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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籲愛國愛港者積極參選

林鄭月娥表示，隨着施政報告的
發表，香港已進入新局面及新時代，
但國際形勢仍然非常複雜，香港處於
中美鬥爭的風暴中央，大家更應保持
警覺。她續指，政府過去無膽量、無
見識和無條件規劃未來，但隨着香港
國安法實施及完善選舉制度，確保
「愛國者治港」 ，香港不能再錯失機
會，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因此在今
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 「北部都會
區」 。但她強調， 「北部都會區」 是
較長遠的規劃，很多事情 「欲速則不
達」 ，如果可以爭取到15年內完成，
她將感到非常安慰。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於本月30日
起接受提名，林鄭月娥呼籲所有熱愛
香港、符合 「愛國者治港」 的人士，
積極參選。她強調，完善選舉制度並
非要搞 「清一色」 或一言堂，例如在
部分專業界別，中央仍然保留了個人
票，40席選委會界別也同樣歡迎社會
各界人士參選，不需要有政黨背景和

樁腳。地區直選議席雖然有所減少，
但雙議席單票制的設計，確保席位不
會由單一政黨取得，因此相信未來立
法會可反映多元聲音。

港續成為國家掌上明珠
林鄭月娥坦言，過去幾年香港受

到多項因素衝擊，面對最嚴峻的挑
戰，而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於，當
時香港未完全掌握 「一國兩制」 的真
諦，亦並非走在 「一國兩制」 的正確
軌道上，以致愈走愈歪，最終跌倒。
現時香港已經爬起身，回到了 「一國
兩制」 的正確軌道，相信只要堅持一
國為本、一國為根， 「一國兩制」 的
發展一定會枝繁葉茂，香港也定能繼
續成為國家的掌上明珠。

本次周年論壇還設有三個討論環
節，來自政界、商界及學界多位專家
就政治新形勢、發展新思維及經濟新
動力三個範疇交流意見，為香港未來
發展把脈。

「灼見名家」 周年論壇暨七周年慶
典昨日舉行，論壇以 「香港下一個5年」
為題，各界人士圍繞香港未來的政治形
勢、發展思維、經濟動力等話題熱烈討
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
香港過去經歷了不少困難與挑戰，在中
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社會和政局已恢
復穩定，現在正是推動發展、籌劃未來
的大好時機，有信心政府施政在下一個
五年會做得更好。她同時呼籲熱愛香
港、符合 「愛國者治港」 的人士積極參
加將於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令立法
會有多元聲音。

出席論壇暢談未來 現在是推動發展大好時機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文） 文 澔（圖）

曾鈺成：下屆立會不存在清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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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倫：發展綠色金融 港擔當重要角色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在

「灼見名家」 論壇上表示，香
港有部分人士過去只注重 「兩

制」 中香港與內地不同，而忽視了香港作為中國
領土的一部分，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與義務，
最終導致了過去一系列的社會事件。

當被問及對立法會選舉的看法時，他指出，
今年立法會通過了許多議案，在議案討論過程
中，可以看到符合愛國者標準的議員之間仍然存
在不同意見，因此並不認為下一屆立法會存在
「清一色」 的情況。

凌嘉勤李浩然看好「北都」
規劃署前署長、港深合作策略規劃顧問凌嘉

勤則對於 「北部都會區」 提出積極評價，他強
調， 「北部都會區」 並不是用行政界線進行劃
分，而隨着交通網絡發展，都會區的範圍可能還
將擴大。對於 「北部都會區」 的發展，華潤集團
粵港澳大灣區首席戰略官李浩然亦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他表示， 「北部都會區」 與深圳只有一河
之隔，在都會區內應該投放哪些產業發展，把握
住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鄧炳強冀盡快就23條立法 堵塞漏洞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出席 「灼見名

家」 周年論壇時表示，本港目前維護國家安
全方面仍面臨威脅和挑戰，因此希望盡快就

基本法第23條進行立法。他同時指出，遊行示威受基本法和國
安法的保障，待疫情過後，只要符合《公安條例》要求，市民
可繼續遊行。

鄧炳強認為，本港目前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面臨的威脅主
要包括孤狼式襲擊、外部勢力 「軟性對抗」 等。他以香港言語
治療師總工會早前發布《羊村十二勇士》系列兒童繪本，涉違
國安法的案件為例，指有團體為了宣揚其政治理念，利用書籍
荼毒學生、反對政府，因此希望盡快就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
維護國家安全。

和平守法示威不會有問題
鄧炳強強調，立法工作要因時制宜。特區政府2003年針

對基本法23條立法時，市民可能不相信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
面存在漏洞，但近年來大家已清晰地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特
區政府並非僅僅完成立法責任，還要在立法過程中考慮到所有

可能發生的事情，研究具體細節。
鄧炳強還表示，香港市民遊行、集會及示威的權利受基本

法及國安法保障，但也要基於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
進行考量，和平守法的示威不會有任何問題。

◀ 「灼見名家」 舉辦周年論壇暨七周年慶典，各界人士圍
繞香港未來政治形勢、發展思維、經濟動力等話題熱烈討
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香港過去經歷了不少困難與挑
戰，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社會和政局已恢復穩定，現
正是推動發展、籌劃未來的大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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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安

把握機遇 各抒己見行政會議成員、香港交易
所主席史美倫在 「灼見名家」
論壇上以 「ESG（環境、社會

與管治）與金融發展」 為題發表演講。她表示，
隨着全球對可持續發展關注，綠色金融將大有所
為，冀港把握機遇，發展成亞洲綠色金融中心。

史美倫指出，國家在 「十四五」 規劃中明確
制定綠色金融發展目標，《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中亦提出，支持香港進一步推動香港與
大灣區市場的互聯互通，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資產
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的功能，成為大灣區的

綠色金融中心。她認為，這些目標與藍圖為香港
發展綠色金融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希望香港
把握機遇，發展成為亞洲領先的綠色金融中心。

她表示目前發展綠色金融仍有大量工作要
做，包括要統一國際綠色金融標準，共同推動可
靠的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資訊披露，杜絕 「洗
綠」 或 「漂綠」 行為等。港交所正與持份者商討
如何落實相關目標，與本地金融監管機構合作，
制訂綠色及可持續策略和計劃，研究與全球標準
一致的氣候相關資訊披露和分類，配合施政報
告，探討將香港發展成為區域碳交易中心。

國際特赦也着草
盤踞香港近40載的國際特赦組織

也要 「着草」 ，這是香港國安法撥亂
反正的又一有力體現。

國際特赦組織昨日宣布，將關閉
在香港的兩個辦事處，其中香港辦事
處在10月底關閉，亞太區辦事處則在
年底前撤出。組織負責人聲稱，香港
國安法落實後， 「人權組織不可能在
香港自由運作，亦難以在無懼受到政
府報復下繼續工作」 ，云云。

這其實是間接承認，自從香港有
了國安法這柄鎮邪利劍，反中亂港組
織為所欲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過去
一年多來，亂港組織呈土崩瓦解之
勢，縱然國際特赦組織來頭不小、背
後有英美兩大勢力支持，最終仍要畏
罪逃離。

國際特赦組織並非如其聲稱的那
樣從事 「人權」 工作，而是打着 「人
權」 幌子，積極介入地方政治，培植
利益代言人，搞顛覆滲透。在香港，
該組織向來與本地的亂港組織沆瀣一
氣， 「唱衰」 中國和香港特區。前年

香港修例風波的實質就是一場 「顏色
革命」 ，幕後有不少所謂非政府組織
負責策劃和協調，國際特赦組織亦在
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關閉辦事
處就是心虛的表現。

實際上，該組織早已聲名狼藉。
譬如印度學者艾倫在《NGO與顏色
革命》中揭露，該組織披着NGO外
衣為西方利益服務及輸出意識形態，
製造別國內亂，為歐美製造武力或非
武力干預的藉口，最後在當地扶植親
西方傀儡政權。而曾任國際特赦組織
美國分會董事的國際法學者法蘭西斯
．波義耳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特
赦組織是 「由帝國精英組成的不斷延
續的小集團，其背後首要動力不是人
權，而是政治；其次是金錢；再次是
擴大組織和成員，接下來是搞內部勢
力鬥爭。」

國際特赦組織不請自走絕對是好
事，但莫以為曾犯的事就會一筆勾
銷，該來的懲罰一定會
來！ 龍眠山

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能千篇
一律。好的民主制度，歸根結底只有
一點，就是要看能否為民謀福祉、能
否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央為
香港完善選舉制度，推動民主朝着健
康、有序、更高品質發展，有力促進
立法會去政治化、去極端化、去碎片
化，確保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是真正
的愛國者，能維護港人根本和切身利
益。

在以往的制度下，立法會不僅無
法為民謀福祉，更成為亂象源頭。不
論是2014年的非法 「佔中」 還是2019
年的黑色暴亂， 「攬炒派」 政客利用
立法會的平台，不斷製造社會動盪，
挑戰 「一國兩制」 原則，散播 「港
獨」 思潮，撕裂社會。不僅如此，亂
港政客利用議會制度漏洞，以拉布等
各種手段癱瘓議會，不斷引發政治爭
拗，不單政治議案被他們拖延，大量
民生議案也遭拖垮。

僅以2019年為例，有多達14項法
案以及80項附屬法例遭到阻撓無法通
過，當中涉及勞工福利、醫院重建、
覓地建屋等重大民生事項。即便在去
年面臨疫暴夾擊、民生困頓的情況
下，政府財政預算案推出1200億逆周
期利民紓困措施，仍然逃不過 「攬炒
派」 的黑手，慘遭阻撓。

又比如，如今已 「走佬」 赴加國
的公民黨前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在主
持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時
濫用權力，與其他 「攬炒派」 議員拉
布拖延選舉程序，前後經歷19次會議
都無果，令內委會停擺逾7個月，不僅
浪費了大量公帑，更嚴重阻礙了民生
經濟的發展。

打爛港人的飯碗、破壞香港的法
治、撕裂原本和諧的社會，一系列的
亂象，港人至今猶有餘悸。這樣的制
度和議員，如果持續和存在下去，香
港還有可能恢復繁榮穩定嗎？社會還

可能團結一致聚焦發展嗎？
不改革選舉制度，香港就不可能

迎來新局面。中央果斷出手，針對特
區現行選舉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由
此導致的種種選舉亂象，合理設定選
舉模式。在選舉中大幅增加了不同界
別、不同階層的代表，確保選舉充分
體現均衡參與，讓方方面面市民的聲
音都可以在議會上得到反映。通過全
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讓 「反中亂
港者」 出局，確保了當選人都是愛國
愛港人士，真心為國家為香港服務。

更重要的是，新選制為香港實現
良政善治、改善民生、發展經濟提供
了制度保障。以往那些以煽動挑撥為
業的政客，只會叫口號而無實際能力
的政客，再也無法利用制度漏洞進入
議會。新選制之下，民主得到更充分
的彰顯，市民的利益得到真正的維
護，這樣的制度，才是最能維護港人
利益的民主制度。

能維護港人利益的制度才是好制度
——民主與民生系列評論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