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 年 12 月 9 日（星期四） 

香港太平山、城市及葵青獅子會 

2004-2005 年 12 月聯合午餐例會 

律政司司長梁愛詩女士致辭全文 
 

 

梁麗貞會長、潘福生會長、鍾艷玲會長、各位國際獅子

總會港澳 303 區和分區的領袖、各位獅兄獅姐、女士們、

先生們： 

 我很高興出席今天香港太平山、城市及葵青獅子會

2004-2005 年 12 月聯合午餐例會，和各位相聚，分享一

些大家關心的問題。 

2. 獅子會以“我們服務＂為目標，凝聚社會精英，支

持及參與不同的社會服務，出錢出力，造福社群，並從

服務中體會世情，超越自我，近年更拓展內地工作，憑

著優秀傳統，發揮獅子精神，衝破地域界限，相信日後

發展，更創高峰。 

3. 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討一下我們的價值觀和香港的

前景。1841 年前，國內及國際對香港所知甚少。上世紀

二十年代，香港考古研究才開始，從這些考古研究，我

們認識到香港的歷史可追溯至六千多年前。但是，到十

九世紀四十年代，香港只有三千多村民，分佈在 20 多條

村落，自 1841 年開埠以來，香港逐漸發展為一個商業中

心，並開始有華人從內地移居。由於清廷腐敗，中國在

十九世紀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英國憑著三個不平

等條約，把香港變成為它的殖民地，統治了 156 年。其

中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立，隨後封建主義，軍閥勢力，

官僚主義，連年戰亂，內憂外患，把中國折騰了差不多

半個世紀，直至 1949 年新中國誕生。建國初期，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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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不少曲折的路，自 60 年代初，邊境控制的收緊，使

香港與內地的人流物流幾乎中斷，香港的政治、經濟、

社會和文化的發展，不得不向外求，內地實行社會主義，

香港實行資本主義，兩地的差異，越走越遠。1980 年代，

經過兩年的談判，中國和英國在 1984 年 9 月草簽了關於

香港問題的聯合聲明，開始準備香港回歸的路程。1997

年 6 月 30 日子夜，中英兩國政府舉行了交接儀式，為香

港憲制掀起了新的序幕，從合至分，從分至合，香港回

復為中華人民共和國不可分離部份、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的一個特別行政區，按照「一國兩制」、「港人治港」，

享有高度自治和獨立的行政、立法和司法權。 

4. 在第一屆政府就職時，行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演辭

鈎劃了香港的使命和理想的蓝圖。我们的憧憬就是：迎

接歷史新事業帶來的一切挑戰，確保香港繼續繁榮安

定，負責任地運用《基本法》賦予的高度自治權；保持

行政、立法、司法機關獨立運作，大力肅貪倡廉；特區

继續推行自由經濟的政策，奉行自由企業和自由貿易的

政策，審慎理財的方針，強調行政主導和高效率的公務

員體系，為香港市民和投資者提供良好的環境；崇尚自

由，致力維護香港市民自由和生活方式，講求法治，確

保在法律面前人人平等；建設人人安居樂業的社會，讓

各階層人士都有機會參與公共事務，按照《基本法》的

規定，發展民主。在社會價值觀方面，我們主張香港文

化多元化發展，加強市民對中國優秀傳統價值的尊重和

認同，包括孝順父母、重視家庭、謙遜厚道、自強不息；

我們重視社會和諧，避免對立；維護個人權利，同時要

承擔社會責任。推動祖國的建設事業，邁向振興中華、

統一祖國是我們宏偉的目標。 

5. 回歸以來，香港經歷了嚴峻的考驗：禽流感、金融

風暴、居留權的風波、泡沫經濟的爆破、房地產市場的

下滑、經濟轉型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帶來的挑戰，非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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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的襲擊，加上種種改革和滅赤帶來的陣痛，引起市

民對政府的埋怨，政府官員不断受到市民和政治人物的

指責。但是，我們從沒有放棄當初的理想，香港仍然是

亞洲經濟最自由的城市，擁有比較完善的法律制度，司

法獨立，政府亷潔，公務人員勤奮守法；人民享有「基

本法」所保障的一切權利和自由，特別是言論和新聞自

由，並能從許多渠道表達意見，批評政府；文化能夠多

元化發展，融合中西方的精華；我們的社會，仍然是安

定、公平、自由、民主、並充滿愛心。  

 6. 經過這幾年的奮鬥，加上中央政府給我們的大力支

持，包括貨幣的穩定、「非典」時期的支援、自由行、CEPA

等一系列的措施，大體上香港經濟發生了強勁的反彈。

明年勢頭還是好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繼續發揮優勢，背

靠祖國，面向世界，迎接時代的挑戰。國家發展的形勢，

也是大好的，從十六大四中全會的報告，我們不但看到

领導人对經濟發展的策略，还看到他们对民主、法治發

展的决心，對社會安定和諧的重视，對發展國際關係和

維護世界和平的信心。對香港的前途，我們還是十分樂

觀的。 

7. 自今年初，我參加了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就 2007

年行政長官的選舉和 2008 年立法會的選舉辦法，進行研

究和諮詢的工作，按《基本法》的規定，推進民主政制

的發展。相信在座有些獅兄獅姐，也有參加政制發展的

論壇和會議。小組期望在不久將來發表第四號報告書，

逐步營造社會在這方面的共識。經過專責小組的工作，

我們期望市民更了解《基本法》，更了解中央和特區的關

係，更了解中央政府在香港政制發展的角色。 

8.  近日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建議、紅灣半

島、領滙上市等問題引起很大的爭議，時間不容許我一

一答辯。我只想提醒大家，這些事項的處理都經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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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程序，有不同的監管機制。這些事情能夠公開地

諮詢市民、公開地討論，可見這個是高透明度的政府。

我希望公眾能夠公平理性地去討論事件，在完全沒有証

據情況下，不應亂扣官商勾結或利益輸送的帽子。從近

日上訴法院裁定政府在公務員減薪法例敗訴，政府申請

上訴至終審法院，雙方同意按法律程序去解決爭議，可

見法治精神，鞏固地建立在我們的社會裡，大家都尋求

理性地解決問題，而無須拼個你死我活。 

9.  香港的確存在不少的問題，令我們察覺施政的困

難，特別是在財政緊絀和有需要平衡各階層利益的時

候。在逆境中我們汲取教訓，深刻反省，採取各種方法

拉近與市民的距離，回應他們的訴求，與他們合作。我

們不要被問題嚇怕：在排除障礙的過程，我們顯示了堅

韌力，那怕在這個過程，有些人受到創傷。從殖民地回

歸祖國，我們漸漸找到了國民身份的認同，越來越多市

民以作為中國人為榮。走在歷史前面，從來就是最艱苦，

衝擊也是最大的，但也是最有意義的任務。建設香港的

任務不但由公務人員去承擔，在座各位、全港市民和各

位傳媒朋友，這個也是你們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