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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8
月18日公佈全球宜居城市調查，受去年「佔領」行動
影響，香港排名大跌15位至第46位。經濟學人智庫解
釋，香港宜居度評分顯著下跌，主要受去年「佔領」
行動大型示威及與員警的衝突影響，增加了市民對社
會穩定的憂慮。實際上，香港從未像今天這樣是非顛
倒，黑白混淆，當政治凌駕一切，暴民政治橫行霸
道，社會不可能穩定，宜居城市也就無從談起。

「佔中」造成法治觀念廢弛
「佔中」禍港不止宜居排名大跌，「佔中」搞手以
「公民抗命」為幌子，以違法作為行動號召，從一開
始就走上大規模破壞法治的道路。「佔中」導致局面
失控，造成混亂狀態，一度令香港淪為暴戾之都、動
亂之都，使社會的整體利益受到嚴重損害。香港法庭
在「佔中」期間數度頒佈針對「佔領」的禁制令，大
批示威者和反對派議員對此視如無物，身為資深大律
師的公民黨主席余若薇、身為律師的民主黨議員何俊
仁等辯稱「佔中」屬「公民抗命」，違反禁制令不代
表不尊重法治，甚至是被迫犯法云云。這種大規模破

壞法治的行動持續79天之久，在全球法治地區均十分
罕見。
香港一直以優良法治傳統稱譽國際。歷史清楚表

明，法治在香港經濟騰飛、走向世界、發展成為國
際大都市的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反對派煽動
「佔領」者以凌駕於法官、員警、執達主任之上，
對法治造成嚴重損害。歷史證明，一些偉大城市的
輝煌與覆滅，無不與法治的興廢有關。要慎防香港
「自殘」及由盛轉衰，最重要的是維護香港法治。
「佔中」造成的法治觀念廢弛貽害深遠，不是結束
「佔中」就能解決的。香港社會應加強法治教育，
重拾守法意識。

煽動青少年走暴力衝擊邪路
「佔中」利用青少年學生為暴民政治推波助瀾，對

青少年尤其貽害深遠。「佔中」搞手和教協沒有放過
誘導青少年學生參與「佔中」、向學生洗腦的機會，
教協編制並派發「佔中」的「通識教材」，經由戴耀
廷「審查」後派發予學校，教材一味美化「佔中」行
動，很明顯，這是向學生鼓吹「公民抗命」，誘導青

少年學生參與「佔中」行動。社會各界擔心「佔中」
搞手對青少年洗腦，毀壞青少年守法意識。
「佔中」煽動暴民政治並迅速膨脹，部分年輕人趨

向莽撞，禮崩樂壞，違法「佔中」做了最壞示範，打
開了激進暴力的潘朵拉之盒。反對派為達到政治目的
和一己私利，動輒發起違法暴力抗爭，採取包圍、謾
罵、甚至暴力衝擊的手段，衝擊香港法治，擾亂社會
秩序。這股暴力衝擊歪風還蔓延到崇尚尊師重道、文
明有序的大學校園。7月28日，在反對派煽動下，激進
學生暴力衝擊校委會，目無師長、蔑視校規、毫無人
道，十足像文革期間高呼「造反有理」的紅衛兵。過
去香港青年人走入社會，是想方設法謀得一個安穩的
職位，或找幾個志同道合的同伴共同創業。現在有不
少青少年，在反對派政客的煽動下，走一條暴力衝擊
的邪路。

香港從經濟城市轉變為政治城市
非法「佔中」去年9月底發生後，香港學者、金融機
構和商會代表分別發表報告評估香港的經濟損失，評
估出來的損失由每天數億元至數十億、數百億元不
等。更嚴重的是，「佔中」形成的政治陰霾，窒礙投
資意慾，導致經濟放緩。「佔中」對香港經濟帶來的
隱性損失，包括香港居民、特別是香港青年賴以安身
立命和向上流動的機會，其損失程度更難以計算。金
管局前任總裁任志剛及現任總裁陳德霖在「佔中」期
間指出，「佔中」威脅香港的金融發展和經濟繁榮，
衝擊香港金融穩定的根基。
香港已經逐漸由一個經濟城市轉變為一個政治城

市。不僅是一個政治城市，而
且是一個躁動不安的政治城
市。回歸18年來，反對派製造
矛盾，分化社會，香港陷入內
耗深淵，民粹主義泛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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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政治化傾向衍生數不清的爭拗，民粹主義泛
濫，內耗和爭拗不斷，令政府動輒得咎，難以集中精
力進行科學有效的決策，社會亦缺乏搞好經濟的和諧
環境，這不僅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亦令香港社
會產生了被邊緣化的憂慮。
香港在全中國GDP中的佔比， 1997年回歸時為

15.6%，而今天則只有2.9%。根據目前的經濟增長速
度，2017年前後，不需說北京、上海，僅廣州、深
圳等城市也都將超過香港，2022年，就連重慶、成都
和杭州等城市也會超越香港。

遏止暴民政治香港才能向上提升
近期，內地網民廣泛流傳一句話：「不到香港，不

知文革還在搞。」校園政治化，百年學府淪為暴力衝
擊場所，正是整個社會不斷沉淪的縮影。社會各界宜
警惕，放縱暴民政治香港就會向下沉淪，遏止暴民政
治香港才能向上提升！當務之急，特區政府必須重振
公權力，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法庭也不能為暴徒開
脫罪責，社會各界也應譴責暴民政治，支持警方維護
法治。只有這樣，才能維持特區有效管治，保障社會
安定繁榮，遏止香港宜居排名大跌，維護香港核心價
值和市民福祉。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宜居排名大跌的警示
香港宜居城市排名大跌，令人深思。「佔中」令香港進一步泛政治化，而政治因素與宜居城

市排名無法分割，不排除香港在全球宜居城市的排名會繼續下降。「佔中」令香港從經濟城市

進一步蛻變為政治城市，由國際都會淪為示威之都、動盪之都，再也不是人們熟悉的那個香港。

「佔中」造成的法治觀念廢弛，不是「佔中」結束就能解決的。宜居排名大跌啟示，香港應修

補「佔中」對法治的傷害，港人今後更需堅守基本法，確保法治基石不會動搖。

譚惠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應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
（續昨日）
（3）「一帶」依托歐亞大通道，致力於打造
多條陸上經濟走廊。
（a）「一路」憑藉重點港口城市，努力打造通
暢安全高效的海空運輸大通道。香港作為國際航
運中心，在航空、航海物流，機場、港口管理，
快速清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均可以向內地及「一
帶一路」沿線周邊國家提供借鑒。例如，香港作
為一個國際航運與貿易中心，提供了港口、產
業、城市聯動效應的模式，可以作為內地及沿線
周邊國家打造港口城市的示範。
（b）再例如，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上最繁忙
的貨運樞紐，也是全球最繁忙客運機場之一。自
1998年啟用以來，先後逾50次獲推舉為全球最佳
機場。香港機場的管理經驗完全可以推廣到內陸
地區，在「一帶一路」沿線城市打造更多面向境
外的門戶機場。另外，香港貨物出入境的快速清
關經驗可以協助沿線周邊國家海關建立合作網
絡，推動聯合監管、數據交換、執法互助合作。
（4）幫助內地企業走進「一帶一路」沿線周

邊國家
（a）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達到1,400億美元，

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亞洲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和全球
第三大外資提供國。但是中國企業「走出去」仍
停留在較為初始的階段，跨國公司尚未形成全球
佈局，不利於中國產業轉型升級。香港作為內地
企業多年來「走出去」的窗口，積累了大量豐富

的如何協助內地企業佈局海外的經驗，可以將海
外投資目的地擴大到沿線各國，充分利用沿線各
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的巨大需求，將投資擴大到
基建與實業領域。
（b）此外，要充分發揮香港中資企業的優
勢，對有條件的中資企業可以有選擇地在「一帶
一路」立點區域城市，進行投資經營如交通、電
訊以及物流，特別是機場、港口等的收購兼併。
這樣既帶動與發揮香港中資企業經營管理優勢，
又較容易融入當地社會，以促進「一帶一路」更
快速發展。
（5）協助國家建立支持型金融體系，擴大中

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金融話語權
（a）為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中國發起設立
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組織開發銀行、
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這四大機構將為
周邊新興市場的基建、資源開發、產業合作等提
供投融資支援，香港憑藉其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充
分參與競爭的經驗，可以協助國家促進融資市場
的蓬勃發展。香港依靠先進的、與國際接軌的法
律制度優勢、市場規則優勢，可充分加強與上述
四大機構的合作，領先建立多邊金融合作框架，
強化國家與香港的參與權和話語權。
（6）協助國家擴大人民幣國際化趨勢
（a）與主要國際貨幣相比，人民幣在投資和儲
備功能的國際化方面仍處於初始階段，加快推動
人民幣成為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是人民幣國際

化發展的關鍵。「一帶一路」戰略推動人民幣在
更多的區域中心使用，國家大力拓展跨境金融交
易管道，支持人民幣成為區域計價、結算及投融
資貨幣。另一方面，龐大的貿易和基建投資規模
將推動人民幣計價及支付走進當地市場，為人
民幣離岸市場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香港在人民
幣國際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促進外貿及投
資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以及發展離岸人民幣
金融產品方面有豐富經驗。這種重要作用不但
不會隨國家開放更多的人民幣使用中心而喪
失，相反將香港更緊密地拉進了人民幣國際化
的進程。香港要憑藉自己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
的經驗，協助國家在沿線周邊國家擴大人民幣
國際化趨勢。
（7）利用香港尤其在「一路」周邊國家的人

脈優勢，釋除這些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政治不信任
（a)由於地緣政治、文化宗教差異，加上有些
國家在背後煽風點火，國家對外開放的道路並不
會一帆風順。尤其在「一路」周邊，由於領土、
領海糾紛，可以想見，雙邊、多邊政治互信不
足、摩擦不斷的情形會持續存在。香港尤其可以
利用在「一路」周邊國家的人脈資源，例如東南
亞國家華僑華人群體，通過尋求雙方血脈同源、
文化同根，加深雙方了解和互信，幫助國家推行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爭取共同發展、互利共
贏。

（二之二，全文完。）

長沙灣警署女雜工羅紫清指控《蘋果日報》2008
年刊出的一篇報道誣衊她盜竊，令她患上嚴重抑
鬱，遂控告《蘋果》誹謗和索償，法庭裁定羅紫清
勝訴，《蘋果》一方確有誹謗羅，判《蘋果》需賠
償741,240元，並要支付羅的訟費。《蘋果》一貫
造謠誹謗，這次法庭判《蘋果》誹謗罪成並需支付
70萬元基本賠償，是罪有應得。
去年非法「佔中」期間，《蘋果》的報道煽動警

民仇恨，以黑心字眼造謠誹謗警察勾結黑社會，大
字標題寫上「警黑聯手清場」，其社評造謠說「使
用暴力的正是梁振英指使下的警方」，誹謗警方的
用字相當狠毒。如此黑心傳媒，引起社會公憤，逾
千名市民到壹傳媒集團總部大樓外示威，抗議《蘋
果》煽動學生參與罷課和「佔中」行動，以及對反
「佔中」市民和警方嚴正執法的失實抹黑報道。市
民批評《蘋果》的有關報道內容全屬子虛烏有，是
嚴重誹謗，對此作出強烈譴責。

一貫造謠誹謗 毫無傳媒操守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前夕，《蘋果日報》散
佈謠言，聲稱中央以3億元利誘反對派議員投票支
持政改。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提出嚴正批評，指有關
謠言非常荒唐可笑，即使有人存心不想讓政改方案
通過，也不應採取這種卑劣手法，來恐嚇「泛民」
議員，抹黑中央政府。
今年6月11日，《蘋果》由盧峯撰寫的「蘋論」
造謠誹謗稱：「梁振英還鼓勵一些團體以暴力衝擊
和平佔領的學生、市民，令不少人受傷以外更令社
會內部嚴重撕裂分化，到現在還沒有任何修好緩和
迹象。」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去信《蘋果》
總編輯陳沛敏，要求盧峯及《蘋果》「公開說明梁
振英如何鼓勵哪些團體在何時何處以暴力衝擊和平
佔領的學生、市民」。馮又指有關指控極為嚴重，
毫無根據，「梁振英先生保留一切追究的權利」。
《蘋果》一再作出多篇失實報道，對行政長官梁振
英和政府官員大肆造謠誹謗抹黑，行徑卑劣，有關
失實報道令特區政府形象受損，足以構成誹謗，當
局理應訴諸法律追究。
《蘋果日報》和《壹週刊》一貫造謠誹謗，被公
眾怒斥有違傳媒操守，被誹謗者或忍無可忍，訴諸
法律追究，使其不得不道歉或賠償。
《蘋果》馬經版於2001年指練馬師苗禮德不誠
實、貪婪及無禮，被苗禮德入稟高院控告誹謗，其

後《蘋果》提出賠償，最終庭外和解。《壹週刊》於2003年8月
刊登報道，指有「洗髮妹」進入影星周星馳下榻的酒店套房，星
爺隨即入稟高院控告《壹週刊》，最終壹傳媒需向周星馳賠款。
2009年9月，《蘋果日報》刊登一篇題為《隔牆有耳︰鼠王芬捉

緋聞》的報道，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該文章內容有歧視女性從政
者及誹謗之嫌。
《蘋果日報》及《爽報》2011年12月報道，iProA互聯網專業協

會涉嫌「種票」，iProA指有關報道有多項嚴重與事實不符的誹謗性
指控，屬政治抹黑。
2012年8月，《蘋果》以頭版報道一個名為「愛我中華」山西交

流團，指該團出發前與「人大代表楊耀忠」及全國政協委員等人
晚宴；在山西見領導人時，更要高呼「愛我中華」。楊耀忠即日
發表聲明指沒有參與上述飯局及有關該團的活動，批評《蘋果》
有違傳媒操守。
2013年1月，《蘋果》頭版刊登「林奮強歧視新移民」報道，指

時任行會成員林奮強出席講座活動期間，發表歧視新移民言論。
事後林奮強公開講話錄音，力證《蘋果》誹謗，《蘋果》最終刊
登全版道歉聲明。

反中亂港 罄竹難書
肥佬黎旗下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反中亂港、作奸犯科
劣行罄竹難書。首先是宣淫販賤，包括出錢炮製「陳健康獨家嫖
妓新聞」、摷明星垃圾桶、賣弄未成年少女濕身性感照、借藝人
床照大發淫褻財等。肥佬黎宣淫販賤，荼毒社會之餘，更奉行反
中亂港方針，與中國人民為敵。四川八級大地震，舉世同悲，
《蘋果》竟然用「天譴」來詛咒大地震的罹難者，可說是泯滅人
性。
《蘋果日報》惡毒詛咒中國的和平崛起，墮落到反中親日，認
為釣魚島屬於「日本的主權」，指斥中國船長「挑戰日本的主
權」，污衊「中國在釣島事件贏得阿Q式精神勝利」，充分暴露
《蘋果日報》不僅反中亂港，而且竭盡漢奸賣國之能事。
《蘋果日報》一貫造謠誹謗，被誹謗者不能啞忍，必須依法追
究《蘋果日報》的誹謗行徑。這次長沙灣警署女雜工羅紫清告
《蘋果》誹謗和索償成功，說明即使是普通市民，被《蘋果日
報》誹謗時也要依法捍衛自己的權益，使《蘋果日報》不能肆無
忌憚造謠誹謗。

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戰後70周年談話之後，韓國總統朴槿惠
是否出席中國抗戰勝利閱兵式引發了各方的關注。早前日本媒體卻搶
先報道稱，美國要求韓國總統朴槿惠不要出席中國閱兵式，報道有些
幸災樂禍的意味。相關消息隨即遭到韓國政府否認，美國政府發言人
亦稱報道毫無根據。據日本共同社報道，美國要求韓國總統朴槿惠不
要出席中國9．3大閱兵，稱如果朴槿惠執意出席北京9月3號的大閱
兵，美國將十分不滿，擔憂以「日美韓合作」為核心的「重返亞洲戰
略」受到影響。然而，韓國總統朴槿惠宣佈將於下月2-4日訪問中
國，出席中國抗戰勝利紀念活動，擊碎了此前日本媒體的謊言。

唱衰中國風潮 美國背後謀劃
最近國際上颳起一股圍堵中國風，不同事件，不同場合的指責抵制

還挺巧合。中國反法西斯及抗戰紀念日的重要時刻，歐盟集體反水，
韓國總統被指受美國指使不參與中國大閱兵；而在剛剛結束的東盟外
長會議的公報中，又有史以來使用最嚴厲的措辭不點名指責中國在南
海的填島行動。這些針對中國的言行非常「湊巧」地擠在一起，唱衰
中國的意味很濃。然而，即使從公開的報道中也可以看到，這一輪針
對中國的世界浪潮，背後處處都可以看到美國的身影。與古巴交惡多
年後重新握手、拖延多年的伊朗核協議簽署完成後，美國抽出身來，
開始劍指中國。
日媒的報道並非空穴來風。他們指，美國政府官員和外交消息人士表示，
關於中國政府9月3日將在北京舉行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活動，奧巴馬政府已
向韓國方面表示擔憂稱「若總統朴槿惠出席，將傳遞出中國給美韓同盟打下
『釘子』的錯誤訊息」，事實上要求朴槿惠不要出席，還言之鑿鑿指建議韓
國政府由駐華大使金章洙代替出席閱兵。美國政府有官員列舉了韓國不顧美
國反對，參加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事例，表示「若韓
國首腦參加了紀念活動，就成為了與中國的意圖進一步達成一致」。

利用不同場合及事件 打擊中國
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問題上，歐洲集體「反水」美國，支持中國將亞

投行推向全面運營，並接受中國實際擁有「否決權」。但9月3日是否赴華參
加抗戰閱兵，歐洲卻陷入了集體沉默，多次接納中國給予大單支持的歐洲集
體「反水」。不僅法國駐華大使館此前透露，法國總統奧朗德無法出席此次
閱兵式，丹麥皇室亦表態雖已接到邀請，但女王無暇前往。德國方面亦傳來
消息，德國總理默克爾不會出席。據俄羅斯媒體報道，歐洲聯盟成員國決定

不接受中方邀請，該資訊是由捷克方面透露，從其表述上看，大閱兵遭遇國
際社會冷遇，似乎歐美早已決定不會出席中國閱兵，同時希望整個歐盟國家
都能統一戰線。事實上，美國仍然是決定世界規則的老大，美國不願意，西
方各國同樣表示出心不甘情不願。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剛剛結束的東盟外長會議發出的聯合公報，對中國在
南海爭端中採取的行動提出了批評，使用了有史以來最強硬的措辭表達了該
區域性組織的不滿。雖然沒有點名，東盟外長們對南海的填海造島行動表示
「嚴重關切」。公報說，在南海填海造島「削弱了信任，導致緊張局勢加
劇，並可能損害和平」。各方應「在從事將導致爭端複雜化或升級的活動時
保持自我克制」。就在東盟外長聯合公報發佈前，美國國務卿克里在吉隆玻
舉行的東亞峰會外長會議上發表講話時稱，中國在人造島嶼上建設用於「軍
事目的」的設施正在引發緊張局勢，有使其他聲索國面臨「軍事衝突」的風
險。這是克里就南海問題發表的最強硬措辭之一，透露了美國的關切。
美國和古巴結束了數十年的敵對關係，重新恢復外交關係握手言歡；美國
在伊朗達成了核協議，讓美國可以抽身直面中國發展，新一輪圍堵中國風浪
再起，時時處處都可以看到美國身影。

圍堵中國背後處處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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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借南海爭端，挑撥中國與東盟的關係。圖為中國近年加強南海島礁領土的建
設。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