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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風生

葉建明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粵
港澳大灣區將建設成為富有活力和全球影響力的世
界一流灣區及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此，粵港澳大
灣區離不開科學技術和創新要素的發展和流動，而
人才是帶動科技、推動創新的重要動力。因而，構
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政策和人才制度體系，集
聚、培育和服務好各類人才，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
發展的關鍵。

「9+2」蘊藏無限生機

產業結構互補創設多元就業機會。粵港澳大灣
區的九個城市和兩個特別行政區在經濟發展和產業
結構上形成了優勢互補。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
發展， 「9+2」城市將從傳統產業向高端製造業、
金融商貿、產品研發、現代服務業等高端價值鏈延
伸，並集聚香港、深圳、廣州等地區多家全球500
強、民營500強企業，為各類人才提供多元就業、
創業機會。

教育和研發資源集聚搭建創新創業平台。世界
級大學集群大灣區創新創業發展提供了新載體、新
平台。粵港澳三地擁有高校逾百所，其中4所高校
進入了2018-2019年QS世界大學排名榜單前100名
。大灣區內高校教育類型、層次豐富多樣，通過建
立交流合作關係、成立高校聯盟、建設聯合實驗室

等，為自主創新提供廣闊空間和有力支撐，推進粵
港澳三地高校教育、科技等創新資源共建共用。

各市探索出台招才引智新政策。各市政府紛紛
探索出台人才新政助推招才引智，接軌大灣區發展
。如香港推出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深圳出台 「
鵬城英才計劃」、 「鵬城孔雀計劃」；廣州發布 「
羊城人才計劃」、 「紅棉計劃」等，為大灣區構建
了多層次人才政策體系。同時，南沙新區、前海蛇
口、橫琴新區亦創新人才認定標準、專業資格互認
等政策內容，成為了大灣區人才集聚的新動能。

優質生活圈營造宜居宜業宜遊環境。粵港澳大
灣區着力打造以高速鐵路、城際軌道和高等級公路
為主體的城際快速交通軌道，並以三大國際化機場
、三大輔助空港等基礎設施便利和推動各類生產要
素和粵港澳居民的流動。同時，大灣區具備國際化
專業醫療團隊以及數量眾多的醫療機構優勢，能夠
提供優質醫療衛生服務。此外，大灣區內完好地留
存了多項文物古蹟、世界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
產，更以粵劇、龍舟、武術等為代表的嶺南文化彰
顯獨特的人文魅力。

建設人才制度任重道遠

區域合作並非創舉，但粵港澳大灣區與其他區
域合作相比，獨特性在於其涉及 「『一國兩制』、
三法制和單獨關稅區」。這樣一種特殊情況導致了
大灣區建設必然面臨多層面的區隔，並造成地區溝
通與協作不暢、出入境及居留條件限制、科學技術
缺乏合作、公共服務難以銜接等問題，影響和制約

人才聚集和流動。為此，在確保充分發揮 「一國兩
制」綜合優勢，以及三地獨特優勢的前提下，必須
創新人才政策，推動粵港澳三地跨域協同發展。

第一，完善大灣區人才發展頂層設計。推動設
立成立大灣區人才建設領導工作小組，構建促進聯
繫與合作的粵港澳三方協調機制，通過三地聯席會
議對人才發展總體規劃進行設計、指導與協作。

第二，試點對港澳同胞和海外華人實行免簽及
頒發居民居住證。探索高端人才在粵港澳三地自由
出入境免除通行證和簽證，考慮為滿足一定條件的
外國居民和華僑提供大灣區居民居住證。

第三，建立共建共認的人才引進、評價和服務
體系。有機融合粵港澳11個城市的信息資源，打破
地區間和政府間的信息孤島和壁壘，創設相互認證
的評價和服務體系。

第四，開放大灣區實習就業機會。放寬內地學
生在港澳兼職、實習和工作的條件限制，鼓勵企業
加大開放對國內外優秀學生的實習和就業通道。

第五，鼓勵和引導青年創新創業。強化三地青
年政策的時代性、適應性和協同性，加強內地與港
澳職能部門的對接，引導港澳青年到內地創新創
業。

第六，推動大灣區社保、醫療、養老異地結轉
和協同聯動。推動落實大灣區居民享受與當地居民
同等待遇的社保、醫療和養老福利，建立三地社保
聯動機制，確保社保購買接續和結轉手續便捷；完
善跨域就醫時異地醫療保險直接報銷結算；破除跨
域養老的戶籍障礙，實現三地養老服務互聯互通。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助理

人才政策是大灣區未來發展的關鍵
郭小敏

共建一帶一路
助孟加拉摘窮帽

內會指引法案委員會必須考慮
立法會的事務，一切還要依法處理。立法會《

逃犯（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本周二舉行第
二次會議，但在涂謹申等反對派的 「拉布」下，仍
未選出主席，無法進入法案審議階段。顯而易見，
如果不中止涂謹申 「無賴」式行為，不僅法案委員
會主席無法選出，整個法案也將面臨胎死腹中的局
面。然而，這並不意味着《議事規則》及《內務守
則》處理不了這一問題。

建制派早前聯署，要求內務委員會根據法律賦
予的權力，對法案委員會發出 「指引」，改由建制
派最資深的立法會議員石禮謙主持選舉主席的會議
。反對派昨日也 「有樣學樣」，寫信給內委主席李
慧琼，要求解釋內會有無此權力。

一個是「母會」一個是「子會」

反對派聯署發起人是公民黨的郭榮鏗，此人本
身是大律師，對法律理應有相對清楚的認識，不可
能不知道一個簡單的道理，法律是有位階的；立法
會內不同的委員會，也是有位階的。而內務委員會
是僅次於立法會全體大會的機構，所有立法會內的
「法案委員會」 ，都必須經內務委員會的審議通過
才可成立。因此，內務委員會是法案委員會的 「上
級機關」 ，用建制派的稱呼，這也是 「母會」 與 「

子會」 的區別。
事實上，《議事規則》對內務委員會的權力作

了清晰的規則。例如，第75條（8）款規定： 「委
員會可就法案委員會和根據第（12）款成立的小組
委員會，以及根據本議事規則第77條（事務委員會
）成立的事務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提供指
引。」

這一條表明，內會可以通過 「發出指引」的方
式，對委員會的 「行事方式」及 「程序」作出改變
。顯而易見，《逃犯（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
員會至今仍無法選出主席，涉及的正是 「程序」
與 「行事方式」的問題，完全有必要由內務提供協
助。

至於反對派如涂謹申與郭榮鏗所稱的 「指引」
沒有 「約束力」 ，則是在睜眼說瞎話。根據《議事
規則》第76條（11）款： 「除本議事規則另有規
定外，任何法案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行事
方式及程序，由該委員會自行決定。在作出任何此
等決定時，法案委員會須考慮根據本議事規則第75
（8）條（內務委員會）提供的指引。」 當中清楚

寫明 「必須考慮」 ，已經說明了 「指引」 的地位。
當然，反對派或許會質疑 「必須考慮」不等於

「必須執行」，只需在會上 「討論一下」就可。但
請注意，這裏的 「必須考慮」，不是指涂謹申一人
，而是指整個會議，如果有異議，要麼由全體成員
投票表決，要麼由內會再提供新的指引。

法案委員會不是「獨立王國」

曾於2003年至2012年擔任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
席的劉健儀認為，就目前情況來看，內委會要發出
指引，亦未嘗不可，因為 「特殊情況，法案委員會
開了兩次會亦未能選出主席」。她表示，根據內會
內務守則，選主席的程序，第一次由最資深的議員
主持會議，但 「何解經過兩次會議，用了四個鐘頭
，仲未搞掂呢個程序呢？」

另一位曾任內會副主席的行政會議成員、前公
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指出，法案委員會是由內會
成立，形容內會和法案委員會是母子關係，內會發
出指引在憲制秩序上，對法案委員會有約束力。

法案委員會絕非 「獨立王國」，也不可能凌駕
內務委員會，必須考慮並接納內務委員會 「指引」
。反對派如果一意孤行，堅持 「無賴」行為，最終
必將自食苦果。 資深評論員

《逃犯條例》修訂，社
會上有憂慮完全正常，但別
有用心的人利用這種憂慮去
挑動社會對立，甚至是激化
矛盾，則是絕不能接受的。

理性討論，而不是火上澆油，是每一個對香港社會有責任
感的政界人士所應抱有的心態。

周日一場反修例遊行， 「民陣」號稱有十三萬人參加
，警方則表示約有二萬五千人次。「民陣」數字是否準確，
暫且不論，有數萬人次出來遊行，對於政府來說，都應當
認真聆聽。然而，聆聽民意是一個整體概念，並不只局限
於遊行的人士，政府要聆聽的包括遊行的市民以及社會沉
默大多數市民的民意。如果只牽就出來遊行人的聲音，卻
犧牲大多數沒有出來遊行市民的意見，又豈是正確做法？

這都是基本的政治常識，身為資深政客的自由黨榮譽
主席田北俊又豈會不知。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周三在社交
網站發文，聲稱： 「遊行已經過咗兩日，政府真係當十三
萬人無到㗎喎！2003年廿三條遊行的五十萬人感動咗我。
唔知今次要咩數字，先可以輕輕觸動政府？」

這樣的言論，如果不說是誰寫的，大多數人還會以為
出自哪個反對派政客之口，嚴重立場偏頗。

第一，特區政府並非沒有回應，遊行當日以及次日，
政府主要官員都作了回應；第二，稱政府 「真係當十三萬
人無到」，是顯而易見的政治抹黑，按田北俊的邏輯，若
政府真的撤回修例，又是否當 「七百三十萬市民無到」？
第三，當年廿三條立法無法成功，直接原因在於田北俊，
所謂的 「五十萬人感動咗我」，不過是冠冕堂皇的藉口，
背後有無政治利益的算計，公眾也早有公論，不必說得如
此漂亮。更何況，去年底，田北俊還在鼓吹對廿三條立法
。一時一樣、見風駛舵，又是否田北俊為人處事的作風？

最嚴重之處還在於最後一句： 「唔知今次要咩數字，
先可以輕輕觸動政府？」 此句可以用 「惡毒」 來形容。田
北俊沒有公開直接去 「批評」 政府，而是用一種反對派慣
用的 「煽動」 手法，其言下之意似乎在呼籲更多人上街遊
行，意圖火上澆油去誇大矛盾。說話表面上是對政府講的
，但實際上卻是對反對派支持者講的。在其語境之下，越
多人上街，田北俊就越高興；越多人反政府，田北俊就越
興奮。這種政客態度，要得嗎？

修訂《逃犯條例》有爭議，很正常；田北俊如果自己
害怕被 「引渡」，也沒關係，直接講出來就行。但他偏偏
不公開講，反而是在意圖煽風點火、激化矛盾。2003年他
親手扼殺廿三條立法；2014年又試圖在 「佔中」過程中分
化建制派，如今又試圖在《逃犯條例》中 「返尋味」，如
此居心，呵呵，當所有人都是傻的嗎？

田北俊勿火上澆油
議事論事

柳 凡

在第二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發表了
題為《齊心開創共建 「一帶
一路」美好未來》的主旨演
講。在這篇講話中，習主席

引漢代《說苑．談叢》：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暢談增進各國民生福祉。在習主席心目中，萬物以民為本
，百事以民為先。

在習主席的主旨演講中， 「民」字是出現最多的關鍵詞之
一。習主席強調： 「順應各國人民過上更好日子的強烈願望」
、 「民心相通的合作藍圖」、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 「聚焦消除貧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 「努力實現高
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目標」、 「讓共建 『一帶一路』成果更
好地惠及全體人民」……

作為中國 「一帶一路」 倡議的踐行者、見證者和受益者，
這些年來，筆者在孟加拉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深深感受到
共建 「一帶一路」 、中國企業走出去，為孟加拉所帶來的巨大
變化。

早在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時提出 「一帶一路」倡
議，也是這一年，筆者有感於深圳的生產基地成本大升，遂踏
上陌生的孟加拉國的土地，開始在首都達卡附近投資建廠。當
年，從香港飛往孟加拉要六小時，還要乘車顛簸數小時；當地
夏季氣溫高達43度，沒有空調，一天常常停電30多次；產品從
達卡市運往吉大港，250公里的路程需駕車行駛逾14小時……

2016年10月，習近平主席抵達孟加拉首都，這是中國國家
主席30年來首次訪問孟加拉國。兩國領導人簽署了共建 「一帶
一路」等多個文件。隨即展開的兩國基礎建設領域的合作共建
，大大改善了當地投資環境和百姓生活。

由中方承建的孟加拉夢想之橋 「帕德瑪大橋」正在如火如
荼地建設；孟加拉第一座隧道項目 「卡納普里河底隧道」由中
交建集團承建；由孟中電力建設的帕亞拉燃煤電站，是孟加拉
國最大的燃煤電站；中國發起的亞投行，為孟加拉經濟發展提
供資金支持，首批貸款1.65億美元，專門用於孟加拉改善電力
供應。截至2017年7月，中國在孟加拉累計簽訂工程承包合同額
301億美元，中國已成為在孟加拉國投資最多的國家。

得益於基礎設施的大幅改善，經過5年多的打拚，孟加拉生
產基地已由最初的100多人，發展至今6000人，年生產各類帽品
超過5000萬件。企業的迅速發展帶動了當地就業，工廠所在的
村莊，也從400人發展至今超過20000人定居，經孟加拉區域規
劃部門批准，該村莊已被命名為 「飛達鎮」（Mainland Town
）。而通往吉大港的車程，現已縮減至7個小時，待高速公路全
線貫通後，車程只需4.5小時。

有了孟加拉生產基地的支撐，減成本增產量，飛達帽業得
以繼續保持全球最大製帽企業的地位。我們也很高興看到，飛
達鎮的居民在參與 「製帽」的過程中，逐漸摘掉貧窮的 「帽子
」，開始用上彩電、冰箱、電風扇，有了穩定的就業和收入，
大人小孩臉上有了更多的笑容。

2018年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宣布，孟加拉國已順利通過
2018年評審，可以從 「最不發達國家」 進入到發展中國家行列
。而 「最不發達國家」 這頂帽子，自1975年以來，孟加拉國已
經戴了整整43年，是中國企業的走出去，助力孟加拉國走上脫
貧之路，是 「一帶一路」 倡議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千千萬萬的
孟加拉國民眾。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國民黨中常會日前通過決議，將以全民調方式
進行2020年大選黨內初選，並主動納入此前表態不
參與初選的高雄市長韓國瑜，廣大 「韓粉」暫時鬆
了一口氣。不過，擾攘多時的國民黨內部矛盾並未
平息，對新機制的不滿、對韓國瑜的攻擊紛至沓來
，國民黨並未實現黨內團結，反而繼續滑向分裂。

一手好牌勿成「相公」

此前，人氣超高的高雄市長韓國瑜表示，不會
參加現行制度下的黨內初選。但同時語帶保留地聲
稱「願負起責任」，輿論普遍解讀為韓希望以黨中央
徵召方式參選，以免被扣上 「背棄高雄市民」的帽
子。現在，韓參選似乎已解套。但王金平已公開表
達對新機制的不滿，並表示 「我可以跟你耗一輩子
」，火藥味甚濃。已表態參選的郭台銘則密鑼緊鼓
推進競選組班工程，動作頻頻，並得到郝龍斌等黨
內大佬支持。國民黨黨內初選還沒開始，黨內鬥爭
已經愈演愈烈。有評論稱，國民黨一手好牌卻快打
到 「相公」，「恨鐵不成鋼」之情溢於言表。

如果跳出近幾個月來島內政治紛爭的各種細節
，站在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來看待台灣需要
怎樣的領導人，答案會更清晰。今年1月，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
指出，民族復興、國家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所在
、民心所向。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福
祉繫於民族復興。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台灣任
何政黨、團體同我們的交往都不存在障礙。我們願
意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
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
泛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談判。

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歷史大趨勢

，更是對台灣人民福祉真正負責的選擇。因此，一
個合格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必須以增進台灣同胞福祉
為己任，對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歷史責任有所擔當
。如果只顧耕種自己的 「一畝三分地」 ，凡事都從
個人政治利益的角度進行算計，只會貽害台灣，殃
及民眾，甚至成為歷史的罪人。

令人嘆息的是，作為反對 「台獨」、堅守一中
的主要政黨，同時也是被台灣民意寄望於改善兩岸
關係的主要政黨，眼下令人失望。各參選人圍繞着
出線權展開激烈爭鬥，四處放話、造謠抹黑、密室
協商等遭人詬病的 「套路」不斷上演，令人質疑國
民黨仍未擺脫老舊腐朽的 「醬缸文化」、 「大佬文
化」，還是一個將一己私利置於百姓福祉之上的政
黨。

回顧歷史，國民黨因政客私心自用，輸掉選舉
的案例不少。2000年，人氣超高的宋楚瑜未能成為
國民黨候選人，憤而出走成立親民黨，國民黨分裂
導致陳水扁勝選。2016年，時任新北市長朱立倫堅
拒參選，當洪秀柱正式成為國民黨候選人後，黨內
又上演荒腔走板的 「洪下朱上」，國民黨形象遭到
重創，最後丟掉政權。

從台灣政治的實際操作看，政治人物最關心的
是選舉輸贏，他們往往在精確計算勝選機率後，再
選擇是否參選。如果面對看似 「必敗」的前景，許
多人對參選都退避三舍；而一旦局勢翻盤，勝選有
望，又會出現眾人爭相參選，初選 「打破頭」的情

況。國民黨政治人物的 「小算盤」早已被選民看穿
，如此怎能喚起選民的支持熱情？

從台灣面臨的政經形勢看，民意已經發生重要
變化。韓國瑜、柯文哲、郭台銘等非典型政治人物
的崛起，反映的是民眾，尤其是中下階層民眾與青
年對國、民兩黨傳統政治人物的失望、不滿，對台
灣經濟持續停滯、欲振乏力的焦慮，對兩岸關係可
能失控走向衝突的擔憂，以及對公平正義高效施政
的期盼。對上述問題，民進黨執政近3年來不但無
法解決，反而意識形態掛帥，以轉型正義為名大搞
政治清算、派系分贓， 「吃相」難看，喪失民心。
這本是國民黨重新崛起的大好機會，但眼看要被初
選內鬥消耗殆盡，不禁令人扼腕。

窩裏狠鬥必輸無疑

從當前形勢看，如果韓國瑜接受徵召正式參選
，國民黨勝選可能性當然較大，但也不是沒有風險
，高雄市長一職得而復失就是可能付出的代價。此
外，歷經內鬥的吳敦義、朱立倫、王金平等派系在
大選中會否全力支持韓，仍要打上問號。如果確定
郭台銘代表國民黨參選，國民黨傳統精英當然會投
票支持，但中下階層民眾的反商、反權貴情緒可能
會被民進黨挑撥，郭必須承受各種 「抹紅」 「抹黑
」 的攻擊，他能否妥善應對，也有待觀察。

是考慮民眾福祉和民族未來，還是囿於一己之
私，這是對國民黨政治人物的嚴峻考驗，也是這家
「百年老店」能否重奪政權的關鍵。明年哪個政黨

上台執政我們眼下尚不可知，但我們知道的是，如
果國民黨繼續窩裏狠鬥， 「內戰內行」，那麼一手
好牌打爛是不可避免的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國民黨要有民族大義的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