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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林鄭月娥接受本報專訪重溫習近平「七一講話」

時刻從中學習施政之道

去年是國家 「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在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下，港深合作勢將邁上新台
階，社會普遍期望特區政府把握好機遇，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林鄭月娥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香
港與深圳是重要的合作夥伴，未來必將有更緊密的
關係，她深信港深將譜寫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雙城故
事。

國家改革開放初始，一些港商率先到內地投資建
廠，先行引領的作用卓然，為改革開放事業作出歷史
性貢獻。令林鄭感到自豪的是：當她在2018年11月
率團前往北京，出席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的活動
時，習主席更是高度表揚港澳同胞作出的貢獻。

港深山水相連，在過去40多年來，兩地一直保持
緊密的合作關係。近年，深圳市的地區生產總值
（GDP）超越香港，引起社會關注。林鄭月娥並不介
意相關比較，她認為這是發展的必然，因為國家已強
大起來。而在深圳不斷改革開放發展壯大的過程中，
香港不單是參與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惠者，外界
期盼港深未來能充分發揮大灣區內的 「雙引擎」功
能，創造更輝煌的 「雙城經濟」。

創科合作是港深合作重要一環
林鄭月娥表示，深圳是香港關係最緊密的合作夥

伴，她在擔任政務司司長及行政長官這10年間，工作
上最愉快的事情之一就是與內地合作，無論是與中央
部委或是各省市，都讓她充分感受到國家對香港的關
愛與支持。

而港深合作自然是其中的重要篇章。合作幾乎涵蓋
了方方面面，林鄭月娥以兩地基建合作為例，她先後
以發展局局長、政務司司長、行政長官的不同身份參
與其中，擔當重要角色，代表特區政府出席或主持多
場粵港聯席會議、深港合作會議，期間與不少廣東省
政府和深圳市政府相關官員從結識到熟稔，建立起深
厚的互信，包括先後擔任深圳市主要領導的馬興瑞、
許勤、王偉中等，雙方共同落實多項重大項目，包括
蓮塘/香園圍口岸、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等。

為持續推進港深合作，特區政府已與深圳市政府逐
項梳理工作，並已成立 19 個工作專班，期間探討了
「港車北上」、新皇崗口岸建設、因應新冠疫情而產

生的跨境運輸等各項議題。林鄭月娥指出，創新科技
是當中重要一環，而落馬洲河套區正是香港與深圳
互補性最強的地方，她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基礎研
究、原創性研發、創科金融、金融科技的上市等，
深圳的優勢則包括創科產業與製造業等。

冀北都會開啟港深合作新時代
林鄭月娥坦言，香港過去對深圳的高科技發展關注

不夠，未有充分發現雙方的互補性，結果錯失了發
展機會，而 「北部都會區」的誕生，真正體現了新
時 代 的 港 深 合 作 ， 再 也 不 是 傳 統 上 的 「前 店 後
廠」，或單純的出入口貿易。她解釋，以前香港將
工廠設在深圳，現在則更要求高科技含量、設計元
素豐富，因為深圳也是 「設計之都」，創科合作之
外，她相信兩地未來也可在文化藝術體育等方面加
強合作。

林鄭月娥說， 「港深這兩個（城市）是全世界獨一
無二的雙城故事，獨一無二之處在於雙方會隨兩地
發展，不斷轉變其角色，因此是一個有機的發展。」
她對雙方未來的合作充滿期盼，相信會有更緊密的關

係。

寄語港青親身體驗大灣區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香港帶來發展新機遇，
林鄭月娥寄語香港青年，應親身到大灣區體驗，多參
加深入的交流團，不要只聽人代言。她說，政府舉行
過專題形式的實習團，讓青年到敦煌研究院、故宮研
究院、中國科學院等機構實習，參加者事後的評價都
是正面的。

為鼓勵和支持青年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和發展
事業，林鄭月娥在2020年的施政報告推出 「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參與計劃的企業須在香港按照香港法
例及以不低於月薪18000港元聘請目標畢業生，並派
駐他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及接受在職培訓。政府
會按企業聘用的每名畢業生，發給企業每人每月1萬
港元的津貼，為期最長18個月。

林鄭月娥表示，因為內地工資較低，因此特區政府
幫你一把，給予僱主津貼，希望能讓年輕人邁出走進
大灣區的第一步，親身體驗內地的城市是怎樣的。

習主席 「七一講話」 裏面好多精
華，我在辦公室有一本，在家裏有
一本，一有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去
翻那本書。

香港時常有爭論，要大家都很聽
政府的話，對特首很滿意，我相信
做不到，這是香港的特質。

如果為了同行，你拉我離開了
「一國兩制」 ，我就寧願不走。我

只能說我盡了努力，但不會犧牲原
則性的東西。

深圳是設計之都，港深合作有
很好的出發點。創科是深港合作最
主要的一環，這也是深圳同香港互
補性最強的地方。

港深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雙城故
事。香港跟深圳應該是最緊密的合
作夥伴。

5年光陰荏苒，如今離任在即，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接受本報專
訪時感慨萬千。她坦言，過去5年
香港大起大落、充滿挑戰，但她
「真的已經盡了努力」 ，最重要的
是時刻從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重要講
話中學習施政之道， 「我一有想不
通的事情，就會去翻那篇 『七一講
話』 （《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 五 屆 政 府 就 職 典 禮 上 的 講
話》）， 『四個始終』 教會我怎麼
處理各種問題！」 隨香港國安法
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香港最終撥
亂反正，重回 「一國兩制」 正軌。
香港商報記者 木子 莊海源 黃

雪峰 羅璇
(尚有部分專訪內容刊A2版)

林鄭月娥暢談港深合作

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雙城故事

林鄭月娥接受商報專訪時坦言，習主席5年前視察香港時的 「七一講話」 教會她處理和解決香港發生的各種問題。
記者 蔡啟文攝

林鄭月娥指出林鄭月娥指出，，香港北部都會區的誕生香港北部都會區的誕生，，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新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新
時代的港深合作時代的港深合作。。創科合作是當中重要一環創科合作是當中重要一環，，落馬洲河套落馬洲河套
區正是香港與深圳互補性最強的地方區正是香港與深圳互補性最強的地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修例風波」、新冠疫情，令香港一度風雨飄搖，林
鄭月娥施政路上可謂荊棘滿途。 「其實，習主席早在5年
前就提醒過我們了！我覺得 『七一講話』裏面有很多精
華，我在辦公室有一本，家裏有一本，一有想不通的事
情，我就去翻那本書！」她坦言，遇上問題時，就想起
習主席講話中提到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
業，實踐時會遇到新問題， 「我就會安慰自己，不用擔
心，主席也預見了，在這個過程中會有新情況！」

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
更重要的是，習主席的講話還給出了問題的解決方

法， 「他還會教埋我怎麼處理，概括來說就是 『四個始
終』。」林鄭月娥一直將 「四個始終」牢記心中：始終
準確把握 「一國」和 「兩制」的關係；始終依照憲法和
基本法辦事；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始終維護和
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林鄭月娥認為，過去5年是香港的多事之秋，但卻能令
更多香港人理解掌握好 「一國」和 「兩制」的關係，
「早期太多人強調香港自己的制度，但你要先知道你是

國 家 一 部 分 ， 要 以 『一 國 』 為 主 ， 然 後 再 說 『兩
制』。」她指出： 「以前（很多人）真的有些迴避，其

實（明明白白地）講共產黨又有什麼問題呢？這是國家
的執政黨！」

在國家安全方面， 「七一講話」中提到，香港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制度還須完善。林鄭月娥直
言，任期後一半最為艱難，卻因禍得福，國安法正式實
施，香港從此有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和執行制度，包
括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警隊國安處、專門檢控部
門和指定法官等等，社會終於撥亂反正， 「被逼到牆
角，就會反彈，令到你回到 『一國兩制』的正軌」。

實事求是任內四度尋求釋法
與此同時，香港社會也逐漸習慣了依照憲法和基本法

辦事。林鄭月娥指出，以前香港不習慣釋法，甚至視為
負面動作，因此各方都會盡量避免，但她任內連續四次
尋求人大釋法，以解決香港無法自行處理的問題，包括
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以及延長立法會任期，等
等。

至於習主席提到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
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林鄭月娥表示，今
屆政府已將中國歷史這門很重要的課程放進初中的必
修課，去年更加用公民及社會發展科代替了通識科，

然後還要求新入職的教師要考《基本法》和宣誓等
等。

北都會明大嶼須繼續跟進
「七一講話」也提到，香港經濟發展面臨不少挑戰，

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林鄭月
娥表示，這幾年香港確定以創科作為新的經濟增長動
力，而原本強勁的港口吞吐量在弱化，於是政府就加強
海事服務。她強調，今屆政府也力長遠發展，北部都
會區、明日大嶼都是聚焦未來發展的藍圖，但須要繼續
跟進。

盡力維護和諧不會犧牲原則
林鄭月娥覺得最難的是維持社會和諧， 「我真的盡力

了！」她直言，香港社會時有爭論，很難讓大家都聽政府
話，都對特首很滿意。任內的頭一兩年好像很和諧，她經
常出席不同團體政黨的活動，甚至和泛民議員赴京滬，但
表面的和諧無法持久，有些人反對中央，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已無法 「同行」， 「如果要拉我離開了
『一國兩制』，我就寧願不走了。我只能說我盡了努力，

但是我不會犧牲原則性的東西。」

林鄭月娥與商報記者合照。 記者 蔡啟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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