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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本周開啟對巴西、哥倫比亞、秘魯、智

利四國的正式訪問，有望與拉美國家簽署數百億美元的投資

計劃。中國社科院近日發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

（2014-2015）》指出，儘管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未

將拉美涵蓋在內，但中拉整體合作規劃的精神實質和主要內

容與之相通。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馬玉潔

中拉整體合作
乃華全球戰略「必選項」

專家看香港政改（五）
我們再看第二個重要的「歷史關節點」，即1990年
的香港「基本法」。香港回歸以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的產生，不僅要搞民主選舉，而且要逐步發

展到「雙普選」這一步的長遠目標，是中央政府領導
和主導制訂的「一國兩制」的「大法典」——香港
「基本法」第一次明確下來的。目前香港特區以「雙
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
程，它最初的、也是唯一的憲制基礎和法理根據，就
是來自香港「基本法」，而不是其他。
而且，中央政府為了體現在香港回歸以後在香港特

區推行和落實民主政治、民主選舉的誠意和決心，在
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附件二以及與香港「基本
法」同時公布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的辦法的決定》中，對
香港回歸以後「頭十年」也就是第一任、第二任行政
長官和第一、二、三屆立法會的產生，如何「根據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逐步
增加民主成分最終走向「雙普選」的長遠目標，進行
了非常具體的規定，規劃和設計了一個非常具體和明
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中央信任港人可管理好新香港
「頭十年」過後怎麼辦？香港「基本法」沒有也不

可能規劃和設計得那麼遠，但有一個非常具有開放性
的指引。「基本法」附件一規定：「2007年以後各任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
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附件二規定：「2007年以

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的
表決程式，如需對本附件的規定進行修改，須經立法
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這充分表達了中央政府對於在「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時代，在香港特區發展民主
政治的堅定信心和對已經「當家作主」的香港同胞可
以管理好、發展好、建設好新香港的高度信任。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補充說明：在香港「基本

法」的起草過程中，中央政府和各位香港「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委員達成了高度共識——回歸以後香港特
區的民主政治建設及民主化進程，必須遵循以下一些
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一是必須符合「一國兩制」的
原則，必須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
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二是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
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三是必須既保
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
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見《關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
關文件的說明》）
這些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構成了香港「基本法」

的重要立法原意。
從以上有關香港「基本法」對於香港特區政治體制

的具體規定，我們可以得出非常明晰的一個歷史結
論：香港回歸以後香港特區民主政治的建設和發展，

最根本的憲制基礎和法理根據就是中國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中央政府就是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
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之總體
方案及其「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設計者、發動
者、主導者、推動者和監督者，也就是我們通常理解
的「總設計師」和「總監理師」。

不斷有內外力干擾政制改革
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特區的民主政治建設和發
展、香港特區的民主化進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在
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援和積極推動下，在香港特區政府
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基本上是按照香港「基本
法」的設計藍圖，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有關解釋、決定之規定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向着
「雙普選」的既定目標逐步發展的。
但是，令人非常遺憾的是，香港回歸以後民主政治

建設和發展的道路荊棘重重。不斷有來自歷史的、現
實的各種因素，有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力量干擾、
衝擊和破壞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
關解釋、決定之規定的基礎上向前推進的以「雙普
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
程。這種非常不正常的情況，在2003年香港特區「七
一大遊行」以後日益凸顯出來。（作者係北京市政協
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
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基本法」第一次確定「雙普選」目標
齊鵬飛

■全國政協委員許進。 記者王頔攝

許進籲為全體抗戰英雄授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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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王頔）今年是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周年，9月3日抗戰勝利日亦
首次被列為公眾假期。全國政協
委員、清大築境規劃建築設計研
究院副院長許進在今年兩會期間
遞交提案，建議向為抗日戰爭勝
利作出重大貢獻的英雄授勳。

讓民族英雄業績永載史冊
許進從小在祖父、九三學社創

始人許德珩「國家興亡，匹夫有
責」的熏陶下成長。他表示：
「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以國
為重、挺身而出、保衛家園、視

死如歸的戰士和民眾是民族脊樑，是民族英雄。他們的業績永載史冊，
精神萬古長存。我們永遠緬懷、銘記他們。他們的精神不斷地激勵我們
振興中華，追逐中國夢。」

許進說，去年8月他曾前往雲南騰沖拜謁抗日烈士陵園。在那裡他聽
到一種說法：「抗戰初期我們每消滅一個日本兵要犧牲十名士兵，但到
了滇西戰場我們犧牲一個士兵可以消滅七個日本兵，在緬甸戰場我們犧
牲一個士兵就消滅十個日本兵……」。
許進決定為抗日老戰士做些事，隨即遞交提案，建議向為抗日戰爭勝

利作出重大貢獻的英雄授勳；向參加抗日戰爭的全體官兵頒發紀念章；
優撫健在的、曾經參加戰爭的老兵。

授勳範圍應涵蓋各個方面
許進建議民政部修訂抗日軍人撫恤優待條例並督促各級政府落實好條

例的內容，讓健在的、為數不多的抗日戰爭老英雄、老戰士有尊嚴地走
完人生的最後旅程。他表示，授勳的範圍可在民政部2014年9月1日公
布的，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體名錄》的基礎上補充調整，增加為抗戰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的、沒有犧
牲的將領和其他人士。
他認為，頒發紀念章的範圍應涵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個方面，包
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等武裝力量，國民
黨抗日將士，民主人士等。同時，應關注從海外回國參加抗戰的僑胞以
及援華國際武裝力量和國際友人。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何凡、王頔）近期，北京
市政協港澳委員、北京師範大學
宇一藝術研究院藝術總監劉浩眉
（見圖）向本刊記者表示，北京
首都國際機場的客流吞吐量排名
全球第二位，而在使用中發現，
首都機場仍存在開車進入機場登
記或出機場上車路長且非常不
便、旅客直梯擁擠但扶梯利用率
不高等問題。她建議多措並舉，
使首都機場更加人性化，合理
化。

大廳到停車樓 設施有待提升
在劉浩眉看來，首都機場T3內部井然有序，已和國際接軌，不

過在配套設施完善方面仍存在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比如從到達大廳
到停車樓的區域，就有些不盡如人意之處。
「旅客進、出機場如使用停車場，都要經過長長的通道，在標識

不清的情況下，需繞過無數車輛和人流，攜帶所有行李經過露天，
穿過馬路，才能到達目的地。這段路程要走十餘分鐘，這對於老
人、殘疾人等都是較困難的事情。」劉浩眉說。
她又指出，在航班到達的高峰期，大量旅客前往停車樓時，四部

直梯前常會擠滿旅客，但電梯轎廂一次僅能容納約4台行李推車。
「電梯門一開，人們就推車往裡擠，一些外國旅客被迫往後讓。首
都機場是國際大型機場，出現這些不文明行為，會令國人形象受到
損害。」

優化停車樓 便利旅客人群
對此，劉浩眉提出四項建議：一是優化停車樓中央區，合理佈局

停車位，為行李多的旅客提供便利，可根據情況確定上下車的位
置；二是旅客可預約免費電瓶車，將行李運至停車位，讓老人、婦
女等優先排隊；三是設置一些人性化的進出通道，保障需扶助人群
能免受打擾、快速出站、入站。四是在到達大廳出口至停車場樓之
間的通道安裝遮風擋雪的頂棚，以便行人橫過馬路。

該報告認為，中拉整體合作的
國際意義在於，中國政府針

對當前全球經濟有效需求不足和
流動性過剩兩大挑戰，率先轉向
需求潛力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
興市場，通過打造「包容性發
展」的多邊合作機制，順應全球
生產價值鏈重組和「南南合作」
的歷史趨勢，客觀上將加速自身
經濟結構和模式轉型，並帶動未
來世界經濟增長。
據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

員會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每增
長1個百分點，可拉動拉美經濟增
長0.5個百分點。報告指出，隨着
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中國政府和

企業也對資源豐富、市場廣闊的拉美地區更加青睞。從中國的域外整體
合作機制的全局設計來看，中拉整體合作是中國全球戰略中的「必選
項」。
提升中拉產能合作水平，是李克強此次出訪的重點之一。國研中心世
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全國政協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丁一凡（見
圖）向本刊表示，合格的勞動力是實現工業化的前提，拉美國家加強與
中國產能合作、承接中國產業轉移，亟需提升國內基礎教育水平。

丁一凡：拉美需改善基礎教育
「為什麼中國的工業化進行得比一般發展中國家都好，特別是當中國
打開國門吸收外國資本後，眾多大型跨國公司願意到中國投資，在很大

程度上並不是因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低，而是勞動力水平高。」丁一凡
說，現在中國對拉美國家的投資主要是農業開發、礦業開發和基礎設施
建設等，真正的工業產業轉移並不多，其主要原因在於勞動力水平制
約。為此首先要加強的是拉美國內基礎教育，讓勞動力成為生產線上的
合格工人。
中國前駐玻利維亞、巴哈馬、哥倫比亞大使吳長勝亦表示，拉美是中

國出口商品的重要市場和投資的重要目的地國，也是重要的資源和能源
的進口來源地。「此次訪問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雙邊經貿合作還處在
戰略機遇期，要抓住機遇，尋找開闢新的合作領域和項目。而中拉在產
能方面，互有優勢，互有需求，互為機遇，此訪將會在中拉產能合作方
面提出新思路新舉措，在雙邊在產能合作方面進行探索，達成一些合作
項目並簽訂協定。」

■■目前中國是拉美第二大貿易夥伴國目前中國是拉美第二大貿易夥伴國。。圖為在巴西聖保羅圖為在巴西聖保羅，，民民眾參觀展出的中國某品牌汽車眾參觀展出的中國某品牌汽車。。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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