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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傳統優勢 更加注重民生

楊文昌：港融一帶一路多機遇
冀創新金融服務業 攜手內地走出去

回首曾經的香江歲月，楊文昌充滿深情；
談及香港發展，他語重心長充滿期待。他強調
，特區政府的工作是特區政府自身決定的事情
，但他作為一個曾經在香港工作生活過、關心
香港發展的普通退休老人，想從個人角度真誠
地建議新的特區政府未來一定要更加注重民生
，注重香港社會的中下層。他說，內地現在提
倡共同富裕，香港也應該在民生方面有一些政
策上的設計，多考慮多數普通大眾的問題，香
港政局才會穩定。

楊文昌積極評價香港回歸二十年來所取得
的發展。他說，香港回歸20年來，經濟等各個

方面繼續向前發展，沒有出現大的滑坡， 「一
國兩制」亦得到了堅決貫徹落實，除涉及主權
問題外，中央沒有干預香港太多。同時，在
香港遇到困難時，中央政府還及時伸出援手
，做了大量有利於香港發展的事情，香港亦
從內地的改革開放和發展中受益，成績有目共
睹。

內地民生已發生大變化
「香港的金融業、服務業、航運業發達，

這些優勢不要丟，在此前提下，要注意考慮照
顧民生，要考慮穩妥社會財富再分配問題。」

楊文昌指出，民生說到底就是個財富再分配問
題。他說，現在內地與以前相比已發生很大的
變化，內地大部分人是農村的，原來農村連醫
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都沒有，現在正逐
步的建立。

楊文昌的姐姐是個農民，已經九十多歲，
過去經常為看病的開銷煩惱。但現在，她看病
也可以報銷一部分了。楊文昌說，這就是社會
進步，將來新特區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
更加注重民生。他提醒說，要把利益再分配再
理順一點，但不要弄出矛盾，出台政策要一步
一步來，不能像希臘那樣過了頭，搞不下去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他首次路過香港卻因問路而被人稱為 「表
叔」 ；九十年代香港回歸前後，作為外交部部長助理，他全程參
與多項與回歸相關重要輔助工作；2003年，他成為外交部駐港公
署第三任特派員。他就是原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在香港回
歸20周年之際，這位與港頗有淵源的資深外交官在京接受大公報

專訪。談及香港發展潛力，楊文昌強調，未來香
港一定要積極融入 「一帶一路」 建設，要和內地
攜手走出去，擴大創新和服務範圍。

從2003年被派駐香港，到2006年返回
內地，楊文昌作為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在
香港工作生活了三年時間，對香港這顆 「
東方明珠」留下了深厚感情。採訪中，他
特別強調， 「香港人是我們自己的同胞，
對同胞不能講太多官話，應該講實話，這
是我做人的標準。」 「我和你談的對香港
的看法與建議，都是出於我的良心，是真
心實意的。」 「和對外國人不一樣，我們
都是中國人。雖然香港和內地不盡相同，
但我從來沒把香港人當外人。」

「從來沒把港人當外人」
楊文昌今年73歲，去年從中國人民外

交學會會長位置上退休。出任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前，曾歷任中國駐新加坡特命全權
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等職。採訪中，談及
香港未來發展方向和潛力，楊文昌一字一
句格外懇切，他表示，未來香港要積極地
融入 「一帶一路」建設，爭取把香港的服
務業優勢融入到絲路沿線實體經濟發展中
去。他並強調，服務業必須要為實體經濟
的發展和工農業創新提供服務，要發揮新
的服務功能。

香港一直有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
中心、國際貿易中心三大美稱。楊文昌認
為，香港過去的一些傳統的服務業、金融
業仍然會很重要，但是海運業需要隨着實
體經濟的變化而變化，絲路沿線要修建大
量公路、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香港的
金融、港口服務就有新的機會。他舉例說
， 「（現在）內地鋼鐵企業發展都已受到
了限制，國家的發展需求也發生了變化，
但如果你還想的是用海運拉鐵礦石賺錢，
那你還能有利潤嗎？」

港也須產業調整和升級
近年來，內地一直在進行產業調整和

升級。楊文昌建議，香港也必須進行產
業調整。他說，這種調整要下大功夫，
需要時間來進行，會經歷痛苦，也許會

有一些人失業，但是調整好了，香港就
可以進入發展新階段，也會創造新的就
業機會，否則就可能遇到麻煩。

「香港不能仍停留在十幾年前的舊思
維裏，香港的服務業和金融業要為新的製
造業服務。過去和現在，香港更多是為內
地服務，並且在內地的發展過程當中發揮
了重要的作用，而今天香港要與內地攜起
手來，共同為歐亞大陸甚至非洲大陸的經
濟發展服務，只有這樣香港才能有新的發
展的機會。」楊文昌說。

這位在港工作多年的前特派員強調，
香港一定要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
要擴大服務的範圍。他說，過去香港服務
業機會很多，但現在內地也要走出去，
香港也得跟着走出去，而且要和內地聯
手走出去，這樣才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才能夠找到更多的發展機遇。

採訪最後，楊文昌深情祝願香港同胞
能夠適應新形勢，繼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
定。

唯與內地攜手前進 港明天才會更好

▲去年7月， 「四海一家」 香港青年交流團成員在北
京天壇公園拍照留念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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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昌認為，未來香港要發展，一
定要積極融入「一帶一路」 大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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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香港回歸之際，中央明確
保證 「一國兩制」50年不變。那麼50年
之後， 「一國兩制」會不會變呢？楊文
昌笑稱， 「我也不是算命先生，我也不
能說30年後可能就不適用了。但我相信
，只要條件成熟了，大家都願意了，那
麼也能進一步地靠攏。」

楊文昌指出，再過30年，內地還會
進一步發展，在這個過程當中，兩地同
胞間的相互認同感會互相增長和加深，
到時候再討論香港的未來，大家的共同
語言會進一步增加。

雖然香港回歸二十年，但當前仍有
部分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內地認識存
在一定誤區。

對此，楊文昌建議，香港的年輕人
應該把香港今天的體制和西方國家的體
制做一個比較，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體制
做一個比較，看看香港到底處於哪個水
平。 「年輕人都有美好的理想，但是美
好的理想不是上街就可以實現的，而是
要幹出來的，不是說每天遊行就能實現
的，我從沒見過世界上哪一個國家靠遊
行遊富了。」

「實際上，與20年前不一樣的是，
今天連西方國家，都感覺今天這個世界
不能離開中國。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他們都不希望失去中國這個大
塊頭和大市場，中國和全世界是相互關
聯的，西方國家都爭先恐後地要和中國

搞好經濟、貿易、發展等課題，因為符
合各方共同利益。」楊文昌指出，中國
大部分老百姓都認為中國不能亂，如果
亂了對內地不好，對香港也更不好。歷
史將證明只有香港與內地攜手前進，香
港的明天才會更好。

楊文昌2006年從香港回京後，一直在中國
人民外交學會任會長，直到去年三月，在義務
幹了六年之後，他才正式退休。內地許多人，
退休後有了空閒時間，都喜歡出去旅遊散心。
但外界也許並不曾想到，在外交場上長袖善舞
的楊文昌其實是個 「宅男」，自言一直不愛四
處旅遊。採訪中，他首度向記者吐露出了這其
中不為外界所知的一份內心深處的 「緣由」
─他一直放不下的老伴。

與夫人青梅竹馬
楊文昌的夫人曾經是位醫生，兩人是中學

同學，大學畢業後結婚，可謂青梅竹馬，感情
深厚。但外交官的工作，又讓他們聚少離多。
「剛參加工作時，我在歐洲工作，她在國內當

醫生，後來我好不容易回國了，我們才終於一
家團聚了。」但不幸的是，兩人僅一起恩愛地
生活了十幾年，不到五十歲的楊文昌夫人就得
了不治之症。

此後，不論是常年出差，還是出任中國駐
新加坡大使，放心不下老伴的楊文昌，一直把
生病的夫人帶在身邊。但後來，隨着夫人病情
不斷惡化，他最終選擇了帶夫人從新加坡回國
任職。

「她生病22年，這期間，我自己在家時，
我都自己看護着她，我實在因工作不能在家守
護病人時，都是我的姐妹、妹夫守護她。所以
這麼多年，我就養成了這麼一個習慣，我不願
意東跑西顛，因為老是掛着老伴，掛着家裏。
從內心來講，我的個人生活是很痛苦的。」採

訪中，楊文昌聲音哽咽地吐露心聲。
2003年到2006年，楊文昌在香港工作了三

年。其間，他始終不放心癱瘓在床的夫人，也
不放心由別人照顧，專門找了自己的親姐妹悉
心照料。 「在香港工作時，我雖然很熱愛我的
工作，但我還是時刻想着我家裏不會說話，不
會吃喝，躺在床上的老伴。只要一有空，我就
馬上回家看她。」

如今，楊文昌的老伴已經走了四年。而楊
文昌每天的生活仍是看看書，走走路，關注一
下世界各地動態。

楊文昌說，22年陪伴卧病在床的老伴，讓
他早已養成了不願意在外邊逗留，不願意遊山
玩水的習慣，因為，他始終覺得家裏有個牽
掛。

相濡以沫 守護患病老伴22載

▲2004年6月，時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應邀訪問
香港福建中學並與學生交流 資料圖片

▲過去20年間，香港人共同努力，抓緊、創造機遇，在多個領域取得進展。
圖為香港保持 「馬照跑」 ，馬迷在觀看賽馬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