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四川蘆山抗震救災第一階段以救人為
主的戰役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快速有效
的救援行動，不但贏得了國內民眾的一致
讚揚，也得到了包括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
主席鄧普西在內的外軍領導人及國外媒體
的普遍肯定。來華訪問的鄧普西上將在與
習近平主席、常萬全國防部長等中國軍隊
領導人會見時，高度評價了解放軍在抗震
救災中的迅速有效反應，並向正在進行抗
震救災的中國軍隊表示敬意；日本時事社
的報道稱，數千人的中國軍隊和武警部隊
迅速投入到搶險救災一線，反應如此迅速
的確「令人驚訝」。總的看，國際輿論對解
放軍抗震救災普遍予以積極評價，認為其
快速有效的救援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減少
了災民傷亡，從將軍到士兵的表現值得

「圈點」。
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雖然這次蘆

山地震比汶川地震的震級和損失要小些，
但救災作為一次大規模的非戰爭軍事行動
來說，對部隊的考驗、檢驗仍是嚴峻的、
全方位的；解放軍的多個軍兵種在第一時
間向震區派遣救援力量，高效展開艱難條
件下的救援活動，成為抗震救災的主力
軍，表明部隊的戰備程度、拉動能力和科
學救災水平較前有了新的提高，能打勝仗
的能力有了明顯提升。

高層決斷執行及時有力

在地震發生後的第一時間，軍委習近平
主席即命令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立即投入全
力抗震救災，全力搶救受困群眾，全力救
治傷員。軍委召開專題會議，研究緊急應
對措施，部署軍隊和武警部隊參加抗震救
災各項工作。軍隊和武警堅決貫徹落實軍
委命令和習主席指示，全力投入蘆山抗震
救災。成都軍區受軍委之命成立了全軍抗
震救災聯合指揮部，司令員李世明、政委
朱福熙深入蘆山前指和災區，了解戰情，
靠前指揮。空軍和武警總部也分別成立了
抗震救災前線指揮所，軍政主官擔任總指
揮。正在雲南檢查工作的空軍司令員馬曉
天，在得知地震消息後，立刻命令成都空
軍停止一切訓練任務，轉入應急狀態。在
地震發生24小時內，全軍進入災區的部隊
已經達到一萬餘人；在地震發生後的72小
時「黃金時間」內，救災官兵先後搜救被
壓埋群眾144人。觀察家指出，兵貴神速，
打仗是這樣，大災救人更是這樣。在蘆山

地震發生僅僅幾個小時內，部隊能成建制的投入救災，行
動比往次速度快、效率高，特別是軍以上首長親自深入災
區指揮，表明新班子對部隊的控制力和執行力經受住了考
驗。

高技術裝備投入救災特別給力

從軍方披露的消息看，海軍某型遙感飛機、空軍先進偵
察機和預警機，均在第一時間投入救災，實施空中偵察、
指揮、通信引導和雷達補盲，保證了空地救災行動的科學
有序和飛行安全。地面救援分隊還在災區進行了無人機航
飛和戰場電視傳輸，為科學救災提供了準確的信息。觀察
家認為，此次抗震救災，不僅動用的手段涵蓋了眾多的高
技術裝備，而且這些高技術裝備大部分為國產，特別是部
隊運用高技術裝備的能力較汶川地震救災時有明顯提
高，顯示部隊官兵和高技術裝備的結合日趨緊密，新的
戰鬥力已然形成。觀察家注意到，在蘆山地震發生後，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像前任溫家寶總理一樣，緊急前往地
震的中心地區視察，軍方陪同的有孫建國副總長。在蘆
山救援現場，李總理要求：「今晚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官
兵就算不睡覺，也要全力以赴挺進寶興，把那裡的群眾搶
救出來」，得到部隊的一致響應和堅決執行。觀察家指
出，雖然有外電認為李克強對軍隊的調遣似乎比前任更有
效，頗有猜測之嫌，但蘆山救災軍政更加協調已是不爭的
事實，說明軍政融合通過特大救援行動，已達到了一個新
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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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訪問華盛頓，一
是希望白宮允許「修
憲」，二是企圖「借力」

對付北京。但由於夢想「讓美軍基地永遠搬出沖
繩」，又作了一場「強大日本回來了」的演講，犯了
美國「絕不能讓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大忌。期盼已
久的訪問，只換來奧巴馬「美日是重要同盟關係」，
並沒有「向中國施壓」的收穫。安倍訪美一波三折，
白宮先是「沒空接待」，後來又開出巨額「清單」掏
東京腰包。如果說二戰後美國「閹割」日本時沒有

「搞乾淨」，讓軍國主義仍夢想復活，這一次可「不會
客氣了」。換句話說，安倍面臨的是「再淨身」。

「修憲」就是不願放棄戰爭

上世紀太平洋戰爭已經讓美國認識到日本的可
怕，充滿軍國主義狂想的日本軍人，和野獸沒有什
麼區別。美國深知，由於當年對日本「閹割」得

「不乾淨」，使日本仍然存在復活軍國主義的環境和
土壤，如果不加以控制，日後必成為美國乃至世界
的大患。「讓美軍基地永遠搬出沖繩」，既暴露安倍
的野心，也顯示日本想擺脫美軍佔領的企圖和走
向。日本在經濟的成功，已經演變為超越美國霸主
的強動力。安倍已經將修憲定位為「重大課題」，表
現出其復活軍國主義的強烈意願。所謂「修憲」，就
是不願意放棄戰爭。

奧巴馬之所以在記者會隻字不提釣魚島和美日安保
條約，對安倍實施「冷處理」，就是因為日本企圖打

「美國牌」並想「綁架」華盛頓。安倍加快修憲已經
受到日本各界的強烈反對，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公
開表示「堅決反對修改憲法」，並強調會在執政聯盟
中扮演「剎車」角色。日本法政大學教授五十嵐仁向
媒體表示，「和平憲法」是戰後日本向國際社會做出
的深刻反省和莊嚴承諾，也是日本回歸國際家庭的基
礎，修改憲法等於復活軍國主義，必將導致亞太地區

的不穩定，對人類和日本人都不是好消息。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是安倍的祖師爺曾經

用武力搶佔了中國、朝鮮和東南亞等國領土。日軍
當年用武力入侵大中華、轟炸我領土、屠殺我同胞
的事實人人皆知。安倍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竟
然顛倒黑白稱「要讓中國明白，不能使用武力奪取
別國領土」、「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不能容忍日本
領土受到任何挑戰」，凸顯安倍顛倒黑白、荒唐透
頂。不顧歷史事實狂言亂語，強佔別國領土還賊喊
捉賊，既暴露安倍野心，也說明其為了充當美國包
圍中俄的「打手」，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又是美國的最大債主
國、中美經濟無法分清你我，是現今事實。無論美
國想振興經濟或者是軍事合作，都希望和北京有良
好的互動。奧巴馬政府認為，中國是美國所有全球
行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夥伴。安倍想將美國「綁
架」在日本戰車上來對付中國，純屬癡心妄想。

安倍借美抗中不切實際

一、《中英聯合聲明》確保
「一國兩制」方針不變

1990年4月，基本法草委、北京大學教授王鐵
崖接受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說，有些人總是對

《基本法》裡中國政府對香港既定的各項方針政
策的穩定性產生懷疑。事實上，這種懷疑無論
是從法律的或政治的角度來分析，都是不必要
的。一般來說，任何憲法授予地方政權的權
力，都是可以通過修改憲法加以更改或取消。
但是，對於《基本法》裡中央政府對港既定的
基本方針政策來說則不可能，換句話說，將來
中國憲法即使出現修改，這些基本方針政策在50
年內都不能修改。因為這些基本方針政策已經
載入《中英聯合聲明》，如果一定要修改，除非
先行修改聯合聲明。

他說，按照國際法原則，任何國家簽訂了國
際協議，除了經過法定的程式修改以外，絕對
不能以國內法為理由加以修改或者取消，無論
這個國內法是憲法、還是其他法律。按照這個
原則，《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份國際協議，現
在《基本法》裡中央政府對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同時也是聯合聲明內容的一部分。所以，從1997
年7月1日開始的50年內，無論中國憲法出現甚麼
樣的變化，這些基本方針政策也不能修改，否
則就等於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他還說，這份聲明不是被迫簽訂的，而是主
動提出、自願簽訂的；是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通過的；是拿到聯合國秘書處登記了的。這
樣的聯合聲明是可以不到聯合國秘書處登記
的，但中央政府為了使香港同胞放心，仍然拿
到聯合國秘書處去登記。像這樣隆重的方式，
是任何條約所沒有過的。這些都是中央政府決
心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最有誠意的具體表
現。另一方面，中國履行國際協議的信譽也是
有口皆碑的。當時英國外相也說過，中國政府
遵守國際條約的信譽是好的。外國的法律專家
也認為，中國從來沒有毀約的嚴重事例。（見
於《基本法的誕生》46、47頁）

二、《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直轄

於中央政府的含義之一就是防止香

港高度自治受到干擾

《基本法》第1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
中央人民政府，這是指憲法規定的中央人民政
府，而不是指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每一個部
門，這些部門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無直接管轄
權。根據基本法第22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
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
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中央人
民政府即國務院的各個部門、各省、自治區、直
轄市都要遵守基本法，凡基本法規定屬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自行管理的事務，國務院所屬各部門以
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不能進行干預，必須
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

所謂「直轄」，就是指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之間再沒有一級行政機構可以管轄香港特別行
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之上只有中央最高國家
機關，其他任何機關不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使管轄權。為了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
治，保證基本法的實施，基本法第22條還規定：

「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如需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須徵得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這裡體
現了國家對內地的國家機關到香港特別行政區
去設立機構也採取嚴格管理的精神。首先是要
有需要，沒有需要的可不必設，其次要得到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同意，沒有得到同意的不
能設，再次要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未批
准不能設。

《基本法》第22條還進一步規定：「中央各部
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法律。」「中國其他地區的人員進入香港
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其中進入香港特
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
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可在北京設立辦事機構。」這裡也

說明中央對於內地的人員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
採取從嚴控制的精神，因為香港地區不大，內
地人員不宜大量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否則香
港特別行政區將無法承受。因此，規定香港特
區政府直轄於中央政府，也是為了防止香港特
區的高度自治受到不應有的干擾。

三、不能違反「一國兩制」基本方
針政策是修改《基本法》必須遵守
的原則

《基本法》是「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政策的
法律化，為了保持其權威性、穩定性，《基本
法》第159條對《基本法》的修改從程式和實體
兩個方面作了嚴格的限制。

從程式上來說，一是第159條規定基本法的修
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提案權只有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三家擁有。而其他法律的修改提案
權除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之外，還有中
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
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和全國人
大開會期間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
聯名；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經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分
之二多數、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體議員三
分之二多數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意
後，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三是有
關基本法的修改議案在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的議程前，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
研究並提出意見。

從實體上來說，基本法第159條規定了基本法
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
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而中華人民共和
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已清楚載於《中
英聯合聲明》之中。

綜上所述，正如王鐵崖教授指出的那樣，無
論是從法律的角度，還是從政治的角度，香港
資本主義的前途的保障是很充分的。既有中國
憲法第31條的規定，又有《基本法》的詳盡細緻
規定，還有《中英聯合聲明》的一定約束。在
這樣的情況下，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更好的保
障方法了。（見於《基本法的誕生》48頁）

(本文轉載自《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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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醒香港首重發展經濟令港人警醒和振奮，這

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在逐漸顯現，

二是香港一些競爭優勢開始弱化，三是未來3年是走出

經濟危機的關鍵期，誰能在三年內找到新的優勢至為

重要。

香港競爭力不進反退，問題並非始於今日。中國社

會科學院近年發表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均指出

香港的競爭優勢正在弱化，預計到2015年，香港的經

濟規模將落後於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內地城

市。香港靠食老本雖暫時可以勉強支撐，可惜老本終

有坐吃山崩的一天。　

深層次矛盾顯現帶來嚴重後果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在逐漸顯現。首先，隨 香港經

濟結構逐漸趨向單一，大量製造業及基層就業職位不

斷流失，打工仔不管如何努力進修，向上流動似乎成

為一潭死水，橫向就業空間亦越見狹窄，最終演變成

今天不少僱員對未來職業生活感到徬徨與無奈的局

面，更導致年輕一代出路狹窄；其次是香港資產泡

沫不斷積聚，特別是樓價租金不斷飛升，推動了

經濟營運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大升，如果高昂的

成本價格狀況沒有改變，香港製造業、服務業和人

才外移的情況將會持續下去，香港經濟轉型升級將難

有機會。相對於周邊地區，香港生產成本非常高，如

香港房地產的平均價格為北京的7倍，上海的8倍，深

圳的8倍左右，這使得香港背靠內地廣闊腹地和市

場的巨大優勢無法完全發揮出來；第三是社會財

富分配不均，貧困和貧富懸殊問題惡化，產生了

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威脅 香港社會的穩定、和

諧。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和向上流動機會的匱乏，使得

中下階層民眾收入難以有效增加，尤其很多年青人找

不到向上發展的空間而陷入代際貧困的泥潭，普羅大

眾不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導致怨氣和戾氣在社會

集聚。

未來三年是走出經濟危機的關鍵期

張德江還指出，未來三年是走出經濟危機的關鍵

期，誰能在三年內找到新的優勢至為重要。目前，金

融危機並未真正終結，世界經濟已經步入「後金融危

機時代」。各國力圖在未來三年以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刺

激經濟，三年後為壓抑通脹利率勢必上升。這個時代

同樣可以轉化為各國各地的發展機遇，無論是發達國

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家都提經濟轉型，都不想說渡

過危機之後還回到危機之前，所以發展中國家在經歷

轉型，發達國家其實也在改變，未來三年是各國各地

走出經濟危機的關鍵期。

中共十八大進一步明確了今後一個時期的發展目標

和宏偉藍圖，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

響，也為香港帶來嶄新動力和積極深遠的影響。背靠

內地是香港難得的區位優勢，也是新加坡等競爭對手

難以企及的。香港近水樓台，這是香港經濟重獲競爭

力的前提之一。未來三年，是粵港經濟整合的關鍵時

期，將逐漸形成以香港為金融中心，以珠三角為產業

中心的超級經濟帶，進而成為與大紐約、大東京、大

倫敦比肩的世界級都會圈。顯然，香港在整合珠三角

都會圈的過程中，完全可以發揮領軍作用。即便將來

粵港經濟一體化，香港的大哥地位也會得以保持。

香港社會決不能隨 反對派的魔笛起舞

香港要在未來三年的關鍵期，切

實把握機遇，爭創新優勢，實現新發展，就必須摒棄

政爭，擺脫內耗。回歸15年來，香港陷入內耗深淵，

民粹主義氾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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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是去年立法會選舉以來，反對派從妖魔化國民教育、

「反國教」、「反洗腦」，演變成「反中反赤」、「抗

殖」和「去中國化」，甚至蔓延到誣衊中央一系列

挺港惠港政策措施。今年以來，反對派提出所謂

「佔領中環」，妄圖通過激進抗爭方式，挑戰《基

本法》和人大常委會就本港政制發展所作出的決

定，挑戰「一國兩制」下中央憲制權力，衝擊普

選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底線。反對派挑起政爭，

製造矛盾，分化社會，但香港社會決不能隨 反

對派的魔笛起舞。例如，所謂「佔領中環」根本

就是一個挑戰法治的偽命題，是等而下之的政治

垃圾，是偏執狂「學者」的夢魘，是政治流氓的耍

賴，是政治幼稚園的胡鬧，是政治老千的恐嚇，是反

對派政客自欺欺人的騙術，香港社會豈可被這個荒謬

不堪的口號騎劫，轉移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目標和

精力？

中央提醒香港首重發展經濟，令港人警醒和振奮，使

港人知道香港目前面臨的嚴峻形勢和努力方向。香港社

會一定要摒棄政爭，擺脫內耗，增強憂患意識，在未來

三年的關鍵期，「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

展」，切實把握機遇，爭創新優勢，實現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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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會見香港經濟民生聯盟訪京團時指出，香港經濟的深層

次矛盾正在顯現，競爭優勢開始弱化，提醒港人發展經濟是當前香港的首要任務，應切實把握

機遇，爭創新優勢。張德江提醒香港首重發展經濟，顯示了中央對目前香港形勢的準確判斷，

也說出了社會各界的共同擔憂。中央的意見在循循善誘中如暮鼓晨鐘，令港人警醒和振奮，使

港人知道香港目前面臨的嚴峻形勢和努力方向。香港社會決不能隨 反對派的魔笛起舞，一定

要摒棄政爭，擺脫內耗，增強憂患意識，在未來三年的關鍵期，切實把握機遇，爭創新優勢，

實現新發展。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中央提醒香港首重發展經濟令港人警醒和振奮

香港有些人總擔心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會否改變，我認為其原因之一

是對中央政府確保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法治措施不清楚，因此

需要傳媒向香港社會加以宣傳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