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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早在 3月份，中央舉行兩會會議前，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調查結果發現，近九

成被訪者並不認識《十一.五規劃》，表示完全不認識的，亦有六成八；另外，更有七成

六受訪者表示，從未聽過國家已經提出了《十一.五規劃》綱要。當時的情況實在令人

擔心。 

 

    要避免自我邊緣化 

 

    國家的《十一.五規劃》綱要，是首次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遠角度，就香港

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可扮演的角色提出建議，並提出「支持香港發展金融、物流、旅遊、

資訊等服務業，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中心的地位」。從宏觀的角度來看，

這是香港一個難得的機遇，香港人可以從中發掘無限商機，使香港經濟能夠更有利地成

功轉型及持續發展。 

 

    然而，對於這個重要的國家《十一.五規劃》，香港市民的認識明顯不足。因此，我

們建議特區政府積極向各界宣傳、介紹《十一.五規劃》，利用香港的優勢，加速內地的

發展。有了特區政府帶動，傳媒也會積極報道《十一.五規劃》的消息，有助全面加深

市民對國家發展的了解。很高興「十一.五論壇」日前舉辦了一次大型座談會，邀請人

大副委員長許嘉璐出席。許嘉璐向港人表示，香港不會被邊緣化，強調《十一.五規劃》

下，內地沿海城市，沒有一個可以取代香港的地位。這次的研討會，有拋磚引玉的作

用，希望能作為一個好的開始，香港人今後可以再作深入的探討。 

 

    市民對《十一.五規劃》的認知度不高，主要亦是因為市民尚未了解到該規劃是國

家未來五年重點發展藍圖，以及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意義。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日前在

「十一.五論壇」上提到，《十一.五規劃》對香港來說，既是機遇亦是挑戰，香港要認真

思考如何維持競爭力，以防被邊緣化。我認為，作為香港特區第二號領導人，關注、擔

心香港邊緣化，是理所當然的。在《十一.五規劃》下，香港配合國家在金融、物流、

製造業和服務業等範疇，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問題是香港人的心態必須改變，不能

只顧自己利益，而應尋求雙贏共享的優勢，以免自我邊緣化。 

 

    港人有用武之地 

 

    3月 29日在銅鑼灣禮頓山社區會堂舉行由香港青年聯會和多個青年團體所合辦的

「香港青年關注十一.五論壇」，邀請了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副司長徐林，在名節目主

持人吳小莉主持下，與香港青年人真情對話。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中聯辦黎桂康副

主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和香港電台台長朱培慶也參與該論壇。 



 

    香港青年工業家姚祖輝在會上表示，香港其實在製造業方面貢獻是非常大的，因為

我們聘請了 1200萬製造業工人，不過，我們的廠房大多數是在珠三角一帶。無論從純

理論還是實際操作的角度，姚祖輝的見解和論調是合邏輯和有根據的。 

 

    在《十一.五規劃》下，未來五年國家將積極發展一項香港人不大認識的現代化鄉

村計劃，發展鄉鎮企業將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在這方面，香港企業家和商人，肯定會「英

雄極有用武之地」，可大展身手和才華，從而帶動香港經濟和製造新就業機會。除了在

製造業之外，香港在文化、建築、環保、道路建設等多個領域，透過積極參與，都可在

《十一.五規劃》各不同項目中發揮力量，為己為人，推動內地與香港經濟。至於如何

推動和落實香港的積極參與，還須香港各界精英和特區政府共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