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和華盛頓雖
然相隔萬水千山，
但網絡的普及和信

息的高速傳遞，同樣可以在第一時間獲得來自
世界各地的信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美國
傳媒已經習慣用最搶眼位置、最大號標題、最
大量篇幅來報道來自北京的消息。2008年經濟
危機發生以來，美國人變得特別關心北京、中
國信息和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和反應。在華盛
頓，上至白宮政府官員，下至普羅大眾，對所
有來自北京包括官員言論、中國經濟政策、二
炮部隊走向、最新科技發展等信息，都表現出
高度關注。「北京元素」已經成為左右華盛頓
眼球的「牽動劑」。
華盛頓關注中國，是因為北京在經濟、軍事

和科技等諸多方面正積極影響美國、左右華盛
頓。兩國年貿易額已經達到5000億美元；北京
更是美國第一大債權國，所持有的美國國債達
到1.27萬億美元。北京官員對美國未來經濟的
言論，都會對世界投資美國的國家產生巨大影
響。中國股市也已經成為美國投資家的樂園，
冒險家們在中國獲取了其它地方得不到的巨額
利潤。滬深股市的上落，對全球股市會產生至
關重要的啟示作用。「北京元素」已經稍稍代
替「華爾街元素」，成為左右投資市場和最值
得捕捉的信息。

美航母面臨被摧毀風險

華盛頓關注「北京元素」的一個原因是，北
京的軍事裝備力量正快速上升，成為能夠對美
國產生威脅的重要國家之一。據五角大樓披
露：「中國的高能激光技術已非常成熟」，需
要的時候「可從太空發射特別激光致盲近地在
軌衛星」；「中國已擁有『反衛星衛星』」，有
能力在太空軌道摧毀敵方衛星。華盛頓一直特
別關注「二炮」走向，因為「二炮」的東風彈
道導彈可以讓美國的航母群很快喪失功能。在
美國設計和實施「新星球大戰」的「導彈防禦
系統」的同時，北京在「制天權」領域進行的
相關試驗也取得進展。
白宮曾經表示，美國的太空飛行器X37B可

以在兩小時內攻擊全球任何目標。而讓華盛頓
刮目相看的是，中國西安的閻良試驗基地進行
的空天飛行器的研發正如火如荼。中國的空天
飛行器能夠自由往返於深空與大氣層之間，功

能和美國的X37B空天飛機相當。近期在美國加州舉行國際航
天學術會議，美國以「安全」為借口，拒絕中國科學家參
會，顯示美國對北京崛起感到恐懼。美國蘭德公司發文認
為，「美軍在西太的攻擊力正面臨被中國瞄準、致殘、摧毀
的風險」；「美國的航母進入西太後，已經很難防禦中國新
型潛艇、反艦導彈的攻擊」。

中國股市成冒險家樂園

本世紀初，「北京元素」並不被各界看得那麼好，上證綜
合指數一直在低位徘徊，2005年6月更跌至998點。正當四面
楚歌的時候，來自歐美各地的冒險家，大量進入中國市場，
結果在2005年6月到2007年10月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裡，上證綜
合指數從998點上揚至2007年的6124點，創造了增幅超過5倍
的世界紀錄。「北京元素」創造出數以幾十萬計的超級富
翁，成為名副其實的冒險家樂園。當然，2007年10月開始的
「大轉向」，亦出現了「哀鴻遍野」的悲慘局面，因為僅僅一
年的時間，上海綜合指數從6124點大幅下跌至1664點，跌幅
達到72%。
2009年8月17日、星期一，滬深股市雙雙暴跌，上證綜合指

數和深圳成分指數，分別較前周五大跌5.79%和6.65%，以
2870點和11668點收市。香港當然受到直接影響，㞫生指數當
日的跌幅達到3.62%。日本和韓國的股市也跟風大幅下跌，其
中日經指數下跌3.10%，韓國成分指數下跌2.79%，亞太區的
其它股市亦受中國股市的感染全線下跌。到星期一晚上，美
國股市開市不久，亦應聲下挫。中國股市當時的市值雖然只
有20萬億元人民幣，但由於涉及太多投資人的利益，已經成
為亞太區以及歐美股市的「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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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北島曾經用一首《我
不相信》的著名詩篇，喚醒了幾乎一代沉睡的中國
青年。
其實更早的時候，胡適之先生20世紀20年代就告

誡過當時的中國年輕人：「一切主義、一切學理，
都該研究。但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待證的）見
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認可作參考印證
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
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
對真理。」
改革開放年代裡，領導人陳雲也有過一句名言，

曰「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從古至今天，中國人最大的思想桎梏就是不敢獨

立思考，不敢懷疑，不敢打破陳規舊習。當然製造
這一思想桎梏的始作俑者，則更是一位超級大人物
—被我們中華民族遵奉為聖人的孔夫子。他說，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幾千年下來，中
華民族就一直被這個思想桎梏緊緊束縛㠥，光一個

皇帝制度就延續了2131年（從秦始皇到溥儀），為人
類歷史所罕見。雖然終於到了1911年，民國建立終
結帝制，但卻總不斷有政治大人物想當皇帝，做皇
帝夢，想當有皇帝一樣權威的「領袖」；普羅大眾
當然也更沒有隨㠥帝制的覆滅而覺醒公民意識，相
反被馴服、被教化、被洗腦的臣民思想至21世紀今
天仍然大有市場。
可以說，中國的長期落後、貧窮，苦難深重，很

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與緊緊束縛自己的思想桎梏有
關。20世紀80年代之後，以鄧小平、胡耀邦為代表
的一代領導人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逐步走上
富裕道路之所以成功，很顯然有賴於他們以政治家
的勇氣首先打破了禁錮中國人數千年的思想桎梏，
解放思想，將迷信盛行、本本教條、封建思維、保
守落後的中國拉回了人類普世文明的大道。
毋庸諱言，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又一次走到了的

「十字路口」，用官方說法是進入了「改革深水期」。
各種矛盾、各種問題可謂層出不窮、集中凸現。表

面看是傳統體制僵化、利益集團固化阻礙了我們前
行的腳步，實質仍然是能不能有一次新的「思想大
解放」，對那些看似「政治正確」，其實早已經為先
進文明世界所拋棄、為海內外越來越多知識分子和
廣大民眾所懷疑的所謂「理論」、「思想」和「意
識」，來一次新的「大掃除」。
可能每個讀書人都知道「皇帝新裝」的故事。

但如果今天我們所有的人還都像故事中那樣，仍
然願意甚至沉湎於選擇做「聰明」的「讚美
者」；而怯於做那個講真話的「孩子」的話，那
麼我們的偉大復興夢想不就真的是遙不可及了
嗎？
當然不會是這樣！因為今天的世界已經不是昨天

世界了，今天的中國更不是原來的中國了。特別是
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洗禮的中國人，獨立思
考、敢於懷疑的思想種子已經深深埋下了！
有了種子，有了改革開放世界的土壤、水分和空

氣，又何愁花不開呢？

進步從解放思想開始

亞太國家與中國攜手共創繁榮

習近平主席出訪中亞、東南亞和出席APEC峰會，先

後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

和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李克強總理

出席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提出「啟動中

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進程」，「積極探討簽署中國

—東盟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習主席和李總理與

時俱進、不失時機地向亞洲、向世界發出打造亞洲經

濟升級版、引領世界經濟的宏偉倡議，獲得亞洲國家

熱烈響應和國際社會強烈反響。中國作為歷經五千年

滄桑而自強不息的文明古國、作為經歷百多年屈辱苦

難而奮起復興的泱泱大國，向來以誠信和睦昭示天

下，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言必行，行必果，說到定能

做到。只要亞洲國家、亞太國家與中國攜手同心、並

肩而行，中國所勾畫的亞洲經濟發展的宏偉藍圖一定

能夠實現。

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之所以對中國經濟發展前

景充滿堅定的信心，源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是總體

平穩、穩中有進、穩中有為；源於中國經濟發展勢頭

是順應了世界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現代化的發展時

代潮流，是不可逆轉的；源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質是

符合中國的民情、國情所選擇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發

展方向和道路；源於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步伐在穩

健地加速和平穩過渡。這一切是習李領導集體科學決

策和有效實施的，也是全中國人民高度期待和務實踐

行的，也是國際社會和亞太國家所樂見和歡迎的。

「中國經濟崩潰論」不攻自破

當前中國經濟，也可以說在習李十年執政期的中國

經濟都會保持穩中有進、穩中有為、適度快速發展。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世界經濟的危機動蕩、艱難曲折的

嚴重影響，以及中國經濟面臨不平衡、不可持續發展

的難題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形勢下，中國政府及時

地科學地調整應變，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和深度，加

快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有理有節地放慢了經濟

發展速度，把GDP的增長保持在合理的區間。於是中

國經濟出現了久違的下行，GDP增速創下7.5%的新

低。

7.5%的增速原本是在中國「十二五」規劃和中共十

八大制定的經濟發展目標的計劃之中，是在中國政府

宏觀經濟調控可控範圍之內，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

然而，唱衰中國經濟的西方媒體和人士對此大做文

章，一時間「中國經濟崩潰論」充斥西方輿論。事實

勝於雄辯，無情的事實再次給高唱「中國經濟崩潰論」

者一記響亮的耳光，戳穿其聳人聽聞的謊言。

中國經濟回暖已成定局

「李克強經濟學」中三大基本架構要素「穩增長、

調結構、促改革」正在逆勢而進、穩中有進、穩中有

為。當前，中國經濟不僅基本面穩定向好，而且出現

了回暖，重拾穩健回升的勢頭，中國經濟發展的質量

和效益也在穩步提升。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明

確的印證。

一是PMI連續3個月回升。東南沿海地區實體經濟出

現了明顯的復甦跡象，例如，廣東、江蘇、福建工業

企業生產經營有所改善，盈利有所增長，回暖趨勢明

顯。除沿海地區外，中西部經濟也呈現出穩中有進的

態勢。

二是伴隨㠥實體經濟的回暖和第三季度宏觀經濟數

據的明顯改善，消費者信心已明顯回升。據兩岸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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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首都經貿大

學、香港城市大

學、澳門科技大

學、台灣輔仁大學

聯合調研、共同編

制的「2013年第三

季度兩岸四地消費

者信心指數」顯

示，內地消費者信

心指數為91.5，環

比上升3.7，內地消

費者對經濟發展的

信心分指數和消費者對就業信心分指數都出現了明顯

回升和良好預期。這對中國經濟向更多依靠國內需求

尤其是消費需求拉動轉型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三是第四季度將迎來經濟社會政策密集展現的年度

高峰期，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都相繼召開，可謂好戲連

台，經濟利好政策頻現。這不僅對實體經濟，而且對

資本市場都是回暖回升的重大刺激和重要指引。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回暖回升已成定局，今年GDP

的增速應會穩超既定的7.5%，而達到7.7%，而2014年

GDP增速有望達到7.8%。正如OECD預測的那樣，中國

經濟2014-2018年都能保持7.7%的增長勢頭。中國經濟

大局穩定向好發展，勢將促進習主席李總理向亞洲向

世界發出宏偉倡議的推動和落實，從而引領世界、惠

及各方、造福子孫，推進中國夢、亞太夢、世界夢的

實現。

習李宏偉倡議 鼓舞亞太國家

本港有輿論指出，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雖然答允與特首梁振英談人
質事件，但是菲方從會晤形式到後續資訊發布處理，都在搞小動作，看
不到有妥善解決事件的意願和誠意。輿論又指菲國在今次兩地首長會晤
的表現，實在有點欺人太甚，不少人顯得義憤填膺，氛圍在轉變。香港
要打好這一仗，港人應顯示團結，向菲律賓施加壓力。

《蘋果日報》挑撥離間

有輿論指出，平情而論，港府一再就事件尋求中央協助、催促菲國談
判，若說梁振英竟稱已放低事件，並不合常理。輿論指出，港人社會唯
一應該做、能夠做、必須做的，就是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支持特首和
特區政府代表港人去向阿基諾政府全力交涉、討回公道，不達目的，決
不罷休。但在全體港人的利益和尊嚴面前，《蘋果日報》不斥阿基諾、
反責梁振英，在那裡挑撥離間、煽風點火，間接為阿基諾「助威」，其
言其行叫人心寒和齒冷。
前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鄭赤琰認為，今次《蘋果日報》不加求

證地引用菲律賓媒體的報道大做文章，冤枉梁振英「罔顧港人利益」，
竟引來本港不少傳媒跟風，可見本港部分傳媒「抱㠥幸災樂禍的心態，
很喜歡見到特區政府出錯，他們利用各種機會搞特首。」鄭赤琰續謂，
當出現菲國對該事件的報道後，本港傳媒「若稍有專業精神」，應第一
時間向特區政府求證， 「而不是先報道出來，再讓特首出來澄清」，他
批評本港部分傳媒的做法「令香港在國際上丟臉」。輿論抨擊，反對派
基於《蘋果日報》報道，就一窩蜂批評梁振英，揭示反對派是在刻意
「抽水」，其心可誅。

反對派「反梁」反昏了頭

輿論批評，在梁振英澄清事件後，甚至在菲總統府亦澄清有關報道不
準確和不完整後，反對派仍然沒有認錯和道歉。在今次事件中，本港反
對派的表現，實際上是「反梁」反昏了頭，以至於不問是非、不顧港人
利益，借個別菲媒斷章取義搞事。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菲方的澄清聲明還了梁振英一個清

白，而反對派找議題罵特區政府是其一貫作風，但他們應該知道「狼來
了」的故事，倘經常罵錯人，早晚沒有巿民再願意相信他們的說話。
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直言： 「在今次的事件中，某些人的反應實在是

過於負面，未曾搞清楚或想清楚整件事情就去指責自己人，實際上是對
行政長官和政府當局抱有太過敵意的態度。」
輿論批評，反對派一直對特區政府帶有偏見、敵意，在政府與死傷者

家屬爭取解決問題時，僅根據片面之辭就對梁振英群起批評，只會令菲
方覺得本港是「一盤散沙」，而菲政府是次澄清有關報道，證明反對派
根本信不過，巿民不應對他們有任何期望。輿論指出，香港面對很多外
界挑戰，應該一致對外，而不是搞內鬥， 「自亂陣腳」，斷送港人利
益。輿論認同梁振英已經為盡快解決人質事件做了很多工作，希望市民
能夠更理性地面對這一問題。

毛孟靜范國威「港獨」廣告被抨擊

公民黨議員毛孟靜、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等以「約三百名市民」的
名義，在港台兩地報章刊登廣告，當中更包括「台獨」色彩濃厚的《自
由時報》。廣告聲稱「反自由行、反中國化、反赤化」，又指新來港人士
「拖累香港」，要求政府取回單程證審批權，削減來港定居人數配額，
「源頭減人」以紓緩房屋問題。

輿論揭露，這份內容極為偏頗、對行政長官極盡抹黑之能事的廣告，
絕非如其自稱般由市民自發，而是由反對派及「港獨」組織人士一手策
劃出來的政治狙擊。這份廣告罔顧事實，顛倒是非，對梁振英就任以來
維護港人利益、急市民所急的利民政策一筆抹煞，並將兩地融合、自由
行等令本港獲益良多的政策肆意妖魔化。
「源頭減人」論令本港各界嘩然，即使反對派內部也有人表示強烈不

滿。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召開記者會，批評「源頭減人」言論是無理
指控，指斥毛孟靜等人的行為是要刻意妖魔化新來港人士，製造二元對
立，意圖獲取政治資本，要求有關人士收回言論及向公眾道歉。聯席還
將就此向平機會投訴。
平機會主席周一嶽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關注事件，他指出，任何對某

一人士的背景作出中傷的言論，都構成歧視，雖現時的法例並未有針對
新來港人士的保障，但有關歧視言論有必要受到譴責。

反對派借菲小動作搞事惹公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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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接連出席APEC峰會、東亞峰會和中國—東盟（10+1）

領導人會議，分別訪問印尼、馬來西亞及文萊、越南、泰國，開展全方位的外交親善和睦、

經濟合作共榮之旅。習主席和李總理此次出訪主打的是經濟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亞洲第一大經濟體，同亞洲尤其東亞各國已形成了中國發展離不開亞洲、亞洲發展離不

開中國的經濟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習主席和李總理此次滿懷誠信、胸有成竹、敢於擔當的

出訪和出席峰會，是源於對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和發展前景充滿信心，對亞太經濟的發展前景

充滿信心。習近平主席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地宣佈：「我們對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抱㠥堅

定信心。」中國將給亞太發展帶來更大的機遇。中國希望同亞太夥伴們攜手同心、共同創建

引領世界、惠及各方、造福子孫的美好亞太。

特首梁振英日前被菲

律賓個別報章指同意將

菲律賓人質事件「放

下」，本港反對派及其喉舌《蘋果日報》借菲小動作攻擊梁振

英。其後梁振英親證菲個別傳媒「斷章取義」，菲律賓總統府

亦澄清有關報道不準確和不完整。本港反對派及其喉舌借個

別菲媒斷章取義搞事，攻擊盡力用各種辦法解決人質事件的

梁特首，嚴重損害香港利益，激起社會公憤。輿論抨擊反對

派的表現是「反梁」反昏了頭，呼籲港人在對外捍衛權益的

問題上應該團結一致，不能在內部發難自亂陣腳，反對派及

其喉舌自亂陣腳須向特首和市民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