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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本港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回望香港回歸祖
國25年，這是中央、香港以及市民一起推進的歷程。雖然香港曾經走過
風風雨雨，但都能克服種種困難。他有信心地表示，有中央的支持，加上
全港市民團結一致， 「一國兩制」 下半場一定可以開啟新篇章、新局面，
令 「一國兩制」 實踐更輝煌。 香港商報記者 林駿強

「一國兩制」下半場更輝煌
工聯會會長吳秋

北暢談對香港回歸
25年的感受。

記者馮俊文 攝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宣讀勞動節宣言。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身兼多職，除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外，也是立法會議
員。他強調，工聯會一直抱着 「參政
為勞工」的宗旨，並體會到立法會在
完善選舉制度後出現新局面，期望議
會要發揮好作用，既監督政府，同時
要配合及完善其施政，令社會不斷改
善，形成良性循環。對於候任行政長
官李家超及新一屆政府，他很有信
心，認為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在李家
超帶領下，香港可開啟良好的新篇
章，更進一步是可早日告別劏房。

吳秋北肯定地說： 「工聯會一直以
來的參政都是為了勞工，無論是人大
代表、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各諮
詢架構等都是。」工聯會的參政者意
識很強，參與絕不是為個人，亦不斷
強調這使命感和精神，從而真正為市
民、打工仔改善權益，反映勞工、市
民的關切。

立法會在完善選舉制度後，產生了
新議會。晉身立法會的吳秋北對此有
切身體會，他認為現時的議會正處於
新局面，可謂脫胎換骨，應要好好發
揮議會的作用，一方面監督政府，亦
要配合政府依法施政，幫助政府不斷
完善政策。他續稱，議會在法律上、
財務上都要為政府給予更好的支持，
而當撥款得到支持，立法獲得保障，
好的政策才可落實，如政策有不好的
地方，議員都要作出批評及監督。

吳秋北特別指出，近年來的 「黑
暴」、新冠肺炎疫情都突顯香港的短
板。他希望政府推動變革，從而提升
管治能力。他直言政府應更強調以人
民為中心，這在國家適用，放在香港

同樣適用。
他提及李家超在選舉過程中，
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各界

別的支持度很高，而這是
重要的基礎。他說有了這
勢頭，社會將更團結，

可做更多事。香港累積的
深層次矛盾，如貧窮、房

屋、勞動力下降、人口老化
等，都要有計劃、有步驟地解

決。他明白當中的過程不是一朝一
夕，要制訂時間表、路線圖，但有了
中央、市民的支持，相信這些問題將
得到更好的解決。

期
待
下
屆
政
府
解
決
深
層
次
問
題

國家迅速發展，為香港帶來各種機遇。吳秋北
說，香港可從 「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中找
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日後也可與深圳加強合作，並
將創科發展成果在大灣區城市做好對接。他亦希望
香港青年人各盡所能貢獻國家，實現自我成就。

吳秋北指出，國家的 「十四五」規劃幫助香港重
新定位，除了金融、貿易這些固有優勢外，更提出
新增長點，如科技創新、人民幣交易中心、中外文
化交流中心、法律仲裁等。他說香港在新潛力、新
優勢之下要用好國家政策，與其他大灣區城市緊密
合作。他認為，科研團隊的成果要化為商業及產
品，大灣區城市就最能對接，因此香港要把握機
遇。他說要發展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香港也擁有獨
特的位置，能讓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一同交流
接觸，從而發展文化產業。

港深錯位發展加強合作
吳秋北指出，香港目前出現人口老化，還有勞動

力的持續下降。相比之下，深圳的平均勞動力年齡
30多歲，是一座年輕、有活力、有潛力的城市，同
時還吸納全國精英人才，既開放也發展得很快，生
產總值超過香港，勢頭愈來愈強。他提醒說： 「不
是妄自菲薄，香港有很好的基礎，如金融、專業服
務等現代服務業服務水平，深圳或許未追得上，但
是香港的規模要超過深圳，是沒太大可能。」他認
為香港要與深圳錯位發展，加強合作，從而帶動經
濟。

吳秋北續稱，在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是組成部
分，是當中的一分子。深圳前海對於香港有優惠政
策，而在發展現代服務業時，香港要更積極地參與
其中。香港要好好把握出現的新增長點、新希望。

工聯會於上世紀90年代起，已在深圳設立諮詢服
務中心，服務當地港人。吳秋北說，港人需要工聯
會幫忙時，如在深圳遇到突發事件，深圳當局與工
聯會是合作無間的。他形容這是獨特的地位，也是
對工聯會的認可。他再舉例，疫情期間工聯會要為
滯留內地的港人送藥，就要得到深圳海關和各部
門支持。

年輕人應抓緊國家機遇
吳秋北認同年輕人應抓緊國家機

遇，同時也要認識國家，令他們
重新找回作為中國人的自
尊、自信。他期望年輕人
要加強國家民族意識，而
且要去思考： 「作為中
國人應有的身份、自尊
和自信，要更好理解國家
及中華民族是怎樣來的，要
理解自己身處的時間節點，要
知未來該走什麼新方向。」

回望許多中華民族先輩都有志
氣，因此吳秋北冀望本港的年輕人要繼
承。他說，現時國家是近百年來，最接近
成為世界第一、最先進、最強的時刻。他稱
年輕人如果沒深刻理解這過程，可能迷失方向。
他堅定地說： 「近百年的大變局，是東升西降的變
局。年輕人要找回自信，（國家）將會重新站在世
界最前列，年輕人要有使命感、參與度，要有責任
和擔當。」他寄語年輕人各盡所能，發揮自身能
力，為社會、國家作貢獻，乘國家發展好勢頭，同
時實現自我成就。

工聯會一直堅持為勞工爭取權益，是香港的重要工
會。吳秋北指出，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工會與政府的
關係有所改變。與港英時期受打壓截然不同，回歸後
勞工的形勢有所改變，當家作主意識提升，工會與政
府的關係亦得到改變。工會在回歸後採取 「支持、合
作、批評、監督」方針，各項勞工政策亦有進展，包
括成功爭取最低工資等。除了最低工資外，其他議題
如退休年齡、婦女產假、取消強積金對沖等，也都有
一定的進展。

吳秋北表示，在勞工權益的爭取上，要團結各方力
量，在討論中達成共識，並取得成果。他語重心長地
說，勞工待遇要伴隨社會不斷提升，否則社會將失衡。

他總結稱： 「勞工不安，社會不明。」在新時代工
運下，社會要做到共建、共勞、共享、共贏，社會一
起進步，勞工亦能分享成果。他預期這過程會曲折、
艱巨，但仍相信當中希望。吳秋北表示，他有耐性為
勞工爭取，令勞工的待遇持續得到改善。

吳秋北亦說，社會持續面
臨新轉型，未來會更重視
高科技、人工智能、
高端行業。他同時提
醒，香港本身產業
過於單一，依靠金
融、專業服務、貿易
等 「支柱」，打工仔出
路較窄，疫情下僱員的就
業質量不好，他們較難找安穩
的工作，更形成在職貧窮。他表
示，要推進香港產業多元化，有新
的經濟、產業增長點，帶動更多本地就
業機會，同時提升就業質量。這正是與國
家經濟發展更好地融合的機會。他希望，香
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住機遇做好轉型，效
率也會更高，否則香港打工仔恐陷入困境。

「十四五」助港尋覓新增長點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持續改善勞工待遇

吳秋北表示，香港回歸祖國25年，是不斷成長的
過程，也是 「一國兩制」不斷完善的過程，更是值
得紀念和慶祝的日子。他憶起1997年7月1日，香
港回歸祖國的當天，仍然覺得很激動。他說： 「我
們這一輩人，有幸參與其中，適逢其會。國家的復
興與富強，香港 『一國兩制』是重要的一分子。這
一輩人躬逢其盛，更要多做貢獻。將來回頭看，會
為參與其中而感到自豪。」

他指出，對 「一國兩制」50年不變而言，現在正
是實踐的中途，並將開啟新局面。香港正處於回歸
25年的節點上，正值 「一國兩制」下半場的開始，
因此開局要做得更好，鋪好基礎。

他回顧道，自己在1997年左右開始參與工會，往
後在工聯會的工作，尤其是在反違法 「佔中」、與
「黑暴」及反中亂港分子作鬥爭的經歷中，對國家

在實踐 「一國兩制」的決心、對香港的大力支持有
着深刻體會。他表示，關於維護 「一國兩制」、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工聯會不僅參與其中，更是
積極的參與者。他引述國務院副總理韓正的說法：
「（工聯會）是愛國愛港的主力軍，是實踐 『一國

兩制』的同盟軍。」

「愛國者治港」將更充分落實
吳秋北續稱，中央訂立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

度後，3場重要選舉包括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
選舉，以及行政長官選舉得以順利進行。有了這些
基礎，在法律憲制的基礎保證下，接下來香港要更
充分、準確地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推動特區
政府進行社會、各方面的變革，達到良政善治，將
「一國兩制」推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香港回歸是全國的事情，在祖國強大的支持下
才能成功。 『一國兩制』的實踐，需要祖國強大的
支持。回歸25年是值得喜慶的日子，也要與內地同
胞共慶，分享喜悅及自豪。」吳秋北如此說，中央
對香港的支持是全方位的、無微不至的、全心全意
的。

他對於祖國對香港的支持，懷着很大的感恩。身
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他，翻查了歷屆、歷年人大
代表開會時，都會有段落撰寫香港部分；有關香港
「一國兩制」實踐，每年的人大工作報告中一定會

提及。這都顯示了國家對 「一國兩制」實踐的意志
及決心。正因為這個基礎，就能理解國家為何這麽
大的力度支持香港抗疫；而當香港經濟不好的時

候，亦給予支持，如金融風暴時，國家資金
的鼎力支持。他進一步說： 「無論香港

甚麼情況，在順境還是逆境，都會
得到國家更大的支持。香港是唯

一受到國家如此重視的。」

工聯會是愛國愛港主力軍

特首林鄭月娥(左)
早前到訪工聯會，

感謝義務協助寄
藥行動。

吳 秋 北
出席立法
會大會。

吳秋北
表 示 ，

2004 年起與
內地工會合作，

先後在廣州、深圳、
東莞、惠州、中山、福

建設立諮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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