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十八屆三中
全會剛剛落下帷
幕，美國前總統克

林頓就來北京見了習近平。習近平指出，中
美關係歷經風雨，但總體上朝㠥正確的方向
發展，現已成為摩天大廈。當然，中美風雨
還是有，而這風雨和摩天大廈，正是中美關
係的一體兩面。再而，看當今全球戰略格
局，首先看中美關係。看通了中美關係，就
看通了國際格局。不論是何方人士，都不能
不認為，三中的綜合性改革，為中國未來幾
十年指明發展道路，大刀闊斧的改革漣漪效
應將影響美國及全球戰略格局。

三中改革受到世界普遍歡迎

三中全會之前，美國也非常清楚北京要推
改革，美國各大知名傳媒都非常重視，並且
做出許多預測，但是沒有都想到力度是如此
強烈。首先，市場經濟由原來的資源配置的
基礎作用變為決定性作用。這一改，意義非
同小可，要走計劃經濟回頭路的基本絕望
了。
也就是說，在經濟制度上是繼續與國際接

軌，也是與美國的經濟制度接軌。無疑，這
是美國歡迎的。在具體措施上，三中「決定」
還提出實行統一市場准入制度，改為採用負
面清單，進一步為外資鬆綁，國際社會皆認
為這是上海自貿區之後又一重大突破。另
外，三中決定加快農村土地流轉，也就是放
寬農村土地進入市場的限制，這也是破除舊
有的左的觀念的重大突破，龐大的農村土地
進入市場，意義也是不可估量。城市土地支
撐了中國前三十年的改革，也許農村土地是
中國未來改革的基石。農村土地進入市場，
會產生巨大的財富效應，促進消費，從而極
大刺激中國的生產力。
綜合而言，三中改革的方向是美國和世界

普遍歡迎的。實質上三中全會的決策是經濟
更加自由化，更大程度由市場決定，這些國
家都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受惠於中國的經濟發
展，只要政治穩定，經濟就可以互通往來，
中國和全球更加緊密融合。中國相信，誰贏
經濟誰贏國際地位，相信美國也能明白這
點。

太平洋可容中美兩大國

事實上，三中改革釋放的競爭力也必然縮窄中美的實
力差距。美國作為世界老大，也許又喜又憂。既歡迎中
國進一步市場化，但是又擔心中國追趕。於是，人們一
方面又會記起「一山不容二虎」的說法，另一方面又會
記住中美領導人的共同表態：太平洋可以容下中國和美
國。
對於三中改革開放帶來的衝擊，美國不免要檢討過去

對中國的兩手策略。美國表面上對中國有笑臉，但暗中
也沒少搞鬼。中國和鄰國和平相處共同繁榮，美國有些
惴惴不安，拉攏日本制衡中國，順勢借日本作為重返亞
太的基地。美國還要派六成軍艦佈防亞太，同時利用
TPP孤立中國。但是，當今世界的競爭首先是經濟力的
競爭。美國剛險度國債危機，經濟發展必然是全美更趨
之若鶩的關注點。搭上中國新一波改革開放的大潮，有
利美國經濟回升，但是，如果完全放鬆對中國的遏制，
相信美國也心有不甘。
到底如何因應中國三中深化改革開放，相信在還有

不到一個月，拜登亞洲行可窺一豹。他要替奧巴馬遠
走亞洲，串門日本，然後是中國和韓國。他是繼續支
持安倍釣魚島發難和修憲，還是加以限制呢？無論如
何，世界大潮歡迎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倒行逆施不
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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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美國依仗軍事和
科技優勢，為所欲為並「自
我陶醉」。軍事上的毫無顧

忌雖然已經讓美國元氣大傷，但華盛頓「精英」卻仍
然毫無反省、檢討之意，繼續我行我素，導致美國財
政日益深陷，赤字越積越多，債務越滾越大，信任度
越來越低。美國的專利申請量二戰後長期間穩居世界
第一，數量甚至比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但至
2011年，專利申請總量第一的寶座已經被中國取代，
顯示美國的科技優勢已經大幅下滑。一個不善於、
「不需要」檢討反思、極度「自我陶醉」的國家，將繼
續催化其經濟、科技和軍事等方面的大滑坡。

世界科技將重新大洗牌

進入21世紀，美國先後捲入阿、伊戰爭，耗費巨大
財力，元氣大傷，使投入高校和研究機關的資金持續
下降，科技人員無法得到足夠資金作相關研究，專利
申請也出現逐年下滑趨勢。2010年，美國的申請專利
量仍是世界第一，但數量已萎縮至僅佔世界總量的四
分之一，顯示美國的科技優勢正逐漸消失。反觀中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迅速提
高，對高校和科研機關的投入也「水漲船高」。 2011中
國專利申請超過52萬件，首次超越長期稱霸專利王國
美國的50萬件，成為世界第一。
中國的專利申請數目超越美國排行世界第一，首次

成為專利王國的「大哥大」，說明美國一直領先的科技
優勢已經今非昔比。科技創新大滑坡，凸顯美國等西
方國家獨享世界發明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美國的申
請專利量退居世界第二，既是美國人不願意看到的事
實，也是長期「自我陶醉」帶來的無奈。與此同時，
困擾歐洲的經濟危機，也迫使他們不得不繼續實施緊
縮政策，減少對創新經費的投入。美國、歐洲專利申
請快速下滑，反映歐美的傳統創新優勢正面臨新危
機，世界科技的未來也將進行重新大洗牌。

不減赤字永遠沒有出路

美國的巨額債務危機源於阿、伊戰爭，白
宮依仗美元是全球貿易結算貨幣，又擁有獨
一無二的美元印刷機，可有將世界各國的外
匯儲備「由乾飯變成稀飯」，於是毫無顧忌
擴充軍力、研究和發展各種最新式武器，組
建龐大間諜網絡，在全世界124個國家和地
區派駐40萬軍隊和軍事人員，每年進行超過
逾百次軍事演習。龐大的「燒錢」行動，迫
使華盛頓最終需要靠借錢過日子。美國債務
已經由2000年的5.7萬億美元，迅速增加到目
前的16.7萬億美元，每年增速幾乎達到萬
億。按這樣的趨勢，華盛頓雖能躲過今日危
機，仍需迎接明天的「炸彈」。
奧巴馬雖然能說會道，但上台5年來，

已經無奈將債務屢屢再推高。華盛頓如果繼續不懂
反省、繼續「自我陶醉」，不設法減少赤字，將找不
到光明大道。美國的債務雖然可以繼續再提高上
限，但每年要付出近萬億美元的利息，已經成為華
盛頓背上的「大山」。從理論上講，巨額債務已經讓
美國進入破產境界。每年需要支付超過萬億美元巨
額軍費、萬億美元的利息，無論多麼富有，都無法
應付這個「無底洞」。美國或者可以繼續利用美元
「印刷機」不顧後果地再大印美元，起到「延緩破產」
的後果，但美元印得太多了，導致世人失去對美
國、美元的信任，則是可怕的「美利堅悲歌」。

「自我陶醉」催化美國實力大滑坡

堅持改革開放 走向國富民強

三中全會頒佈的《決定》有若干部分更與香港
有密切關係，與港人的福祉和前途有㠥明顯關
連，本港政府有關人員亦已陸續地發表了體會，
而且也表示㠥會從速制定相關的政策措施，與祖
國同一步調統一認識並肩共進，不要再糾纏在漫
無目的或者別有用心的找碴抹黑謾㢯叫囂，而要
平心靜氣求同存異地理出一條行得通的正道。李
飛主任來港闡釋了香港普選的要義，全面論述普
選必須符合香港的法律地位，普選制度必須適合
香港實際情況，處理香港普選問題必須符合基本
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可以說很全面和深具
權威性，對本港普選討論有㠥十分重要的參考價
值。本港各方面人士應該重視，虛心務實理性地
去研究反芻其內容，全面透徹地讀通內容理解精
髓，正確認識和理解「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和有關內容，大家取得較為一致的看法、站在較
為一致的角度、採用較為一致的語言，這樣，相
信會達至中央的期望，可以在既定的時間表內理
順向前發展的普選方案。
三中全會的《決定》全面系統地對我國的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全面持續發展作
出具體要求和規劃，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
夢」的實現有重大意義，是祖國號召我們前進的
進軍號，循㠥這既定方針、堅持這發展方向，我
們會逐步走向國富民強，用事實證明堅持改革開
放，從各方面樹立新形象，堅實地屹立在世界的
東方。

港人應把握機遇 努力實現中國夢

今時今日，三中全會給我們帶來了地利和人
和，港人應該好好地掌握形勢積極投身加快愛
港建港的步伐。雖然，「天時」在大自然氣象

的範疇來說，目前的科學水平還未能恣意操
縱，但社會上的天時氣候，還應該在人類指掌
之間，我們沒有理由把目前香港的社會氛圍攪
得周天寒徹。試問：無論是老朽或是童稚、是
在職或是失業、是男抑是女、是華人抑或外
人，身處香港你都不願看到香港蒸蒸日上，市
民生活逐日改善？你會聽憑挑唆、謊言而凡政
策必反因而阻礙了施政妨礙了發展破壞了市民
福祉？你會拋棄了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普選的決定、妄於聽從別人叫嚷要用虛無的
「國際原則」去進行政制改革？你甚至會同意
用非法佔中去迫使中央接受違反原則的「普
選」、更從而把一個反對中央反對憲法的人推
上香港特首位置因而將香港引致「獨立」、脫
離祖國母體和人民？如果你這樣做，誰會得
益？誰會狂笑？而到頭來你會得到甚麼？中
央決不會因為幾隻蒼蠅嗡嗡叫而放棄了底
線，撤走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定下的普
選原則。當然，中央仍是時刻以港人的福祉
和理想為重，遵照㠥鄧小平早已提出的原
則：循序漸進、積極穩妥推進香港民主發
展，最終達至普選目標。
香港已經開始了有關2017年普選特首的研究討

論，我們決不能讓反對派借故掀起一場人造颱
風，以為可以憑㠥煽起的歪風點起了妖火進而火
中取栗，他們的變天夢不會得逞。港人要團結一
致認清形勢判別是非，在大好形勢下共同營造風
調雨順氛圍，配合㠥三中全會《決定》的光輝指
引和全國一道為實現國泰民安、國富民強的「中
國夢」而努力。

乘三中東風 保國泰民安韋 剛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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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飛強調，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特首。他指

出，如果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行政長官，他怎麼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怎麼履行執

行基本法的職責？「一國兩制」下中央與特區的良好

關係很可能受到嚴重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很可能受到

嚴重的影響，甚至「一國兩制」實踐都可能發生嚴重

挫折。實際上，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特首，是中

央的一條底線。

特首必須愛國愛港是貫徹實施憲法的必然要求

確保與中央對抗、企圖改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人不

能當行政長官，其實也是一個關係到是否尊重、遵守和

堅決貫徹實施憲法的重大問題。原港澳辦主任魯平先生

11月17日賜文給筆者指出：「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

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

義制度。』因此凡是中國公民都有義務保障國家的這個

基本體制，包括居住在香港的中國公民。你可以不同意

某條法律，但你必須遵守這條法律。根據憲法的規定，

你可以不贊成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但你不能破壞國家

的社會主義制度；你必須尊重13億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

制度。凡是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都必須遵守憲法這條

最基本的規定。」魯平先生擲地有聲地說明了香港普選

要確保與中央對抗、企圖改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人不

能當行政長官。

憲法的效力及於香港，正是「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

法得以有效實施的最根本的法律保障。憲法的效力如果

不及於香港，基本法也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很

難解釋，脫離了憲法，「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

能夠單獨獲得法律效力。 因此，對於憲法第一條的規

定，在基本法中也明確規定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與中央對抗、企圖改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人不能當行

政長官這一條底線，是憲法和基本法的必然要求，是國

家安全和香港利益所在。

「一條路徑，一條底線」緊密相連

「一條路徑，一條底線」緊密相連。如何堅守和捍衛

「一條底線」？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基本

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尖銳指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

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

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

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

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

嗎？」權威人士告訴筆者，當年鄧小平先生早就預料到

了一些反中亂港分子會在香港普選問題上興風作浪，香

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是根據鄧公的指示精神，規定了

特首候選人必須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照民主程序產生，以此嚴防反中亂港分子問鼎特首寶

座。

鄧小平先生真是料事如神！一些反中亂港分子如今對

提名委員會這一關閘果真恨之入骨，想盡千方百計來廢

除之、代替之、改造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讓自己

入閘搶奪香港管治權。他們這樣仇恨、討厭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恰恰說明當

年設計提名委員會完全是對的！並提醒我們必須捍衛基

本法的這一制度設計。提名委員會是根據香港的實際情

況而設計的制度，是香港社會共識，有利於資本主義經

濟的發展和社會各階層的均衡參與，有利於建立良好的

中央與特區關係，具有合理性和優越性。

最大限度就特首普選兩特點凝聚共識

正如李飛指出，從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確立的制度

安排來看，行政長官

實行普選時，全港合

資格選民均有一人一

票的投票權，選舉權

普及而平等。這也是

普選最重要的標準和

最核心的內涵。任何符合法定資格的人都可以向提名委

員會爭取提名，獲得提名的人可以平等地進行競選，被

選舉權、被提名權沒有不合理限制。這種制度是公平合

理的，從這個角度來講，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普選制

度沒有實質的差別。在下一步公眾諮詢中，需要香港社

會深入討論的是基本法規定框架下普選制度的具體安

排，其中包括：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民主

程序、行政長官候選人的人數、每位選民投票選舉行政

長官人選的具體方式等，只要本㠥理性務實的態度，求

同存異的精神，一定能夠凝聚社會共識，在2017年如期

實現行政長官的普選。

今年以來，中央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了中央按

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落實普選的堅定立

場。中央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在香港落實普選的立場是堅

定不移的，對香港社會各界在基本法規定的軌道上形成

普選方案充滿信心。只要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以基本法規

定作為共同基礎，放下心中一切成見，相互尊重，相互

理解，相互包容，最大限度就特首普選兩特點凝聚共

識，就可以使普選成為現實，把香港的民主發展推向一

個嶄新的階段。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昨日指出，特首普選有一個重要特點，有

一個特殊之處。一個重要特點是，行政長官候選人要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

一個特殊之處是，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筆者認為，上述兩點可說是「一條路

徑，一條底線」：「一條路徑」即候選人必須由提委會提名是唯一選項和唯一路徑；「一條底

線」即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特首。「一條路徑，一條底線」緊密相連，1987年4月16日，

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尖銳指出：「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

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為了回答和解決鄧公之問，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經過反覆討論研究，設計了「提名委員會」來履行確保愛國愛港者擔任特

首，將與中央對抗、企圖改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拒之於特首大門之外的神聖職責。只要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以基本法規定作為共同基礎，最大限度就特首普選兩特點凝聚共識，就可以使

普選成為現實，把香港的民主發展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香港社會對特首普選兩特點應達成廣泛共識
蒯轍元

西望張東

走廊方西

■蒯轍元

■美國財政危機不斷，科技優勢已大幅下滑。

剛在我國首都勝利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

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振奮和有指導意義的信息，數

月來人們聚焦的會議，終於從數萬字的《中共中

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中獲得了我國全面深化

改革明確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標誌㠥我們已經進入了改革的深水區，全國人民就要

昂首邁進新的建設時代、要依㠥藍圖創造更多更新更宏偉的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

的典範，為子孫萬代打造更堅實的幸福基業。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血肉相連的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人是13億龍的傳人的一分子，我們當然也要負起應負的責

任，㟃手高歌與廣大同胞一道勉力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