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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春剛過，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就對美
國進行了正式訪問，拉開了今年中共高層訪
問和中美高層接觸的序幕。習近平副主席此
訪雖然有三個國家，但重頭戲還是在美國。
要深刻理解此次訪問的重要意義，恐怕要從
中國國內、美國國內、中美關係和全球角度
等多方面來解讀。
首先從中國國內看。今年中國將迎來中共的

十八大，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習近
平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身兼國家副主席、中
央軍委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和中央書記處書
記等數個重要職位。此次習近平訪美因此被一
些媒體稱之為他接任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前的一
次外交熟悉之旅，也是為其主掌外交事務尤其
是處理對美關係打下感性基礎。
其次從美國國內看。年底美國將舉行總統大

選，現在選舉已經拉開序幕，美國兩黨初選正
處於激烈競爭中。共和黨還是民主黨贏得大
選，不僅決定美國國內政策走向，還將影響對
華政策，決定今後四年誰將與中國領導人打交
道。因此，習近平訪美與美國國會、各黨派、

各界人士廣泛溝通，可以說是一次認識之旅，
為今後中美關係打下人脈基礎。
第三從中美關係看。今年是尼克松訪華和

《上海公報》發表40周年，習近平副主席訪美
顯然具有特別的意義。習近平在訪美過程中
專門會見基辛格等為推動中美關係發展做出
重要貢獻的前政要，目的就是借此向美方和
世界發出中方重視中美關係並希望推動中美
關係繼續向前發展的積極信號。
第四從全球角度看。當前中美關係在繼續

深入發展同時也面臨不少新的問題和分歧，
這包括美國重返亞太與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戰
略關係，在敘利亞、伊朗和朝核等地區問題
上的立場，在貿易逆差、相互投資、人民幣
匯率等問題上存在的分歧。中美雙方需要在
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加強高層溝通和戰略對
話，增進互信，加強合作，妥善處理分歧，
繼續推進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
伴關係不斷向前發展。這不僅符合兩國人民
的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期望。
（轉載自《紫荊》雜誌3月號，內容有刪節）

習近平訪美展示獨特外交新風格
3月4日，《蘋果日報》

頭版標題是「反貪曾倒
唐梁 5300人上街怒

吼」、「高舉龍獅旗 緬懷昔日香港」、
「倒董再倒曾」。這些標題很能說明《蘋果
日報》和反對派對於特首選舉的一系列部
署和意圖，也是反對派利用特首選舉玩弄
陰謀詭計的自供狀。他們利用特首選舉的
機會，不斷爆材料，不斷向兩個建制派候
選人大肆攻擊，從而否定香港的選舉制度
和憲制。
許多人都會質疑，為什麼最近有那麼多

黑材料，而且選擇在關鍵時間發放，與此
同時，又有人在愛國愛港陣營中大肆挑撥
離間，插贓嫁禍。特首選舉一開始，《蘋
果日報》和反對派的報紙，就不懷好意，
以豬和狼去形容唐英年和梁振英，惟獨不
用動物去形容何俊仁。對所有抹黑的材
料，《蘋果日報》都採插贓嫁禍，賊喊捉
賊之策，說是由唐營或梁營所散發，從中
達到製造建制派分裂的目的。但是有一個

現象非常奇怪，爆料火乘風勢，一發不可
收拾，為什麼從來沒有人去揭發何俊仁的
材料？這說明了爆料的人有龐大的情報背
景，有強大的組織，也有深謀遠慮的選舉
工程，他們在醜化現行選舉制度，醜化其
他候選人的時候，卻高度地保護何俊仁的
形象，難道這是巧合嗎？
反對派3月3日的「大遊行」，的確是在

重施2003年之故伎，挑動公務員對特首的
不滿，企圖製造信任危機。俗語說，月暈
而風，礎潤而雨。反對派正在製造一種形
勢，一種政治氣氛，在香港社會製造分化
和對立，企圖衝擊香港的政治穩定。最近
的一連串表演，說明了他們要大造輿論，
要通過黑材料，否定「一國兩制」。他們
鼓吹香港走向獨立，舉起了象徵殖民治權
的「龍獅旗」，大喊「香港自治」口號，
《蘋果日報》還畫公仔畫出腸，在標題中
突出「緬懷昔日香港」。
當前香港的選舉的確出現了一些不應該

出現的情況，對於這種局面應該冷靜面

對。可以看出，代表境外勢力的反對派喉
舌報紙是最近混亂局面的策動者和得益
者，去年4月開始，他們就製造輿論要在
香港搞「紫荊花革命」，每星期都要舉行
遊行。後來，由於主流民意的抵制，「紫
荊花革命」並沒有成功。所以，最近他們
搞了一系列動作，既要不斷抹黑唐英年和
梁振英，更要加鹽加醋，攻擊曾蔭權。這
是唯恐天下不亂的部署。反對派遊行的
「倒曾」、「緬懷港英」、「兩地交流帶來
腐敗」口號，可以說是不打自招的招供
狀。
反對派正在玩火，利用特首選舉，一時

說要上街遊行示威，一時說要投白票，一
時又要散播「流選」的流言蜚語。因此，
愛國者千萬不要被各種反對派製造的假象
蒙蔽，一定要加強團結，顧全大局，追求
和諧，尋求共識，粉碎那些挑撥離間的陰
謀，「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這樣，
《蘋果日報》的挑撥離間、賊喊捉賊的宣
傳伎倆就不可能得逞。

一、建設文化強國的重大意義
文化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精神與靈

魂。文化的功能是塑造人、感化人、美
化人，使人有高尚的人格、堅定的信
仰、美好的追求，對大自然講恩德與敬
畏，對人際關係講誠信與和諧，對個人
的行為講約束與律己。然而，近年內地
經濟高速發展，財富急速積累，文化建
設卻大大滯後了，導致社會道德渙散、
是非判斷模糊，形成過分看重利益、漠

視道德倫理的畸形社會態勢。內地貪污
嚴重，人心冷漠，見死不救（「佛山小悅
悅」悲劇的典型性）等令人悲哀痛心現
象，無不與此有關，也更加凸顯文化建
設的重視性。我們必須透過弘揚中華文
化中所包括的禮義廉恥價值觀，使人民
在文化的浸潤中提高素質、規範行為、
昇華境界、提升人格，從而促進經濟健
康發展、社會和諧穩定。
從國際層面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

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
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
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
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
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
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
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
動。
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經濟大國，如果要想

成為世界強國，必須要有繁榮的文化，要
讓世界了解中華文化，要有能夠走出去的
文化企業和產品，為我國的現代化事業創
造更加良好的國際環境。

二、關於發揮香港窗口平台

優勢的具體建議

隨 內地文化產業的跨越式發展，中華
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將進一步加大，必須充
分利用和發揮香港作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最
佳平台、中介和橋樑的優勢。為此，特提

出以下建議：
第一，將香港打造成為中華文化的展示

和交易中心。
香港會展業成熟，是國際知名的展覽中

心。今後要通過推動兩地文化機構包括博
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書畫工藝機關團體之
間的交流，使得更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和當代文化精品赴港展出，打造「中華文
化精品港澳行」系列活動，形成新的品牌
效應，更好地發揮香港作為中外文化交流
最佳平台的優勢，使香港成為中華文化的
展示和交易中心。
第二，將香港打造成為東方「百老匯」，

推廣中華優秀的表演藝術。
香港應盡早建設西九龍文娛區，提供世

界一流的表演場館，舉辦「香港藝術節」、
「中國戲劇節」等國際性文化活動，邀請高
水準、具代表性的內地文化劇團機構來港
上演；同時鼓勵本港文藝團體與內地合
作，聯手定期在歐美、新興地區、非洲等
地舉辦中國文化節、中國文化年等綜合性
文化活動，讓世界各地的人民了解、熟
悉、喜愛中華文化。
第三，加強兩地電影合作，推動中國影

視藝術走向世界。
在國家出台有關發展成為電影強國的政

策下，還有高速增長的電影市場和CEPA的
優惠措施，香港憑借多年積累，必能為國
家電影事業作出貢獻。目前，內地的電影
主要還是集中本土市場，香港憑借中西文
化的背景，可有效地為內地電影業拓展海

外市場提供平台。　
第四，將香港打造成大中華傳媒和出版

業輸出的重鎮。
香港傳媒深諳國際傳媒市場運作，在文

化觀念到信息採集方法、包裝手法以及適
應讀者閱讀習慣等方面，同國際高度接
軌，與海外華人具有同構性，因而更容易
為他們接受。同時，香港傳媒具有深厚中
華文化底蘊，熟悉中國內地情況，報道中
國新聞的時效性及解讀中國信息的準確
性，也具有明顯的優勢。內地傳媒應將香
港作為結合部，與香港傳媒、出版業聯手
向海外發展。
第五，促進中外文化藝術人才雙向流

動。
目前，有很多內地成功文化藝術界人士

移居香港，包括郎朗、李雲迪等。特區政
府應該採取鼓勵措施，鼓勵內地文化藝術
專業人士到香港發展。同時，內地要出口
文化，需要引進國際人才，香港可以建立
中華文化人才中轉站，為內地引入適合的
人才。
第六，香港要提升自身的文化品味和素

養。
香港要發揮官民配合，要成立專責的文

化局統籌文化事業發展，支持文化藝術工
作者、改善資金及場地短缺的問題，以及
加強培養和教育文化受眾等方面下大功
夫，做大文化市場，提升市民素質和城市
品味。
在這裡，我要特別強調加強青少年中

華文化教育，提高國民身份認同。經驗
顯示，香港市民越和內地多些接觸，越
會增加愛國情感。教育部門可多提倡，
甚至多舉辦學生交流團或遊學團，讓青
少年親身體驗與深入接觸豐富的中華傳
統文化，如國畫書法、出土文物、傳統
工藝品等等。這些傳統文化的精華，是
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承載 中華文化
的深厚內蘊，與中華民族的內在生命精
神血脈相連，融為一體，構建的是中國
人的精神家園。通過加強兩地文化機構
的交流，讓香港的青少年了解中國的書
畫藝術、傳統工藝、文學歷史，體會中
華傳統文化的美感，得到更多優秀傳統
文化的滋養，培養他們對於中華傳統文
化的熱愛，對民族認同的情懷。

當前，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

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

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

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

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和經濟社會

發展的重要支撐。中央已作出建設

文化強國的正確決定。實行「一國

兩制」的香港，應該充分發揮作為

中外文化交流最佳窗口和平台的優

勢，通過加強香港與內地、香港與

海外的文化交流，讓香港成為中華

文化的展示和交易中心，為落實文

化強國戰略作出新的貢獻。

發揮香港窗口優勢 推動落實文化強國戰略

習副主席強調團結的要求具有高瞻

遠矚的意義，香港不能放棄和諧包容

的大原則，這是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的根本。儘管習副主席沒有具體談

及特首選舉，但聯繫到特首選舉出現

一些意料之外的分歧和矛盾，相信建

制派以及香港社會能夠堅持和諧包容

的原則，能夠運用智慧和能力，令目

前面臨的難題迎刃而解，最終順利完

成特首選舉，避免建制派的分歧，為

香港迎接未來的挑戰，推動社會繼續

向前創造有利環境。

特首選舉進入關鍵階段，備受港人高度關
注。目前全國兩會正在北京召開，本港的傳
媒紛紛探聽，希望從中央的表態中獲得一些
眉目。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日
前在北京會見港澳政協時，沒有具體談及特
首選舉，但強調香港要包容、和諧，「兄弟
齊心，其利斷金」，又說「和諧穩定是福，
動盪折騰是禍」。
儒家學說尊崇中庸和諧之道，對中國人的

處事治國影響深遠，在解決矛盾時注重兼顧
各方利益的最大平衡，往往可以避免有你無
我的零和局面。習近平副主席早前訪美，在
展望中美關係發展時指出，作為世界上最大
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美建設新型合
作夥伴關係是一項具有重要和深遠意義的開
創性工作，只要始終抓住共同利益這一主
線，不要讓這樣那樣的矛盾、分歧左右中美
關係大局，就能攜手走出一條大國之間和諧
相處、良性競爭、合作共贏的新型道路，

「太平洋之寬足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

以和諧包容之道化解矛盾
今年的台灣大選馬英九成功連任，島內外

的輿論解讀為馬英九堅持九二共識的成果。
九二共識的精神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擱
置爭議，求同存異」，在此基礎上兩岸改變
了對峙與緊張，開啟和平發展的雙贏局面，
台灣民眾分享到巨大的成果，為馬英九連任
奠定堅實民意基礎。
目前歐債危機能夠露出曙光，也是因為債

務國與施援國互相讓步，債務國嚴格實施緊
縮政策來換取救援，兼顧了彼此利益，最終
達成救援妥協的結果。德國財長朔伊布勒指
出：「希臘作出了很多的努力和進展。」
可以看出，一些看似難以解決的矛盾分

歧，如果利益攸關各方能夠以和諧共贏為出
發點，以互諒互讓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變為現實，否則僵硬不化、只顧己方利益，
只能令矛盾分歧擴大，甚至釀成難以收拾的
危機。香港的建制派應該借鏡這些例子，以
和諧包容的態度，在特首選舉中爭取雙贏的
局面。

顧全大局選特首
特首是本港最重要的領導人，辦好特首選

舉，順利選出下屆特首，關係到香港未來五
年到十年的發展和命運，關係到700萬人的
根本福祉，責任重大。另外，此次特首選舉
也是2017年特首普選的前哨戰，為銜接2017
年特首普選積累寶貴經驗，是本港民主進程
中的一次重要嘗試。目前特首選舉出現一些
不明朗因素，這十分正常，也值得理解，這
些矛盾和分歧絕非有你無我、不可調和，相
信選委和港人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破解這
些難題。習副主席與港澳政協委員會談時還

強調，「要
穩中求進、
和諧包容及
團結，顧全
大局。」這
正正為香港
解決矛盾、
辦好特首選
舉指明了方
向。
當前國際

金融形勢依
然嚴峻，香
港作為開放的外向型經濟體隨時會受到衝
擊；國家「十二五」規劃充分凸顯中央對
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支持，也為今後香港
發展締造歷史機遇。港人如何準備應對可
能發生的經濟挑戰，把握「十二五」規劃
帶來的黃金機遇，亟需下任特首引領港
人。
如今距離3月25日特首選舉不足一個月時

間，在此關鍵時刻，本港社會各界應從習副
主席的指示獲得啟發，深刻領會「兄弟齊
心，其利斷金」的重大意義，並以此作為化
解此次特首選舉中所存在分歧矛盾的最重
要、最根本原則，認真思考如何對待特首選
舉才是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民主發展有利，
對社會和諧與整個愛國愛港陣營的團結有
利，排除干擾、重回正軌，把注意力放在兩
位建制派候選人的政綱和發展理念上，透過
開放、公平的平台，讓候選人比拚政綱、能
力和發展理念，以確保最終選出符合愛國愛
港、具有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的特首人
選，不辜負中央的信任和期望，也為香港未
來發展的打好政治、經濟基礎，令特首選舉
畫上圓滿句號。

包容和諧選特首

計佑銘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單志明

廷　育《蘋果日報》挑撥離間的自供狀徐　庶

全國人大代表會議開幕，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做工作報告時，把今年GDP
增長率目標定為7.5%，通脹率定為4

％。
把GDP增長目標定為8%以下是8年來第一次。上一次把GDP定

為8%以下的年度是2004年「非典」之後的那一年，那是經濟面臨
「非典」打擊後調養的一年。今年為什麼會定得如此「低」呢？

7.5%的增長率屬高水平增長
當然，7.5%的增長率在全世界的水平都屬於非常高的增長率。

過去數十年，任何西方先進國家的GDP增長率也不能達到7.5%。
只不過，中國過去多年的高增長，低過8%的增長已被視為低增
長。在過去，中國政壇有句話說「保八」，那就是說不論中國經濟
遇上什麼困難，GDP增長率都必須保持至少8%的增長，所以稱為
「保八」，「保八」已成了政治使命。

今年是本屆政府最後一年的任期，在任期結束前突然說不再
「保八」，難怪香港股市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下跌，投資者是擔心
的。

如何解讀溫總放棄「保八」的目標？
首先，連今年加起來，溫總擔任國務院總理已有10年的時間。這

10年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GDP總額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
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歷「非典」的打擊，經歷「金融海
嘯」、歐債危機、通貨膨脹、房價泡沫⋯⋯總的來說，就算今年保
不了八，十年的平均增長率肯定也超過8%，可以向歷史、向人民
交代。去年中國的通脹的確是溫總上任後比較嚴峻的一年，而通脹
形成的原因之一是，2008年及2009年為了挽回因金融海嘯而失去的
信心，大舉向市場注資所致。現在是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本
屆政府有一種要優先處理通脹問題的考慮，寧可稍為減些經濟增長
率，也要把通脹壓下，為下一屆政府創造良好的開局。

為壓抑通脹作準備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本屆政府今年的全球戰略是以退為攻、以

靜制動。歐洲債務危機導致歐洲多國政府大幅削減開支；這肯定
會影響歐洲的消費，從而影響中國對歐洲的出口。這是外來的壓
力，溫總把今年GDP增長目標向下壓抑至7.5%，是屬於保守一些
的預期。
把預期降低，將來就不會因預期滑落而失望。目前美國經濟已

在復甦中，相信有利於中國對美出口。不過，中國政府仍需防範
美國大印鈔票來進一步刺激經濟，把GDP預測降低就可以在一旦
美國大印鈔票、提高中國通脹時，可以馬上收緊銀根以應付。
GDP的預期是一種期望的管理，期望不高就不會有失望，更可

以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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