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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大力推動港台交流合作

特首梁振英高度重視港台關係發展，親力親為拓寬
港台發展空間。去年發表施政報告後的翌日，梁特首
宣佈成立香港經濟發展委員會，邀請台灣前「財政部
長」劉憶如出任委員一職。分析指出，這是新一屆特
區政府希望借鑒台灣在製造業、科技業、文創業方面
的成功經驗，並推動港台建立戰略協作關係，創造更
大的共同利益。

2013年4月25日，梁特首藉出席「兩岸及香港《經
濟日報》財經高峰論壇」的機會，呼籲繼大陸與香港
簽署 CEPA、兩岸簽署 ECFA 後，港台應訂定類似
ECFA的經貿協議，以全面提升兩地經貿關係。台經濟
部門也作出積極回應，表示或許可考慮從產業合作開
始，先增進彼此了解。

2014年1月23日，梁特首率領140人的龐大經貿團抵
達福建訪問時指出，「我們可以共同用好CEPA，共同
用好ECFA，使得香港與福建，甚至進一步加上台灣，
能發展得更好更快」。目前，兩岸「三通」推動兩岸
三地經濟整合進入新階段，以福建為中心逐漸形成了
「兩岸三地經濟圈」，隨着相互間資金、物流、人員
往來更加頻繁，區域資源配置更加優化。而香港一直

是兩岸互動的中介和橋樑，尤其在兩岸人員往來、貿
易中轉、台商投資大陸以及專業服務方面作用更突
出。香港與福建加強合作，有利促進香港、福建和台
灣的共同發展。

港台官方互動密切 提升雙方實質關係
去年6月上旬，第三屆「台北、香港雙城論壇」在台

北舉行。這是論壇中斷12年後因應兩岸關係和港台關
係新形勢再次恢復。香港4名高層官員同一時間訪問台
北，這在港台交往史上前所未見。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以「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榮譽主席的身份，率
團共90多人抵台，隨同出席論壇的港府高層官員還有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等。其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
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
立以及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先後訪問台灣，進行不同層
面的交流互動。雙方重啟正式官方交流，被視為是港
台關係互動的重大進展。

與此同時，台灣領導人馬英九多次會見香港訪台社
團，表達加強港台關係的願望。國民黨榮譽主席連
戰、吳伯雄，台灣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陸委
會」副主委張顯耀、林祖嘉，「經建會」副主委陳小

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委李紀珠，「僑委
會」副主委任弘，「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及台灣退
役上將伍世文、王若愚、費鴻波、王立申等分別來港
訪問。港台高層的交往頻繁密切，大大提升了兩地的
實質性關係。

以香港平台為兩岸民間政治對話作新嘗試
2013年3月，香江論壇邀請兩岸多名學者專家，就兩

岸進行政治對話的可能性表達看法。香江論壇是香江
文化交流基金會定期邀請兩岸學者專家出席的座談
會，分別圍繞會議主題「兩岸政治對話的可能性」發
表意見。

6月28日，民進黨大佬謝長廷以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
長身份，率領9名現任民進黨籍「立法委員」來港出席
「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創新研討會」，與大陸有關方面
的負責人直接交流。謝長廷此次赴港促成「紅綠
會」，被視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是民進黨就「民
共」交流進行的一種探索和嘗試。此次研討會的成功
舉行顯示出，香港以其特殊地位在兩岸關係中一直扮
演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兩岸一些敏感議題和接觸可在
香港由民間先開始。

11月25日，首屆「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在本港
成功舉行，為兩岸政治對話搭建了新的平台。來自兩
岸四地紅藍綠學者共聚一堂，集思廣益，對兩岸關係
未來發展進行前瞻性、戰略性思考。作為此次論壇主
禮嘉賓的梁特首指出，由香港主辦的兩岸和平發展論
壇，使兩岸四地更多的學者及各界有識之士廣泛參與
到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來，從香港的視角觀察兩
岸，以香港的發展為借鏡，探索兩岸四地進一步交流

合作、互利共贏的新
途徑，以香港「一國
兩制」16 年的成功
實踐為參考，積極探
索解決兩岸政治問
題、推進國家統一的
實現路徑。

港台經貿文化合作持續深化
多年以來，香港與台灣建立了緊密的貿易關係，如今

雙方在經濟旅遊文化方面的合作更加深入全面。商品貿
易方面，2012年，香港與台灣互為對方的第四大貿易夥
伴，兩地商品貿易總額超過3,257 億港元；香港投資推
廣署過去一年多次赴台進行投資推廣工作，介紹香港的
最新營商環境，吸引台灣企業赴港開展業務；由2012年
9月1日起，合資格的台灣居民可透過互聯網免費預先辦
理來港入境登記，台灣民眾來港更加方便，來港度假的
意慾也會相應提高；去年6月5日，港台在港簽定意向
書，合作推動發展區域性郵輪旅遊，共同拓展亞太郵輪
市場；11月1日，台灣文化部門舉辦的香港「台灣月」，
推出多台大型文化節目，透過文化表演促進港人對台灣
的了解；同月29日，由香港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主辦的
「香港周」也走進台灣，為台灣觀眾呈現蘊含深厚本土
歷史文化和不斷前進的香港。

梁特首表示，兩岸及香港過去卅年的社經發展各自
取得成就，關鍵是能擁抱歷史帶來的變化，拋開顧
慮，放下包袱，接受開放，並以發展眼光看待三地關
係。外界普遍相信，梁特首大力提升港台交往層次，
未來港台關係勢必伴隨兩岸關係發展更上層樓。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梁特首大力提升交往層次 港台關係更上層樓
特首梁振英一向高度關注並致力推動港台關係發展。過去一年，特區政府以繼往開來新姿

態，提升交流層次，高層互訪頻繁；梁特首呼籲港台應訂定類似ECFA的經貿協議，以全面

提升兩地經貿關係，得到台方的積極回應；香港更扮演特殊平台為兩岸民間政治對話作大膽

嘗試，不僅使港台關係更上層樓，也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作出貢獻。
■姚志勝

英國人在抗戰時期所犯的罪過就是不相信港人會抗
日、不依靠港人去抗日。其實還應加上一條：不相信中
共在香港領導的抗日游擊戰，不真心實意支持中共在香
港領導的抗日游擊戰。因此，錯失了和中共領導的游擊
隊聯手開展抗日游擊、為港英當局挽回點臉面的機會。
據陳敦德《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紀實》（香港中華書

局2012年版）一書記載，1938年10月下旬，港英政府
提出要與中共領導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接觸，進行保
衛香港的專題談判。在10月24日的首輪談判中，港英當
局向廖承志提出，要馮白駒領導的瓊崖游擊隊炸毀日軍
在海口市郊的飛機場，還提出要馮白駒的部隊派幾個人
來香港學習如何使用此種炸彈，條件是港英當局接濟馮
白駒部隊的武器裝備及無線電器材等。
11月15日，日軍以三個師團及海軍陸戰隊在粵西欽州
至防城間的龍門港登陸。港英當局又兩次派人會晤廖承
志，表示現存香港倉庫的500挺英造機關槍以及大批炸
藥可以清點移交中共方面，接又頻頻派人來找廖承
志，表示願意撥給馮白駒瓊崖部隊駁殼槍1,000支以外，
還可撥給25支輕機槍，另撥給東江游擊隊駁殼槍500
支，輕機槍50挺。在這個時候，日軍已兵臨深圳河邊逼
近香港，港英當局又找到廖承志，提出與廣東游擊隊協
同保衛香港，答應廣東游擊隊可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和架
設秘密電台。談判中，廖承志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提出
要求港英當局為中共領導的軍隊提供武器、裝備、醫藥
等物資，並要求成立由民主黨派參加的聯合辦事處，借
此發動群眾，武裝群眾。英方卻提出派教官到中共領導
的軍隊監督使用武器等苛刻條件，被廖承志嚴辭拒絕。
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夏衍在其《懶尋舊夢錄》中對

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最後一次與港英當局談判回憶道：
「大約12月12日或13日，英國記者貝特蘭向廖承志提
出，說香港當局想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負責人會晤，

討論共同保衛港九的問題。這樣，下一天，廖承志、喬冠華和我，和香港總
督楊慕琦的代表輔政司（忘其名）以及居間人澳大利亞籍的英國記者貝特
蘭，在香港大酒店三樓舉行了會談。我方表示，我東江游擊隊可以協同駐港
英軍和加拿大軍隊保衛港九，但是英方得供應必要的武器彈藥；這位輔政司
似乎很誠懇地表示立即向總督報告，盡可能滿足我方要求，可是從此之後，
就如泥牛入海，沒有下文。」 但據陳敦德《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紀實》介
紹，在日軍向香港發動進攻之後，戰火硝煙中，廖承志趕到港督府，英方倉
皇匆促之中，將港督府中所藏數十支手槍給了廖承志。
綜合多家回憶資料，可知中共與港英當局沒有達成聯合保衛香港之協議的
原因，是港英當局想派人到中共領導的游擊隊中去掌控這支部隊，這實際上
是不相信這支部隊，是想把這支部隊變成自己的部隊，這種苛刻的要求，國
民黨都不曾答應過外國人，共產黨更不會答應！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在江西瑞
金中央根據地就是因為把指揮權交給了德國人李德，最後敗給國民黨，不得
不撤出根據地，開始了25,000里長征。
後來發生的事情使英國人認識到不去直接掌控這支部隊，依然可以與其密

切合作，共同抗日。據陳敬堂《香港抗戰英雄譜》（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
版）介紹，香港淪陷後，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為了營救英軍等盟國戰俘，專
門成立了國際工作小組，由在香港出生長大的黃作梅擔任組長，秘密聯絡地
點最初設在九龍彌敦道某號3樓，後來移到深水埗界限街某號2樓。被游擊隊
營救的英軍少校賴特感到游擊隊能力很強，因此向英國軍事當局提出了和游
擊隊合作營救戰俘的方案，經蔣介石同意，在桂林成立了英軍服務團。英軍
服務團與游擊隊達成協議：一是開辦秘密聯絡地點（一間雜貨舖）的經費由
英方承擔；二是雜貨舖的用人和經營管理由港九游擊大隊負責；三是英方指
定一人在雜貨舖聯繫，其他人不能到雜貨舖。
雙方合作大約營救了英國、美國、印度、丹麥、挪威、蘇聯、菲律賓等百

名盟軍戰俘。日軍宣佈投降後，接管香港的英軍只有2,000餘人，自感力量薄
弱，於是邀請民望很高的港九大隊協助維持治安。雙方達成協議：新界北部
地區的元朗、上水、沙頭角、西貢等成立由游擊隊員組成的鄉村自衛隊；黃
作梅在彌敦道172號設立東江縱隊駐港辦事處，此辦事處後來成為新華社香港
分社的社址。
1946年7月9日英國外交部次長麥克奈爾在回答一位議員的質詢中答道：關
於表彰東江縱隊的事情，外交部現在正與其他有關部門共同考慮中。但英國
政府趁這機會，對東江縱隊協助盟軍逃出香港的服務工作表示欽佩。很快英
國政府作出了向黃作梅頒發勳章的決定。作為中共黨員的他，應否領取老牌
帝國主義國家的勳章呢？黃作梅就此事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同意他前往英
國接受勳章。1947年2月黃作梅接受英皇喬治六世邀請，到倫敦參加勝利大遊
行，並接受了勳章。
這真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呀！也可以說，「滄海橫流，方顯出
英雄本色。」當日寇的鐵蹄踏上美麗的香港後，港督楊慕琦舉起白旗投降
了，國民黨在港的機構無計可施地撤退了，是誰挺起了不屈的胸膛，在香港
地區展開了舉世無雙的海上游擊戰、城市游擊戰？是誰高舉起了國際人權的
旗幟，演奏了一曲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壯麗樂章？歷史早已回答，
只是提醒我們不要忘記。 （原載《新報》2014年2月10日）

2011年全球專利申請數
量 為 214 萬 件 ， 增 長
7.8%；其中中國受理52.6

萬件，佔全球總數的四分之一；美國為50.3
萬；日本34.3萬。2012年全球專利申請量為
235萬件，增長9.2％。其中中國受理65.3萬
件，增長24％，連續二年位居全球首位。華盛
頓專利申請量持續下滑，科技創新出現前所未
有的大滑坡，凸顯美國等西方列強獨享世界
「專利發明」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式。困擾歐
美國家的經濟危機，迫使他們不得不實施緊縮
政策，減少對創新領域的投入，導致西方「發
達」國家的專利申請量被北京拋到身後，反映
歐美的傳統創新優勢正面臨危機。
專利發明是催動社會進步的強動力和經濟持

續發展的「催化劑」，但專利只有實現商品化
才能造福人類。專利沒能及時轉化成新的商
品，只能產生短暫心理鼓勵作用。中國的專利
申請數目雖然位居世界第一，但和西方國家
75%專利產業化率相比，中國專利產業化比率
只達到30%，顯示中國專利沒能完全、及時發
揮其應有價值。努力讓專利成果商品化，需要
通過交流和合作學習、借鑒外國的經驗。中國
的龐大「專利轉化」潛藏龐大商機，吸引越來
越多外國機構來華合作，希望利用自己的優
勢，共享中國巨額專利帶出的利益。

中國科研成果洩密嚴重
我國載人航天工程涉及學科領域廣泛，參與

協作的科研機關、高校達到幾百所，幾十萬名
工作人員，雖然不在「軍營」，但承擔和軍事
研究人員同等重要的責任。航天、航空技術不
僅提高我國空間技術，亦在民用商品升級中發
揮出其獨特效用。由研究機關完成的新工藝、
新技術、新實驗辦法，雖然不屬於軍事領域，
但都由科研人員的汗水和心血鑄成，潛藏巨大
的經濟價值，和國防科技一樣重要，不容有絲
毫流失。部分科研人員認為自己不是直接從事
原子彈、氫彈研究，不需要神經過敏，在麻痺
大意的瞬間，就可能讓國家機密洩漏出去。
中國科研人員近30多年來，不僅在載人航

天、飛機製造、尖端武器等方面的技術攻關發
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企業商品升級、節能環
保、高速鐵路等領域的參與也屢屢創造佳績。
研究人員在科研過程中，經常需要和國內外同
行交流，需要使用電子郵件等方法傳遞信息。
另方面，研究人員在撰寫論文、出版專著過程
中，也經常由於保密意識不強，導致資料外
洩。某研究員違反規定，利用電子郵件傳遞絕
密信息，結果計算機被鎖定後，植入特種木馬
後受其遠程控制，對方從中竊取大量秘密文
件。

西方黑手竊密層出不窮
從美國前中情局職員斯諾登揭發出來的材料

可以看到，美國政府對「恐怖分子」進行的監
控已經完全「變了味」。美國對世界各國政
要、科研機關開展全方位的「入侵」和監控，
引發世界各國的憤怒和不安。事實上，美國不
僅監聽印度、俄羅斯、德國、法國、巴西等國
的政要通話，中情局還對各國的科技發明、專
利創新、最新工藝和商業信息等同樣垂涎三
尺，並通過各種手段竊取。凸顯西方黑手對政
治、經濟、軍事、科研和商業信息等都已經實
施全面入侵。警惕西方黑手竊取研究成果，避
免機密流失，已經成為高校的迫切工作。
隨高校科研成果越來越多、對外貿易的迅
速增加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高校需要進行更多
國際交流和合作。外國高校也特別希望和中國
同行進行更多合作與交流，以便提高他們的自
身競爭力。小部分打與高校「交流合作」的
外國組織，利用中國高校更多對外交流和合作
的良機，手段更加層出不窮，高校科研工作者
不僅需要更加艱苦的攻關，也要特別注意、提
高警惕，不要讓血汗換成、來之不易的成果在
不經意的情況下被盜取、流失。只有做好研究
攻關和保密兩項同等重要的任務，才能無愧於
國家和人民。

列強獨享「專利」已成過去式

徐 庶 反對派龍頭之爭愈演愈烈

反對派組織了「真普聯」，希望綑綁在一
起，共同進退。當時他們的口號是「『泛
民』沒有分裂的本錢」，意思是說，若分裂
了，反對派將掌握不了立法會三分之一的票
數，政改方案就會通過。以後，整個反對派
陣營就會泡沫化、邊緣化。「真普聯」為了
防止反對派進一步內訌，特別安排了民主黨
和「人民力量」落實停火協議，可謂費煞苦
心。

反對派沒有團結的本錢
然而，現在出現的情況是，「人民力量」

改戴了另外一頂帽子，稱為「佔中後援
會」，在民主黨「宣誓佔領中環」的時候，
全力攻擊民主黨「破壞公民提名」、「出賣
香港」，並且用暴力手段，使用雜物掟劉慧
卿和何俊仁，引起了民主黨全力反擊。停火
協議不獲執行，說明了「反對派沒有團結的
本錢」。《蘋果日報》日前也發表社論，全
力攻擊民主黨。《蘋果》以「佔中爭取真普
選，為甚麼會分裂？」為題，揭穿了所謂
「團結」是假的。因為20名反對派議員發表
聯署聲明，譴責「佔中後援會」成員肆意阻

攔民主黨舉行的「佔中宣誓大會」，惡意抨
擊「佔中」發起人，以雜物擲參加者。不
過，有7名反對派議員沒有參與聯署，反映
分裂已是事實云云。
《蘋果日報》還說，民主黨的創黨主席李

柱銘雖然簽署了民主黨的「佔中」宣誓，臨
場卻沒有出席，是不認同民主黨對「公民提
名」可有可無的立場云云。局外人眼花繚
亂，為什麼《蘋果》也要踢爆反對派「沒有
團結的本錢」呢？
原來，這涉及「誰人領導佔中」的權力之

爭。民主黨集體宣誓「佔領中環」，言下之
意，民主黨才是真正的行動派、實力派；
「佔中」要由民主黨來領導。其餘的政黨，
到目前還未作出宣誓，走在後面了，其決心
值得懷疑。「佔中」是「武林聖火令」，奪
得了這面旗幟，將來反對派的行政長官候選
人，必然是民主黨莫屬。因為「佔中」是一
枚「政治核彈」，「威力無窮」，民主黨掌
握了，就可以在談判中向中央討價還價。然
而，公民黨、「人民力量」、學民思潮認為
太過沒有理由了，「公民提名」的發明權來
自學民思潮，民主黨一向的態度是「公民提

名」並非必不可少。民主黨怎麼能夠做反對
派的龍頭？「佔中」應綑綁「公民提名」，
民主黨有什麼資格帶頭宣誓「佔中」？
所以，「人民力量」狙擊民主黨的時候，

叫出了「民主黨，賣香港」的口號，還向民
主黨提出了挑戰：「何俊仁立即承諾辭職發
動政改『公投』」，以表示「佔中」不是一
種姿態，而且要為「公民提名」服務，要有
承擔和犧牲。民主黨表示絕對不會同意「辭
職公投」，所以，反對派立即出現了「沒有
條件團結」的分裂局面。

狙擊民主黨志在綑綁
公民黨其實樂意看到「人民力量」迫使何

俊仁辭職「公投」，因為，2010年的時候，
民主黨並沒有參與「五區公投」。公民黨和
「人民力量」早已心有靈犀一點通，「人民
力量」出手打擊民主黨，公民黨若有憾然，
心實喜之。更何況，公民黨採取了兵分兩
路，兩邊落注的策略，毛孟靜拒絕譴責「人
民力量」，站在道德高地維護「公民提名」
和鼓吹提前「佔領中環」。
民主黨現在已經陷入了「兩面不是人」

的困境，《蘋果日報》的社論站在激進反
對派一邊，支持「人民力量」，力言反對
派分裂，責任在民主黨。言下之意，民主
黨根本不配做反對派的龍頭，更加沒有資
格領導「佔中」。《蘋果》指摘民主黨是
分裂的罪魁禍首，最大的一個效果，就是
要綑綁民主黨，迫使民主黨表態參加「辭
職公投」。但是，如果何俊仁宣佈辭職，
民主黨的票源，一定會被公民黨和「人民
力量」瓜分蠶食。權力之爭，決定了反對
派沒有本錢綑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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