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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提出將民生項目撥款放
在立法會優先審議，反對派嘴說「對
民生項目不會拉布」，但實際上卻採
取「升級版」的拉布，多項民生議題
至今仍然不能在財委會得到通過。反
對派繼續「馬拉松式」演講，不斷點
算人數、拉隊離開會場，消耗時間。

反對派還有一個惡毒盤算，就是要「拉死」創新及科
技局。這種現象說明，凡是有利於提高香港競爭力，
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反對派都一定反對和

阻撓，搞亂香港死性不改。
未來十年，互聯網科技和信息革命將會改變生產的

模式和人類的生活習慣，世界各國都希望先拔頭籌，
搶奪科技革命和創新的制高點，發展經濟，改善人民
生活。大家清楚知道，香港有了創新及科技局，就可
以大量吸收人才，推出新項目，在互聯網改造現代服
務業、物流業、開拓電子商務貿易、製造業自動化等
領域，更能針對消費者市場搶佔商機，發揮巨大的作
用。這有利於年輕人創業，有利於年輕人向上流動。
但是反對派就是要堵塞香港發展的「黃金」之路，困

死香港。
最近李卓人、黎廣德之流圍繞高鐵超支問題，乘機

搗亂，一會說要停止高鐵的所有工程，一會說要把高
鐵總站改建為地下商城。高鐵超支問題，有港鐵管理
不善的失誤，也有外部因素，部分經濟強國大印鈔
票，轉嫁經濟矛盾，造成全球的工程成本急劇上升。
以日本為例，日本所有基建工程都超支了百分之五十
或以上。
李卓人、黎廣德之流要求停建高鐵，或把高鐵總站

改為地下購物城的說法，根本是一個反智的提議。反
對派發動衝擊和侮辱內地遊客的「街頭行動」，累到
香港旅遊業突然萎縮，廣東道的名店已經「拍烏
蠅」，現在又要建議建什麼地下商業城，找誰來購

物？這充分說明他們對經濟和民生完全沒有建設性意
見，只會出破壞性的壞主意。高鐵的「一地兩檢」，
也是拖慢高鐵總站設計和施工的重要原因。翻查一下
記錄，就知道正因為李卓人之流極力反對「中國公安
香港境內執法」，造成「一地兩檢」拖延不決。反對
派為干擾高鐵建設製造一個又一個麻煩，然後又借工
程被延誤大肆攻擊政府，繼續拖延工程，浪費大量公
帑。
香港在反對派的破壞干擾之下，已經逐步邊緣化

了。民生只能夠在發展經濟的前提下，才有條件解
決。反對派堵死任何能夠發展經濟的出路，然後插贓
嫁禍，賊喊捉賊，指責特區政府不提供更多更好的福
利。反對派議員，其實是想把香港變成第二個希臘。

民生再拉布 反對派禍港死性不改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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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之後，美國大舉印鈔自救，推行超低利
率，結果推高全球物價和資產價格，這也是環球股市
出現泡沫的根本原因。現在美國準備加息，要把氾濫
到世界各國的美元收回美國，就推行去槓桿政策，刺
破泡沫，坐收肥水。美國還不斷放出將加息傳言，令
資金從發展中國家急撤，導致各國股市的大幅度下
跌。再加上近日希臘舉行公民投票，蓄意賴債不還，
很可能會造成「歐豬五國」仿效的骨牌效應，令金融
市場動盪，全球股市出現火燒連環船的局面。

美國輸出危機是全球金融動盪的罪魁禍首
難道最近世界各國股票市場的不斷滑落，多國貨幣

急速下跌，也是「波特金村落」現象？這恰好說明了
美國以鄰為壑，輸出危機，掠奪世界各國財富。世界
各國所發生的沽空行動，都可以看到美國投資銀行和
基金在背後操縱的影子。《蘋果日報》不說出近日世
界金融市場不穩的真正原因，反而一味指責中國救
市，是隻手遮天，欺騙港人。

中國股市的下跌，很可能是國際金融大鱷看準國際
金融市場波動的大勢，利用中國證監會要求調低槓桿
比率防範風險的時機，向中國股市進行突襲。而且，
國際金融大鱷精心部署，目前有希臘公投的因素，有
美國加息的部署，再加上中國股市的超額槓桿現象，
是造空的絕佳時機，正好「一網打盡」。大摩最近突
然唱淡中國的股市，說「牛市結束了」，「稍有利好
消息就要沽出」，不斷製造恐懼情緒，然後大舉沽空
中國股市，獵取巨額財富。

《蘋果日報》抹黑中央顛倒是非
中央政府為了維護股民的利益，為了維護國家的金

融安全，採取救市措施是必要之舉。任何一個負責任
的政府，都不會允許國際金融大鱷把自己的股市當成
「提款機」，予取予攜。但是，中央政府的救市行動
卻遭到《蘋果日報》的攻擊。《蘋果日報》說，中國
的救市造成了更可怕的「道德風險」。這樣的操作會
帶來兩個嚴重後果，其一是製造股市「只升不跌」的

期望。自此一役後，每次跌市小股民都會期望政府出
手打救，甚至變成一種合理的政治訴求。結果是，投
資者將會更冒險、更勇進，把風險不當一回事。這不
是鼓勵人人加注，令股市風險不住上升嗎？另一方
面，政府怕痛怕跌正好為「大鱷」提供「造市譜
圖」，可以大手沽空製造危機再逼政府出手托市，他
們便可在升跌之間賺取巨利，政府及小股民則成為任
人取款的「提款機」。

這種說法，完全是倒果為因，顛倒是非。中國並非
一定要股市只升不跌，並非要保證小股民一定賺錢，
現在的問題是，國際金融大鱷正在掠奪中國小股民的
財富，要破壞中國通過股市融資進行的「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破壞中國產業升級的計劃。國際金融大
鱷沽空中國股市，關乎中國的經濟安全和利益，中國
政府能袖手旁觀嗎？任由市場「自行調節」嗎？中央
採取措施打擊沽空活動，完全必要合理。《蘋果日
報》為國際金融大鱷講話，妄言「道德風險」，配
嗎？美資金融大鱷明火執仗，打家劫舍，在金融市場
掠奪別人的財富，有什麼道德可言？《蘋果日報》怎
麼不去批評這種強盜行為？

至於說，國際金融大鱷利用中國政府托市，又可
以趁買入、借升市大賺一筆，這更是天方夜譚。國
際金融大鱷的沽空倉仍在，如果幫助中國政府推高
股市，自己不是血流成河嗎？所謂中國政府為「大

鱷」提供「造市譜圖」，是完全經不起推敲的謊
言、謠言。

為國際金融大鱷唱贊歌
西方長期散播、鼓吹「中國經濟崩潰論」，但事實

是，中國最近3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高歌猛進，國家
實力不斷提高，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位，已成世界貿
易大國，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排名世界第二，是日
本的一倍多，超過美國也指日可待。中國去年的經濟
增長率為7.4%，即使有所放緩，但仍是西方的3倍。中
國發展的模式，兼顧了不同模式的優越性，受到了越
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和模仿。相比之下，美國所
提倡的「華盛頓模式」，美國對付經濟危機的「休克
療法」，已經證明是失敗的。美國 2008 年的金融海
嘯，正正暴露美國的制度是維護金融壟斷財團利益，
不僅掠奪美國其他階層的財富，而且掠奪世界各國人
民的財富，投資銀行高層貪污腐敗，賺錢是大財團
的，出了問題卻要全美國和全世界人民去「埋單」。
這樣的制度才是不公義的，是「吸血鬼」。《蘋果日
報》不批判美國經濟制度的虛偽貪婪，反而利用中國
股市下跌妖言惑眾，唱衰中國，這是徒勞的。誰為國
際金融大鱷唱贊歌，誰對中國老百姓的財富被掠奪講
風涼話，認為「見死不救」是好事，廣大香港市民應
該看得一清二楚。

高天問

中央政府正在全力救市，《蘋果日報》唯恐天下不亂，昨日發表題目為「A股已成『波特

金村落』般的假局」的社論，散播恐慌情緒，胡說八道指責中國經濟「金玉其外、敗絮其

中」，這明顯是為美國販賣「中國經濟崩潰論」出力，為國際金融大鱷狙擊中國唱贊歌，充

分暴露《蘋果日報》甘當反華勢力喉舌的醜陋嘴臉。

抹黑中央救市 《蘋果日報》自爆其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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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適用香港 梁美芬：非「做咩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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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由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出品的《香港傳
真》，聚焦香江熱點話題，對話新聞當事人。《香港傳真》每
周日晚19時30分透過中國新華電視中文台（香港地區：
nowTV 369頻道）播出。本報獨家刊載文字版節錄。香港傳
真WeChat ID：cnchktv。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布25

周年，也是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30周年。香港基本法諮
詢委員會委員、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曹宏威在接受《香港傳
真》專訪時表示，香港基本法的頒布實施對香港意義重大，它
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體現，是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石，更
是一部具有國際意義的法律。
曹宏威指出，「中國主動地、建設性地照顧到英國的利益，

其實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利益。長遠而言，中國是用平等互利共
贏的方法去解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構思是中央
想出來的。這是全世界破天荒解決領土紛爭的途徑，為世界作
出一種樣本。我認為中國領導人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如今，退休後的曹宏威在另一個領域為香港市民所熟知，那
就是啟智遊戲—數多酷（SUDOKU）。他研究歸納出「四字
碼」解題方法，還將這個英文與數字推理遊戲增添中國元素，
加入古詩歌和文言文，並推出「說得COOL」的手機應用，讓
玩家能隨時隨地鍛煉邏輯推理能力之餘，亦增長中國文化知
識。「我希望玩這個遊戲的小朋友，可以從中學習到更多的中
國文化。特別是非華裔的，例如南亞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
中人稱港人會因在港反政府而被新的國安法定
罪，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經民聯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指，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並
未將國安法納入其中，不會直接適用於香港，
但強調即使沒有額外為港人行為增加規限，也
不代表港人在內地「做咩都得」。
梁美芬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國安

法是全國性法律。由於國家刑法與國安法有
重疊的地方，香港人要到內地進行被內地視
為犯法的行為，才會違反國安法。不過，國
安法強調港人有責任守法，即使沒有列入香
港基本法附件三，條文不會直接適用於香
港，但不代表港人在內地「做咩都得」。

港人內地犯刑法照制裁
她解釋，內地法律概念分為「屬人法」及

「屬地法」，任何人在內地觸犯刑事行為，
可能會被捕，這不會因是否有國安法而有改

變，「界線這麼多年都是這樣，無得奉旨，
掛住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入內地就做咩都
得。」同時，內地人在港參加針對國家政府
的遊行集會，回到內地一向都有可能被追
究。
梁美芬坦言，香港永久性居民好幸福，即

使參加集會或發表言論批評中央政府，只要
在內地不要做同樣的事，都不會有制約，最
多不容許進入內地。
關於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梁

美芬希望香港社會不要抱持「避之則吉」的
態度，而應要有一個正面的討論，先讓香港
市民了解條文，明白本地立法如何配合香港
的政治文化，例如普通法傳統等，減低市民
的誤解，再展開討論。
另外，被問到「後政改」的工作，梁美芬

強調，自己現時會集中做好地區事務，也會
與香港專業人士及商界研究把握好國家「一
帶一路」戰略下的機遇。

公民黨前創黨黨員湯家
驊早前決定退黨，更宣布
會於今年10月辭任立法會
議員。人未走，其他反對

派議員已對其內務委員會副主席一職「虎
視眈眈」。據悉，工黨議員何秀蘭、「公
共專業聯盟」議員梁繼昌及民主黨議員單
仲偕均對此職「垂涎三丈」，但反對派早
前向建制派「摸底」時，3人均不獲建制
派接受，反對派就撕破臉稱「我哋推邊個
就係邊個，夠膽就選過」。對此，建制派
已有準備，並計劃由保險界議員陳健波
「應戰」。
消息人士昨日指，今屆立法會初期，

反對派和建制派都願意就立會各事務委
員會的正副主席人選「有商有量」，但
反對派其後單方面破壞慣例，突襲立法
會財委會屬下的人事編制委員會及工務
小組委員會，搶去正、副主席職位，將
「不合作運動」戰線擴展到該兩個委員
會，令很多工務工程的撥款申請被「無
限期」延長，令業界怨聲載道。

3反對派欠「公」建制派不「收貨」
湯家驊決定辭任立法會議員，令內會

副主席一職再起爭奪戰。該名消息人士
指，建制派本無意派人角逐有關職位，
但內會副主席的工作十分重要，包括每
周都要和內會主席代表全體議員與政務
司司長會面轉達議員的訴求，故人選必
須是持平、公正、不偏不倚的，而非只
聽反對派意見，甚至將自己的個人意見
扭曲為全體議員意見的人。
他續說，湯家驊雖為公民黨黨員，但

尚能做到公平公正。建制派原屬意由醫療
服務界議員李國麟任內會副主席，但反對

派就建議由何秀蘭、梁繼昌及單仲偕來當，而這3人能
否做到公平公正，「大家都心中有數吧。」
不過，反對派在得悉3人不獲建制派接受後，竟試
圖「打橫來」，稱：「幾時輪到建制派話事？我哋話
邊個就係邊個，夠膽就選過。」消息人士強調，「若
反對派一意孤行，堅持要推出不獲認同的人出選，建
制派會奉陪到底，派員角逐。」在人選方面，他指倘
論資歷計算，應該會由陳健波「出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修訂的《國安法》首次將港澳納入
適用範圍，列明港澳居民都有義務

維護國家主權。梁愛詩昨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表示，沒有一個國家不制訂《國
安法》，而《國安法》適用於國土每一
寸土地，香港也可能有些行為影響遍及
全國，故不可以說《國安法》與香港完
全沒關係。

維護國安國民有責
她強調，國家的《國安法》是「好大

的事情」，並非針對香港一小撮人，中
央官員也不可能就香港人每一種行為都
解釋是否違法。不過，每個國民都有維
護國家安全的義務，最重要是市民出發
點不是要做危害國家安全的事，「首先
你問你應唔應該做先，唔好話做了這件

事會有什麼懲罰、會否受到懲罰。」
梁愛詩續指，港人違反國家安全的行

為會否在內地受到懲處，涉及境外司法
管轄權問題，但不等於在其他地方犯了
法後不能於內地受審判。例如在內地取
得機密，即使無違反香港法律，仍可能
會在內地受法律制裁，新加坡或美國也
有同樣做法。

李卓人「自知」為何憂慮
對於香港「支聯會」秘書李卓人稱，

考慮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返內地考察「測
試」《國安法》，梁愛詩指，不了解李
卓人為何對《國安法》有憂慮，也只有
「支聯會」才知道自己是否有構成推翻
政府的行為，「有沒有行為、有沒有能
力（推翻政權）等，要佢哋自己先至

知。」
被問到提出所謂「結束一黨專政」等

口號、參與「佔領」行動等有否違反
《國家安全法》，梁愛詩認為，要視乎
有否「煽動」他人推翻國家政權，不能
簡單說「六四」就是危害國家安全；而
去年發生的「佔領」行動是想推翻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的決定、
更改法律決定，而非造謠、誹謗及推翻
國家。

港須就二十三條立法
就有曾參與「佔領」行動者被內地拒

絕入境，梁愛詩指，這屬內地有關部門
的判斷，她不評論個別案件，「佢哋考
慮什麼我唔清楚。如果香港人憑現在力
量能推翻政權，係不現實。」她認為港

人對《國安法》的憂慮源於不了解內地
情況，並呼籲港人應接受國家民族，看
這問題時就不會太敏感。
梁愛詩又否認中央制定《國安法》是向

特區政府施壓，以加速香港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認為特區政府有權自行判
斷立法時機。但她指，目前刑事罪行條
例中，有關國家安全條文的概念已經過
時，因此香港有需要就二十三條立法。

梁
愛
詩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頒布最新的《國家安全法》，香港反對派中人稱

會影響港人往返內地，甚至有人會因而被捕。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強調，每個國民都有

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而國家通過《國安法》並非針對香港一小撮人，也非藉此施壓以加速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最重要是香港市民出發點不是要做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就毋須過分敏感。但她指，在

香港目前的刑事罪行條例中，有關國家安全條文的概念已經過時，故香港有需要就二十三條立法。

■梁愛詩指，最重要是香港市民出發點不
是要做危害國家安全的事。 莫雪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