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所周知，房地產問題是當前香港
最迫切的問題，特區政府理應嘗試一
切合法手段盡快解決。當局也一直在
為此努力，但落到一些實際問題上卻
是諮詢再諮詢、研究再研究，效率低

得驚人。如最近規劃署完成檢視本港117幅、總面積
近600公頃的綜合發展區（CDA）土地，有12幅閒置
10年或以上，其中多幅更閒置超過20年。港府議而不
決、決而不行的作風，再加上種種不合理的規則，令
人擔憂目前正如火如荼地進行 「規劃」 「研究」 的新
界北發展區會否也遭遇相同命運。

資料顯示，CDA發展一再拖延的原因主要被卡在規
劃環節，如將軍澳電影製片廠地皮受到交通、環境等
規劃問題的影響，已經曬了24年太陽；西貢十四鄉地
皮仍在處理規劃申請的契約修訂，也曬了21年太陽。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往往因要進行發展研究，便完全
凍結該區的其他申請，又進一步拖延了發展步伐。

新界北及洪水橋等新發展區是香港當前最重點的發
展項目，既要負責解決住房短缺的問題，又承擔了融
入大灣區的重任，但似乎正遭遇與 CDA 類似的命
運，土地審批申請僵化拖慢了整個項目的發展。例如

新發展區內明明已規劃好、並經公眾諮詢後顯示於分
區規劃大綱圖上的主要道路，只因政府未及施工而導
致毗鄰所有商住用地之換地或改契申請一概不獲批
出，受影響的有粉嶺北一帶。在這種僵化制度下，只
因當局自己道路建設緩慢，就要社會急需的商住用地
也跟一起等待，繼續曬太陽。

不需萬事俱備才開工
針對這個問題，為什麼政府不能就新發展區內一些

還沒有新路連接、但已劃作商住用途土地之換地或改
契申請，作出 「有條件批出」 安排，即地契審批可以
照常處理，但大廈入夥紙及滿意紙可待有關新路或一
條合規格的道路落成後再發出。這有助加快新發展區
的建設，令房屋供應更快到位。既然有麵粉就應該盡
快焗麵包，即使一些配料暫時不齊全也可以先進行其
他工序，並不需要等到萬事俱備才開工，希望政府急
市民之所急，不要坐擁大量麵粉卻偏偏讓全港市民餓
肚皮。

此外，新發展區新換地面積準則也不合理，如同封
殺原址換地。洪水橋與古洞北/粉嶺北收地規模相
若，其中洪水橋441公頃發展範圍中包括190公頃棕

地，政府明言收地要 「改造雜亂無章和受破壞的鄉郊
土地作更好的土地利用」 ，但卻訂下不合理的 「原址
換地準則」 ，規定擬交還的用地面積不少於4000平方
米，當局聲稱是為了 「合理的面積以供進行適合並設
有輔助設施的住宅發展」 。但此規定沒有考慮實際情
況，由於新發展區的土地十分零碎，要拼湊到4000平
方米其實十分困難，對業權人不公平，同時令整體房
屋發展受阻。

上述只是香港土地開發所面臨問題的冰山一角，這
麼多的問題困擾下發展能不被拖延嗎？香港即將迎來
回歸24周年，但房地產問題居然比回歸前更嚴峻，特
區政府難道不應該汗顏嗎？就在慶回歸的同一天，也
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大日子，全球都在研究
其成功之道，這無疑也十分值得特區政府參考和反
省。中國共產黨得以成功的特質之一就在於敢闖敢
試，開創性事業必然會遇到很多無法預料的問題，事
先再怎麼研究也無法做到盡善盡美，只能是 「摸石
頭過河」 ，在摸索中推進、在推進中完善。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早前指出，香港
住屋問題要解決難度很大，但總要有開始的時候，否
則最後損壞的是全港老百姓的利益。望港政府牢記！

會稽山

新界北發展勿重蹈拖延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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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國兩制穩步向前

評論
責任編輯 江潮 美編 曹俊蘋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2香江
2021年6月18日 星期五

4 家 中 央
駐港機構日
前邀請特區
政府一道，
舉辦 「中國
共產黨與 『
一 國 兩
制』 」 主題
論壇。論壇
中透露的信
息 十 分 豐
富，特別是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的講話有針對
性、有新意，更有深意，對香港
未來發展、對 「一國兩制」 行穩
致遠有重要指導意義，香港社
會各界需要深入理解與思考。

駱惠寧主任的講話首先提醒港
人，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與
香港並非 「毫不相關」 ，相反，
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經歷，也就是
以 「一國兩制」 事業成為中國共
產黨百年壯麗史詩中的華彩篇
章，香港 「一國兩制」 史無前例
的實踐，就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歷
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將香港與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緊密結合在一
起。那些想把香港與中國共產黨
的歷史區隔，把港人與共產黨區
隔的伎倆不可能得逞。

駱惠寧主任就 「一國兩制」 追
根溯源，畫龍點睛般地介紹沒有
中國共產黨就沒有 「一國兩制」
這個事實。上世紀八十年代，共
產黨高瞻遠矚，以極大的政治智
慧和包容自信，提出了 「一國兩
制」 這個全世界迄今沒有先例的
政治制度構想，也是共產黨領導
制定香港基本法，構建 「一國兩
制」 制度框架，籌建第一個特別

行政區，實現了舉世關注的香港平穩過渡和順利回
歸。時至今日， 「一國兩制」 依然得到香港社會高
度認同和擁護，足見 「一國兩制」 強大的生命力和
中國共產黨的深謀遠慮，表明這個制度設計符合香
港最廣大市民的利益和香港長遠利益。

如何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成功，準確理解 「一
國」 與 「兩制」 關係，駱惠寧給出 「鑰匙」 是 「三
個必須」 ：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
須不斷完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
制；必須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些話
具有很強的針對性，那些年復一年叫囂 「結束一黨
專政」 、否定共產黨對 「一國兩制」 事業領導的
人，那些對完善與憲制秩序相關的制度機制如喪考
妣的人，更需要聽明白。

中國共產黨作為 「一國兩制」 事業的創立者、踐
行者和維護者，必然也是領導者。這明確地告訴香
港，共產黨不僅是憲法規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領導者，同樣也是當之無愧地推進 「一國兩制」 事
業的領導者。事實證明，回歸24年來，香港出現任
何狂風暴雨驚濤駭浪，都是中國共產黨力挽狂瀾，
為香港這艘船掌好舵，把穩方向。沒有共產黨不僅
沒有 「一國兩制」 ，也沒有今天 「一國兩制」 嶄新
的局面。

再過十來天，就是中國共產黨100周年紀念日，
北京將會舉辦隆重的紀念活動。對於中國共產黨的
歷史，內地民眾普遍熟悉，但不少港人知之甚少甚
至完全不知道，藉著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的契機，
香港需要對共產黨歷史和今天的發展有一個全面的
清醒認識。

一國兩制符合香港利益
過去很多年，香港瀰漫一股 「反共恐共」 的社

會氣氛。回歸早期，中央一直以一種極大的包容，
希望港人能實現自我教育、自我清醒，認識在共產
黨領導下國家的不斷進步，看見共產黨對香港悉心
呵護，對 「一國兩制」 的堅守。但是，香港某些人
誤判中央的克制，利用香港不斷妖魔化共產黨，試
圖將香港作為反共基地，甚至在港煽動推翻中國共
產黨在全中國的領導地位，導致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遭受極大干擾。 「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
制』 」 主題論壇和駱惠寧主任的講話，是對共產黨
形象在香港的一次公開撥亂反正，高規格的廣而告
之，特別是用港人親身參與經歷的 「一國兩制」 實
踐來說明共產黨對香港的貢獻，有理有據，更令人
易於接受。與此同時，他的講話也是對反中亂港分
子的強硬警告，弦外有音。

香港即將迎來回歸24周年紀念。今天，香港絕對
不能再成為一些人攻擊抹黑中國共產黨的反共基
地，更多港人不能再被蠱惑而對共產黨認識不清產
生偏見。 「一國兩制」 要順暢走下去，必須尊重、
接受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已為過去的經驗
所證明，也必將為未來的實踐所驗證。

滄海桑田，百年巨變，我們回顧百年
前的中國，那時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會，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雖然有仁
人志士為了中國的前途進行了無數探
索，無論是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都

無法帶領中國走出困境。也是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成為了全民族最迫切的夢想。夢想的實現
必須要有先進的指導理論，此時，一群有識之士認識
到了馬克思主義，也意識到了工人階級的重要性，中
國的革命開始走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先進知識分
子與工人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並且隨馬克思主義的
深入傳播，中國共產黨應歷史潮流而誕生，從此中國
的歷史掀開新的篇章！

中國共產黨發展的百年歷史中，探索出了一條適合

國家發展的中國模式， 「一國兩制」 正是中國模式中
濃墨重彩的一筆！香港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中華民族
從苦難到復興的見證，更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 「一國
兩制」 成功之例子。 「一國兩制」 是中國共產黨的偉
大創舉，同時也為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平解決不同制度
的爭端提供了借鑑作用。回歸以來，在 「一國兩制」
的護航下，香港多年保持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並且
25年來都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隨粵港澳大灣區
規劃的進一步推進，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國家出台各種政策幫助香港社會解決深層次問題。我
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香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最主
要是因為有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而沒有中國共
產黨就不會有 「一國兩制」 的存在。

近年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試圖通過製造 「顏色

革命」 來衝擊 「一國兩制」 ，從2014年的 「佔中」 到
2019年的修例風波，都嚴重踐踏了香港的社會和法治
秩序，破壞了香港長期以來保持的繁榮和穩定，這是
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中華兒女都不願意看到的現象。
而在這關鍵時刻，中央果斷出手，制定了香港國安
法，以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多項政策，確立了以
「愛國者治港」 為核心的政治制度，鞏固了 「一國兩

制」 的根基，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 「一國兩制」 未來
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回望來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征程波瀾壯闊，在共產
黨領導下的 「一國兩制」 的發展將會一直向前。邁入新
時代，中國共產黨將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之路，我們相信，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中華兒女將會
共同努力，創造祖國以及香港更美好的未來！

繼商界有不同優惠措施推動疫苗接種
後，政府連接出招，包括公務員接種一
劑疫苗後，可獲一日假期； 「安心出
行」 新版本可儲存疫苗紀錄，以核實接
種者身份；考慮D類食肆同三分之二

人已打針，可帶小童等同，最多12人一等等。政
府近月全面谷針，期望提高市民接種疫苗的比率。

較早前，醫院管理局指計劃在本月底於普通科門診增
設接種疫苗前評估服務，從而為普通科門診的病人預約
進行諮詢服務，暫定本月25日開始提供服務，會提早兩

三天開放預約。這是遲來的鼓勵疫苗接種措施！雖然商
界推出一系列鼓勵誘因，如大抽獎、送禮物等，將疫苗
接種推上了一個高峰，但仍有一班對自己身體健康狀況
不掌握、對疫苗接種仍缺乏信心的市民持觀望態度。

筆者一直倡議政府要從增強市民接種疫苗信心的角
度出發，推出具體計劃，令市民更清楚自己身體狀況
是否適合接種疫苗。今次醫院管理局為普通科門診病
人增設接種疫苗前評估服務是走對了方向，我更期望
計劃可以擴大至全港市民，讓沒有家庭醫生又不是正
接受普通科門診服務的市民也能參與，令更多人有信

心接種疫苗，真正建立疫苗屏障。
在這一輪新招後，倘再爆疫的話，政府應研究限制

未打針人士進入食肆、學校、宿舍、地盤、圖書館、
博物館、戲院、體育場所等。實際上，政府即時實行
的均是疫苗接種的獎勵誘因，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為
了在香港建立群體免疫，建立疫苗屏障，若疫苗接種
率仍然是持續偏低的，罰則措施甚或強制接種必然是
政府需要考慮的措施。抗疫不是個人的事，是社會的
事。當個人決定遠離社會的利益，政府便有責任及誘
因推行獎罰措施，以達至社會利益及成本平衡。

觀塘區議員 顏汶羽

谷針須提升市民接種信心

熱門
話題

世 界 七 大 工 業 國 組 織 （Group of
Seven, G7）高峰會議早前落下帷幕。
G7 是包括全球最大的 6 個西方工業國
家及日本，1990年代GDP規模佔全球
70%，因中國經濟的冒起，估計疫情前

其GDP只佔全球一半。目前G7各國因為受到封城重
創，GDP大幅滑落至全球三分之一，但仍在國際上具
有影響力。雖然，中國並沒有受到邀請出席會議，卻
成為會議討論的焦點。他們針對中國的 「一帶一
路」 、人權問題及新冠肺炎疫情，提出單方面無根據
的指摘；會後公布的聯合公報，就疫情、經濟、環
保、氣候及人權各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及改革。

公報的建議，大致如下：一、對抗疫情。G7各國
會提供超過20億劑疫苗，給全球人口注射。他們會加
強疫苗生產能力、改善預警系統及縮短疫苗研發生產
時序，由300日減至100日。二、重振G7各國經濟。
投放總共 12 萬億美元來重建經濟，包括製造工作機
會、投資基建、促進創新而且保證不論年齡、種族及
性別等，皆能受惠。三、確保未來經濟繁榮。透過公
平公正貿易措施及合理稅收，使人流物流暢通。四、
保護地球。通過綠色革命及減排，增加改善氣候投

資，到2030年保護至少地球30%的土地及海洋。五、
加強夥伴合作計劃。他們提出的口號是 「重建更美好
的世界」 （Build Back Better World），為世界低收
入國家，投資基建及發展綠色經濟，特別是針對一些
非洲國家並尋求IMF提供1000億美元融資。六、追求
普世價值。維護民主、人權、法治及平等，例如向
4000萬女童提供教育機會等。

G7聯合公報的目標，大概與中國的國策一致，不過
在程度及方式上有所不同，主要原因是國情有別。在
對抗疫情方面，雙方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根據國際
權威雜誌《自然》（Nature）報道，目前全球每日打的
疫苗，60%由中國生產。中國已生產了三億五千萬劑疫
苗，輸出到75個國家以上。中國預計今年會生產30億
劑而明年更可達50億劑。G7所提出的 「重建更美好的
世界」 其實是 「一帶一路」 的西方版。其實，美國總
統拜登和英國首相約翰遜在今年3月26日通話，已經
提議西方國家亦要進行類似 「一帶一路」 的計劃與中
國抗衡。

多年來， 「一帶一路」 只由中國主導，資源及技術
有所匱乏而加上最近的嚴重疫情，有20%的工程要停
頓。如果 G7 國家參與類似 「一帶一路」 的工程項

目，不但中國可以減輕負擔，亦可加快受惠國家的經
濟發展，對中小企業來說，這是新一批的目標市場，
令中小企業有更多的生存空間。環境保護及氣候變化
是中外各國都關注的議題，除了可緩和緊張的外交關
係，亦可以為內地港資企業及香港中小企締造商機。
香港特區政府應馬上成立專案小組，為業界尋找環保
及綠色能源的需求項目，集合和協調香港相關科研機
構及資源，例如各大院校研究中心、汽車科技研發中
心、創新科技署及環境保護署等。研發成果交由內地
港資企業及香港中小企生產，令香港經濟得益。

G7的雄圖大計，大部分是紙上談兵。除了應付疫
情及環保問題較有迫切性及可行性外，其他的建議
需要大量資源及各國互相配合協調。G7各國都要為
疫情後自身經濟復蘇投放巨大資源，其他的問題根
本自顧不暇。有關人權問題，G7各國是口惠而實不
至。試看美國白人警察如何殘酷地對待黑人平民，
就 可 見 一 斑 。 根 據 「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ECD）預測，疫情後全球經濟增長，有三分之
一將由中國帶動。中國在疫情及經濟上都有可觀的
貢獻，在國際政治及經濟舞台上有更大的角色及話
語權，這將會是未來的國際政經新秩序。

香港中小企業總會會長 劉炳均

G7峰會後的國際政經新秩序

國際
視野

葉建明

參政
議政

香港警方國安處昨日拘捕了
《蘋果日報》5 名董事，指其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條例中的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
保安局同時還依法凍結了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等3家
公司1800萬元資產。香港警方果斷執法，堅定維護
國家安全的行動完全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任何人、
任何機構若觸犯法律條例，都應該依法受到懲處，
作為新聞傳媒機構的《蘋果日報》亦不能例外。

警方今次拘捕行動證據充足、法理依據清晰。香
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明文規定：請求外國或者境外
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
織、人員串謀，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
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即違反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 。警方經過長期調查後發現，從2019年至今，
《蘋果日報》旗下實體報紙及網媒共發布數十篇文
章，呼籲外國及其他組織制裁中國及特區政府，這
顯然已涉嫌觸犯上述國安法條例。所以說，警方的
拘捕行動是依法行事，與所謂政治打壓毫無關聯，
又何來干涉新聞自由一說？

《蘋果日報》及部分反對派以 「新聞自由」 為擋
箭牌來為違法行為辯護，甚至抨擊抹黑警方的正義
執法行動，是無視法律和法治的可笑之舉。 「新聞
自由」 並非絕對，同理，新聞傳媒機構亦非法外之
地。《蘋果日報》在香港國安法落地實施後，依然
公然多次鼓勵、叫囂和呼籲外國政府及組織制裁港
府及國家，其背後意圖十分明確，那就是持續抹

黑、唱衰香港和國家，甚至不惜和境外勢力相勾
結。面對如此明顯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如果警方
視而不見，不採取執法行動不予制止，那才是對香
港法治和新聞言論自由的傷害。

新聞言論自由不等於毫無法律道德底線、不等於
沒有邊界，全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基於自身的歷史
和社會特點，都會有各自不能觸碰的底線話題。比
如在美國，涉嫌種族歧視的新聞和文章絕對會遭抵
制和懲罰；在德國，讚美和為納粹行為辯護的言論
亦不會被接受；同理，在已實施香港國安法的香
港，企圖分裂國家、呼籲危害香港及國家安全，就
是不能逾越的法律和道德底線。這既是香港法律規
定，亦應是香港社會共識。《蘋果日報》作為一家
香港本地媒體，不顧香港國安法已經生效實施的事

實，不顧新聞報道應遵從的底線和邊界，繼續不斷
發布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文章，最終招致警方介入
調查，實屬咎由自取。

警方一再強調今次執法只針對有人涉嫌利用新聞
工作為工具，做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與一般正常
新聞工作無關。任何人或公司嘗試利用新聞工作作
為保護傘或掩護，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政府
必定會以最嚴厲的措施依法打擊。警方搜集眾多物
件證據，後續還會展開更詳盡調查，一切按照既定
法律程序進行。如果《蘋果日報》果真如自我辯護
般所言 「一直在合法合情合理下報道」 ，又何須如
此擔憂懼怕？香港是法治之地，擁有健全成熟的司
法體系，相信法院最終會作出最公允公正的判決。

新聞自由非絕對 國安法不容挑戰

香港商報評論員 趙汝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