日进
一步指出，“一国”和“两制”是香港发展经
济的双重优势。“两制”使香港从亚洲或内
地的金融中心中脱颖而出，“一国”令香港
能成为国家的离岸人民币中心。相信随着
国家推出更多经济改革措施，香港的“超
级联系人”角色会进一步加强。

是发展还是停滞？经济发展必然触及
包括两地融合等在内的系列深层次问题。

《施政报告》从凝聚共识开始，香港一些政
治团体、商会、机构纷纷表示支持。特区立
法会拥有最多议席的政治团体民建联表
示，《施政报告》还就社会普遍关注的经济
议题提出了新建议并作出财政承担。梁振
英也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进一步表示，本届
政府愿意碰触“老大难”问题，望市民与港
府同心同德。

三个警告各有所指

张 定 淮 表

示，《施政报告》提
出了 3个警告：第一个
警告是针对香港社会当
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不愿
意正视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
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警告
是针对一部分忽视香港经济发
展的人；第三个警告则是针对港
大的《学苑》杂志，这份杂志在前年
和去年都发表了“港独”的言论。

“港独”对于香港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的伤害不言而喻。近年来，“港独
分子”除了宣扬“港独”言论，亦发起不
少激进的行动。反对派为了政治利益，
招揽激进青年和学生，蚕食年轻一代的
思想，更是让香港社会心生警惕。

《施政报告》对于错误的国家观念，采
取了“是其是，非其非”的态度，指出“香港
问题，香港解决”的口号有违宪制。《施政
报告》没有掩盖矛盾，而是着力解决问题。

《施政报告》点明批评《学苑》杂志，期望青
年学生要增加对国家与香港之间宪制关
系的认识，不要被社会上一些分离主义意
识误导，走上“港独”的不归路。

有香港媒体认为，“港独”思想侵蚀
部分青年，跟青年及学生缺乏基本国情
知识，对内地了解不足不无关系。港府
之前拟推行的“国民教育”被反对派称
为“洗脑”而极尽批评阻挠之能事。因
此，青年政策也是《施政报告》最受关
注的部分。

在加强两地交流方面，报告中
提出计划资助学生在中、小学阶
段最少各一次到内地交流，试
行资助及支持香港与内地中小
学缔结姊妹学校，促进专业
交流合作。《施政报告》还
提出成立 3 亿元的“青
年发展基金”，资助创
新 青 年 发 展 活 动 ；
推出青年公屋以
及青年交流及
实 习 计 划
等。

■台湾在线

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以拖待变”
本报记者 王 平 孙立极

■台湾在线

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以拖待变”
本报记者 王 平 孙立极

1 月 21 日，民
进党召开了“九合

一”选后首次“中国事
务委员会”会议。民进党

主席蔡英文在会上提出，两
岸关系“必须面向未来，与时俱

进”。这种表态欠缺实质意义，因
为整场会议并没有触及核心的“九

二共识”问题。

“九合一”胜选更需调整
两岸政策

一段时间以来，岛内媒体热衷于探讨
民进党“九合一”过后会怎样调整两岸政策。

因为“九合一”压倒性的胜利，民进党赢取

2016 年“大选”的希望似乎提高，但根
据过去的经验，两岸政策是“大选”绕
不过的主要议题，若民进党不赶快拿
出让民众放心的两岸政策，恐会又
一次倒在“最后一里路”上。

台湾《工商时报》21 日的评
论文章以《民进党站在严峻的历
史转折点》为题，凸显民进党调

整两岸政策的迫切性。文章
说，国民党“九合一”惨败，

不是败在两岸关系，是败
在治理无能、应变无方。

选举期间，民进党没
有候选人质疑两

岸关系，民进党
中 央 没 有

“反中”言论，选
后也作了这

次 选

举不是两岸政策“公投”的评论。
文章说，严峻的现实是，紧接着的 2016“大

选”，关系到执政大政方针，民进党两岸政策终究
必须面对严肃检验。而民进党将如何因应新形势
下的两岸局面，关系到民进党的兴衰与发展前
景，更关系到台湾的安危与命运。

《联合报》同一天的评论说，“九合一”选后，
民进党人士也承认这并非人民对两岸政策进行
投票，也不代表国民党两岸政策失败。同时，民调
显示民进党两岸政策满意度未达三成。民进党的
两岸政策显然不能毫无转型，以为“守株待兔”即
可获政权。

换汤不换药以拖待变

不过，民进党此次“中国事务委员会”会议并
未表现出“迫切”的心情。会议仅提出，民进党县
市长未来与对岸进行“城市交流”，可以遵循高雄

市的经验，各民进党执政县市成立“两岸小组”，
统一规划布局。而民进党宏观的两岸政策将如何
调整？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主任赵天麟在会
后记者会上一概以“这次没有讨论”回答。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会上发言。

她表示，
两 岸 关 系 必
须面向未来，与时
俱进。民进党必须承
担责任，积极寻求台湾社
会的共识，扩大处理两岸关
系的民意基础。未来推动两岸
关系，必须有利于台湾自由民主
发展，有利于区域和平安全稳定，有
利于两岸互惠互利交往。

这段表述从字面上看似乎是积极
的，但绵里藏针地埋了不少民进党的旧
主张。比如“寻求台湾社会共识”，即疑似
脱胎于所谓的以“台湾共识”取代“九二共
识”。结合蔡英文发言中对国民党在两岸关
系上“急切躁进”、“缺乏风险管理”的指责，不

难看出民进党的总体思路并未改变。
会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

“若两岸城市交流中，大陆要求民进
党县市长承认‘九二共识’怎么办”？
赵天麟表示，过去没有这样的先例，
对假设性议题不做回答。“九二共
识”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往来
的政治基础。过去几年，民进党
一直在寻求“九二共识”替代
品，但苦于无法成功。从这次
会议看，民进党处理两岸
政策仍将采“拖”字诀以
拖 待 变 ，虽 然 距 离
2016 年“大选”，时
间已经只剩下
不到1年。

（本报台北
1 月 21 日
电）

台湾爆发近十年
最严重禽流感

据新华社台北1月21日电（记者陈
斌华、王笛） 台湾当局“农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陈保基 21日在国民党中常会通
报说，岛内年初爆发的禽流感疫情已达
最严重等级，即“多禽种多县市发生”
的“一级”，其蔓延速度、规模为近十年
来最快、最大。

记者 21 日从台“农委会”动植物防
疫检疫局获悉，截至20日18时，共有10
个县市331处养殖场送检，其中301处养
殖场确认爆发H5亚型禽流感，由所在县
市动物防疫机关执行扑杀及全场清洁消
毒，累计已完成186处养殖场，共扑杀家
禽 40.3811 万只；送检养殖场新增 25 处，
确认爆发疫情养殖场增加 31处，疫情分
布县市新增台中市，家禽扑杀量比 20日
公布的34.0311万只增加6万多只。

梁振英会见中国
证监会主席肖钢

新华社香港 1 月 21 日电 （记者颜
昊）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21日晚在
礼宾府与访港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主席肖钢会面，就双方关注的议题交
换意见。

梁振英就沪港通得以顺利开通向证
监会表示感谢。他说，香港是主要环球金
融中心之一，也是国家领先的国际金融中
心。特区政府会用好这“两个中心”的优
势，进一步推动香港金融服务业多元化发
展，以配合国家金融开放的格局。梁振英
期望证监会继续支持香港发挥“超级联系
人”的角色，加强内地与世界各地在金融
领域的联系，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

1月21日，一名市
民从香港中环一家银
行的恒生指数电子显
示屏前走过。当天，
香 港 恒 生 指 数 上
升 401.42 点 ，收
报24352.58点。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01.42点

1月 21日，台湾
师范大学发布新研发
的 “ 全 景 摄 影 系
统”。据介绍，“全景
摄影系统”利用光反
射到曲面镜并投射在
影像传感器上的成像
原理，只需利用一个
影像传感器及一个镜
头，便可同时拍摄到
360 度的全景影像，
未来可搭配应用程序
运用于智能手机、行
车记录仪、监视器甚
至医学内镜等设备。

“ 全 景 摄 影 系 统 ”
2014 年 荣 获 海 峡 杯
两岸大学生创业竞赛
金奖，产品有望今年
上市销售。

图为台湾师范大
学研究生周文瑞展示
其团队研发的“全景
摄影系统”。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全景摄影系统”在台发布

本报电 据台湾 《旺报》 20 日报道，台湾农业
的水果产业相当发达，一年四季皆能品尝到新鲜水
果，本地人自己爱吃以外，来台旅游的陆客也相当
喜欢。台湾业者看准商机，让陆客可以上网订购台
湾水果，送货到厦门最快两天到货。

大陆在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广
大，且大陆给予 23 品项台湾水果零关税优惠措施和

“小三通”快速通关等政策协助，带动大陆成为台湾水
果出口的最大市场，也是出口品项最多的市场。

台“农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台湾水果质量
佳，是冲高出口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
也因 2008年马英九当局上台后，两岸关系改善，大
陆检疫通关快速，让通路与关口变得方便。

台湾出口大陆最主要的水果品项包括释迦、凤
梨、芒果、柑橘、芭乐及莲雾。2014年释迦外销出
口约 7199 吨。2013 年是释迦最风光的时候，创下
8816吨佳绩，是外销水果第一名，主要是因台湾的
栽植技术比大陆本地释迦佳，改良的品种凤梨释
迦，外皮光滑，可以用刀子切来食用，特别受到大
陆北方人喜爱。

来台湾游玩的陆客，总喜欢带些伴手礼回去，
凤梨酥更常荣登 10大伴手礼榜单。台湾中南部果农
近年开始大量转种凤梨，身为外销主力之一的凤
梨，2014 年出口 7986 吨，较前一年同期增长 109%，
成长幅度最大。

金钻 17号凤梨是陆客的最爱，果肉细致，果心也
可以吃，食用率高。大陆原来多向菲律宾购买凤梨，
2014年后转往台湾市场，台湾凤梨出口量因此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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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共识” 面向未来
与时俱进

两岸号

民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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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抬头望“一国” 低头行“两制”

港府港府《《施政报告施政报告》》突破常规格局大开突破常规格局大开
本报记者 李炜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