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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悉行政長官梁振英到內地三亞出席「泛珠論壇」，一個下午馬不停
蹄地與海南、雲南、四川、福建四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書記、省長
們交流意見，就泛珠平台上進一步緊密合作相互切磋，充分利用好中
央利於香港、惠及民眾的CEPA政策，實在值得鼓與呼！

該鼓與呼的是，梁振英向五個與香港最貼近的省區領導一一溝通：
新一屆特區政府會本㠥「穩中求變、適度有為」的原則，會善用「背
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優勢，進一步發展香港經濟。既特別講明了國
家「十二五」規劃中首次將港澳專章列入、國家明確支持鞏固和提升
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又坦誠地闡述各具優勢，
本港和泛珠省區合作空間廣大且互補性強，強調了應該更好地結合
官、產、學、研的本港力量，更好地配合內地五省區落實國家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特首不辭
辛勞地帶頭認真做好特區的政府公關！

該鼓與呼的是，無空談有實效，700萬港人耳聞目睹：梁振英與海南
省羅保銘書記、蔣定之省長交談中取得了兩項實際合作，其一是共同
開發和推廣「一程多站」和郵輪旅遊產品，其二是香港在資金、人
才、技術三方面助推海南的「綠色經濟」發展；梁振英與雲南省李紀
㞫省長交談中，加深認識雲南作為國家面向西南與東盟合作橋頭堡，
本港既為雲南商品走向國際市場、又為雲南發展引進國際資本提供

「雙重服務」；梁振英與四川省劉捷副省長交談中聚焦於成都天府新
區，劉捷副省長表示會積極從港引進現代服務的人才和經驗促新區發
展，梁振英表示新區大力發展現代製造業給予了本港企業提供大量投
資機會；梁振英與福建省倪岳峰副省長交談得相對宏觀卻頗有意思，
探索ECFA與CEPA的融會貫通，促進兩岸三地即港閩台相互間經貿投
資往來。筆者欲在此補充一句，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特區，在台
閩間可扮更特殊的中介角色、發揮獨特橋樑作用；梁振英與廣西自治
區主席馬飆交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10年啟動，內地與東盟的
貿易快速增長，梁振英表示香港正積極推動加入此自由貿易區，以自
身作為國際資本「管道」，為廣西「引進來」、「走出去」擔當雙向協
助。

行政長官「走出去」，對於香港經濟發展獲得新契機，對於本港企業
覓得新商機，對於700萬港人爭得新紅利，是皆大歡喜的好事，應該鼓
勵梁振英繼續「走出去」。內地還有更富庶的長三角，更廣闊的中西部
⋯⋯為了讓梁振英可持續地深入走入內地，港人應給予理解和寬容，
給他有充分的時間、空間和精神，為香港更好地服務。

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產生剛半月，習總書記與新一屆
中央政治局常委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
展覽。習近平再次發表了頗具習氏風格的講話，他指
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最偉大
的「中國夢」，他還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並
相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習總書記解讀中國夢，給人民美好願景與希望，他
說，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能好，此話樸實而真
摯。而要實現這個夢想，就必須努力，就必須實幹。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是歷史古訓，也是今日警
鐘。當前，我們國家正處在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民
族復興的關鍵時刻，但同時，也很容易滋生浮躁，滋
生空談，習總書記在這個時候，提出「空談誤國，實
幹興邦」，振聾發聵，意義深遠。

歷史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真理
去年3月，習近平在《求是》雜誌發表署名文章

〈關鍵在於落實〉指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
是千百年來人們從歷史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治國理
政的一個重要結論。古人曰：「道雖邇，不行不至；
事雖小，不為不成」、「為政貴在行」、「以實則治，

以文則不治」。歷史上有許多空談誤國的教訓，比如
戰國時期的趙括，只會「紙上談兵」，以致40萬趙軍
全軍覆沒，趙國從此一蹶不振直至滅亡。此類誤國之
鑒，發人深省。

古往今來，中華民族已經錯過了幾次大的發展機
遇，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復興之夢成為幾代人的課
題，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正如習總書
記所說，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鬥，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
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
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領會「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深刻涵義，最重要的
不僅僅是被宏偉的目標和美好的藍圖所振奮，而應將
振奮轉化成實實在在的行動。 現在中國面臨㠥難得的
發展環境，應當抓住機遇，求實效、重實幹，不爭
論、埋頭幹。只要全國人民在中央的領導下，一心一
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就一定能夠早日實現國
家和民族的偉大復興。

有人以阻礙香港發展為樂
習總書記強調的「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對港人

也具有深刻啟示，結合香港的情況，可以說是「內耗
禍民，實幹興港」。回歸15年來，反對派利用市民對
政府管治和施政的一些不滿，製造矛盾，分化社會，
香港陷入內耗深淵，民粹主義泛濫，政治生態惡化，
社會難以和諧，政府動輒得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和改善民生。回歸以來的泛政治化傾向，衍生數不
清的爭拗。民粹主義泛濫，內耗和爭拗不斷，令政府
動輒得咎，難以集中精力進行科學有效的決策，社會
亦缺乏搞好經濟的和諧環境，這不僅影響社會穩定和
經濟發展，亦令香港社會產生了可能會被邊緣化的憂
慮。外圍危機與本港內耗交織，令市民憂心。市民擔
憂如果本港仍忙㠥閉門內耗和折騰不休，有人以阻礙
香港發展為樂，香港的前途堪虞。

例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在過去並沒有多少人反
對，但由於反對派策動「反國教」和「去中國化」，
於是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被扣上「割地賣港」、「富豪
雙非城」、「深圳後花園」、「香港被規劃」等大帽
子，手法與妖魔化國民教育如出一轍。實際上，新界
東北發展計劃除了提供房屋用地外，新發展區亦可滿
足需求作其他策略性用途，並為六項優勢產業提供發
展用地。新發展區毗鄰各口岸設施，佔有優勢，可與
珠江三角洲的發展融合。由此可見，香港實在不應因
為內耗和對內地的政治歧見而蹉跎歲月。不讓新界東
北發展，令樓房供應在未來十年更形短缺，也阻礙香
港與珠江三角洲的發展融合。

香港再也經不住內耗和折騰
再如，反對派策動「光復上水行動」，是反對派妖魔

化自由行的突出表
現，先前自由行已
被 反 對 派 誣 衊 為

「逼爆香港」、「染
紅香港」、「使香港
淪為中國殖民地」。

「光復上水站」示威者揮舞殖民時期「米字旗」，高舉
「中國人滾回中國去」標語，言下之意否認香港是中國
國土，否認香港人屬中國人。自由行對香港經濟復甦居
功至偉，但在反對派「去中國化」之下被妖魔化，可見
反對派內耗禍民，已擴張到挑動兩地同胞矛盾之上。

香港目前政治內耗不斷，管治危機揮之不去；經濟
缺乏新動力和增長點，香港經濟優勢加速下滑；社會
貧富懸殊，機會減少，紛爭加劇，民生日趨困難；令
人更擔憂是社會缺乏共識、凝聚力和進取性。朝目前
的軌跡發展下去，香港有可能陷於失序的境況。香港
再也經不住內耗和折騰，如果香港市民及政府不勇於
面對挑戰，承擔責任，重拾以前的幹勁，為香港的前
途拚搏、扭轉劣勢；香港將會在祖國壯大中邊緣化，
在激烈競爭中沉淪，誰也救不了香港。特區政府和愛
國愛港陣營，必須對反對派挑動的無休無止的內耗和
折騰說不。

我們不單對國家的遠景有信心，更要對香港的遠景
有信心。國家今天的成就來得不易，它是幾代人付出
了犧牲，付出了理想換來的。同樣道理，香港今天的
成就得來不易，市民需要和衷共濟，摒棄內耗和折
騰，抱積極進取的態度，抓住十八大給香港帶來的巨
大機遇，實幹興港，再創輝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對港人具有深刻啟示，結合香港的情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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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論「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對港人的啟示

一、外部勢力對回歸後
如何干預香港事務早就做了

精心準備
眾所周知，回歸前的香港是各種反中

勢力 集的地方，他們在這裡收集中國
內地的情報，向內地派出間諜，接受非
法來港的內地持不同政見者，策劃編印
發行旨在推翻中國政權的書刊。面對
1997香港的回歸，他們豈能甘心放棄自
己經營幾十年的地盤，因此在回歸前作
了精心的潛伏、包裝準備。下面以英國
為例說明。

有智等人所著、中華書局2011年出版
的《張浚生訪談錄》指出：英國「每一
次從其統治的殖民地撤退，都會做出精
心研究策劃，周密部署，以盡可能地保
持其政治影響和經濟利益，甚至以某種
形式保持其宗主國地位。在香港也一
樣。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後，在
過渡期內他們多次宣稱在香港回歸以
後，仍然對香港負有責任。」「關於英
國殖民地撤退時的部署，香港新天出版
社1993年4月出版的《大英帝國從殖民
地撤退前後》和香港文匯出版社1993年
1月出版的《英國如何撤出殖民地》等
書中都比較系統地作了概括。」

早在1985年英國著名記者、歷史學家
Brian Lapping在《帝國斜陽》一書中，
就通過一些例子介紹了英國在殖民地
撤退前所用的手法是：1、撤退前常以
保護少數民族或宗教為理由，將殖民
地分割。印度、巴基斯坦就是一例。
2、雖然簽署撤退條約，到時不但不履
行，還通過種種手法延續和保護既有
利益。3、撤退前大力物色培養「精英
分子」，力圖使這些人成為撤退後英方
的代理人。4、撤退前先搞好一套政治
架構以維繫新政權和英國之間的傳統
關係。

《張浚生訪談錄》指出，英國政府知
道難以阻擋中國收回香港之後，就考慮
怎樣保持他們在香港的既得利益。在談
判過程中他們採取的措施是拖延，以獲
得更多的籌碼；在回歸過渡期則更多考
慮回歸後怎樣保持他們對香港的影響。
其中一個舉措就是搞了一個「居英權」
方案。內容是：英國計劃給香港五萬個
家庭居英權，每個家庭按4.5人來計算，
共計22.5萬人。甚麼人可以申請呢？完
全由英方根據申請人的文化程度、資
產、年齡秘密決定，秘密通知，從不公
開。這樣一來，基本上把香港的精英全
部網羅到英國去了。《基本法》規定特

區政府成立以後原來的公務員可以留
用，但高級公務員必須是沒有外國居留
權的人擔任，英國人搞了「居英權」方
案後，誰拿到了英國居留權，中方就一
點也不知道了。

英國在管治殖民地有一套嚴密的情報
收集和分析系統。這個情報系統是由三
個層次的組織所構成：設在殖民地的情
報組織（如政治部）和本地情報委員
會、設在區域的聯合情報委員會和設在
倫敦的聯合情報委員會。1997年英國人
從香港撤退時，把政治部所有的人事檔
案搬到倫敦和澳洲。而這些檔案中事無
巨細地包括了政府高級公務員包括督察
級以上的紀律部隊及警務人員、有政治
背景的社團組織負責人詳盡的資料及履
歷紀錄等，更有許多現任、離任官員的
污點材料，隨時可以通過第三方爆料，
以威脅不聽話的人。

因此，《吳康民口述歷史》就指出撤
退前「英方人事，精心鋪排」，鄧蓮
如、陳方安生曾是彭定康看中的「副總
督」人選。吳康民日前在接受採訪時認
為，十八大報告的有關論述反映外部勢
力干預香港的問題嚴重化，「近年有反
對特區政府的人，找出幾十年前的老檔
案，作為攻擊官員的『武器』。誰在找
這些材料？從何而來？」

英國人和其他外部勢力如何在回歸前
謀劃回歸後如何繼續對香港干預控制，
這些都屬於國家的絕密資料，有些會在
若干年後的解密中為世人所知，有些怕
是已被他們銷毀了。

二、外部勢力在香港回歸後
繼續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如果不會像某些政治人物一樣時不時
選擇性失憶的話，大家一定不會忘記去
年8月份「維基解密」披露的近千份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在這些電文
中，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對香港事務的干
預可以說是全面而且深入，其搜集的情
報涉及內地的各個方面，包括政治形
勢、政治人物評價、特首選舉、立法會
選舉、政團社團發展等。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就是，從「五區公投」、「泛民」
選舉策略部署、「泛民」「共主」人選
等「泛民」整體行動，到公民黨成立、
民主黨查「內鬼」等政黨內部事務，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對「泛民」給予了無微
不至的關注和細緻入微的「指導」。

有關電文清清楚楚披露：2006年3月19
日，公民黨成立，美駐港總領事館卻在
此一年前就已經掌握了公民黨成立的時

間、主要成員等資料，同時掌握公民黨
志在擴大政壇影響力，希望最終成為

「執政黨」的政治打算。2007年，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求援，要求美國幫助民主黨查「內鬼」，
防止中央「滲透」。2008年9月，涂謹申
和民主黨「大腦」羅致光先後向美駐港
總領事館透露該黨準備在政改一事中妥
協，很有可能接受2005年政改方案的

「改良版」。2010年「五區公投」醞釀期
間，美駐港總領事館四處探聽風聲，評
估形勢，密謀操控，梁家傑、湯家驊向
他們提供情報，尋求關注和指導。

實際上，又何止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熱衷於搜集情報、干預事務，香港傳媒
早已經發現，前英國情報部門出身的布
政司霍德每逢香港特區重大政治活動，
如政改、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23條
立法等，他都一定會親自蒞臨香港，頻
頻與「泛民」會面並「指導」工作。

還有轟動香港的黎智英的政治獻金事
件，至今作為公眾人物的黎智英也沒向
市民解釋為何公司多年不給股民分紅，
卻拿出幾千萬現金捐給公民黨、陳方安
生、陳日君等反對派政黨和人士，黎智
英的顧問又是一個有情報部門背景的美
國人。

三、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意在遏制中國崛起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在
其新書中提到：「中國的崛起和西方對
中國國力快速膨脹的憂慮，加上亞洲的
戰略重要性有增無減、亞洲各國之間矛
盾的擴大與激化、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東
海與南海資源爭奪升溫、美國加強介入
亞洲事務，我們可以預期中國與西方列
強及周邊國家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的
摩擦會日益頻密。西方也會更加看重香
港作為西方對華發動『進攻』的橋頭堡
角色。愛國愛港力量與反對派的交鋒愈
來愈不是香港內部的事情，而兩者之間
的勝敗榮辱也不僅僅是香港內部勢力此
消彼長的簡單問題，而是涉及到國際政
治、國際安全和民族興衰的大問題」。
同時，「社會上存在㠥的各種反共勢力
則力求把中共或中央的影響摒諸門外，
以便他們可以把香港建構為一個獨立政
治實體，繼續成為西方陣營的一部分，
竭力利用政治體制內外所容許的空間進
行活動，盡量把香港變成境外勢力可以
利用的反共基地，推動中國朝㠥親西方
的方向發生『和平演變』」。

劉兆佳的話，值得善良的港人深思。
末了，還要再說一句，反對派對23條立
法為何那樣瘋狂反對？就是因為他們害
怕一旦立法他們的投敵賣國賣港行為就
會受到約束，就沒有資金來源，就難以
為外部勢力效力，這和一般港人擔心23
條立法會影響自己自由權利的動機是完
全不同的。 （本文轉載自《成報》）

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鐵證如山

楊志紅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香港離島婦女聯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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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中國日報》今日發表署名評論文章，現譯載如下：
日前有文章作了一個對比，「泛珠9+2」成立八年，香港與內地九省

的經濟總量之比，出現了「倒掛」。巨大的反差，令作者為香港「失去
的八年」感慨不已。

八年前，香港GDP1.3萬億，九省中只有廣東以1.6萬億略超香港，其
他都是幾千億。八年後，香港增長到接近1.9萬億，而廣東已經超過5萬
億，湖南、四川從6千億躍升至兩萬億，其他各省也都以兩至三倍的速
度增長。而今，有四個省經濟總量超過香港，香港位次已跌至第五。

泛珠九省多屬中西部，除廣東外，在內地算不上經濟強省。曾幾何
時，香港以亞洲「四小龍」之首傲視群雄，直至2003年首次被廣東超
過。

當然，單一的GDP對比並不說明一切，香港仍然在許多方面超前於
內地省市，而且有自身獨特的優勢。值得擔憂的是香港迅速落伍的背
後根源。癥結不除，香港還會在歲月中蹉跎，直至沉痾不起。

回歸後，香港的機遇不遜內地，中央政府經濟挺港的政策措施，甚
至超過對任何一個內地省市的支持。從CEPA、自由行，到人民幣業
務、粵港合作，再到「十二五」規劃、36條，香港在參與國家建設的
同時獲得極大的發展空間。對此，一些內地省市也是羨慕不已，積極
尋求透過加強與香港的合作，從中受益。

究竟是什麼拖累了香港？根源就是內耗。這些年無休無止的政治爭
拗，讓政府和社會無法專注經濟民生，消耗了太多的時間。而內地一
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不爭論、不懈怠、不折騰，終於有
了今天與香港的巨大反差。

時光如水，香港還有多少本錢可以消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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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報告中有一句「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有人認

為這是「無證據下的指控」。我認為，恰恰相反，過去外部勢力和香港

某些人內外勾結、企圖對抗中國，鐵證如山；今後隨㠥中國的日益強

大，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掣肘中國的發展，只會變本加厲。否定

這一事實的人不是健忘，就是心虛有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