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政情與評論

近日，足球場上有「本土主義」
分子公然打出「香港不是中國」的
標語，明目張膽鼓吹「港獨」。立
法會內，毛孟靜、范國威為「港
獨」煽風點火，提出保障香港不受
「大陸化」的議案，結果受到大多
數議員否決。毛、范二人的「反對
大陸化」主張，荒謬絕倫，開歷史

倒車，為「港獨」張目。
毛、范二人組織的「香港本土」長期鼓吹「港獨」
的主張，挑撥離間，破壞香港與內地的和諧。「香港

本土」發動了「驅蝗」、「鳩嗚」、「光復」等專門
針對內地同胞的禍港行動，嚴重打擊香港的旅遊業和
零售業，惡果已經逐步浮現，港人深受其害。毛、范
二人還不知衰，還不收斂，反變本加厲，在立法會內
提出議案，加入多項強化其所謂「反大陸化」的主
張，打着「尊重本土歷史文化及保障香港」的旗號，
聲稱要「徹底取消深圳居民持一年多次赴港個人遊簽
註的措施」、「停止規劃『盲目』以『中港融合』為
目標的「大白象工程」，「擱置將『普通話教授中國
語文科』訂為長遠教學的目標，確保學生所學不會脫
離本土文化」等等。這些主張，就是要把香港和內地

分離開來，公然鼓吹「港獨」思想。
毛、范二人提出的所謂保護香港「歷史根源」，根
本站不住腳。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
最流行的語言，就是廣州話。香港的「煲湯」、「上
茶樓飲茶」、「打邊爐」、「飲二十四味」，全部都
是廣東的飲食文化，香港的歷史和內地密不可分。絕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內地的移民及其後代，兩地同胞血
濃於水。所謂「去大陸化」，「香港人不是中國
人」，是不承認香港屬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不承認
香港回歸祖國，是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倒行逆施行
為。
香港基本法明文規定香港是祖國的一部分，絕對不

可分割。毛、范二人利用一場足球比賽，趁機炒作
「港獨」的議題，利用球場上鼓吹「港獨」的標語，
就說港人「不接受大陸化」，繼而要求「落實基本法

對香港原有生活方式的保障」。香港基本法保障香港
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制度」，並不是保障分裂國
家、分裂民族的主張。毛、范二人胡說八道，混淆是
非，誤導港人。
香港和內地的基本建設工程對接，香港學生學習兩

文三語，使用普通話教學，絕對不是「大陸化」，而
是順應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優
勢。現在連英國都把目光轉向中國，積極友好地和中
國開展經濟文化融合，英國決定把普通話作為小學三
年級的必修語言。難道英國也「大陸化」了？
毛、范二人的「反對大陸化」主張，違背時代發展
趨勢，損害香港利益，製造無休止的政爭，正正是
「搞搞震，無幫襯」，港人一定要在未來選舉中，用
選票懲罰二人，讓他們不能再利用議會搞破壞，禍害
香港。

「反大陸化」主張為「港獨」張目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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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是對國際法的粗暴踐踏
USCC報告首度建議美英國會聯合「審視」香港回歸

中國後，中國在香港執行基本法的情況云云。這純屬
白日夢囈，須知香港特區事務純屬中國內政。香港回
歸後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香
港基本法的依據是中國憲法。中國在香港執行基本法
的情況，不容任何外國「審視」，凌駕於中國主權之
上。

不干涉內政原則（principle of non intervention of
internal affairs）是從國家主權原則中引申出來的一項國
際法基本原則，《聯合國憲章》就將不干涉別國內政
原則列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所有國家都必須切實
遵守。中國收回香港已逾18年，USCC報告建議美英
國會聯合「審視」香港回歸中國後中國在香港執行基
本法的情況，這是赤裸裸干涉中國主權和內政，是對
國際法的粗暴踐踏。

特區政府發表聲明指出，回歸以來，香港特區依照
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充分體現「一國兩制」

得到成功落實，國際社會有目共睹，聲明強調「外國
政府和國會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表示，香港事務純屬
中國內政，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機構以任何方式干預香
港事務。

報告配合反對派「告狀」作出荒謬指控與「建議」
USCC報告聲稱，香港的言論、出版與學術自由「正

面臨新一波的壓力」，更「建議」美國國會應「呼
籲」國務院「增強在香港進行公共外交的努力」，以
及主動與英國國會接觸，聯手「審議」香港政權移交
後中國當局在香港執行基本法的情況，包括政制發
展、新聞自由等。

報告引用香港記者協會報告，稱香港傳媒因為政治
與經濟壓力而「自我審查」，並以親反對派壹傳媒集
團為例，稱有人對部分傳媒「實施杯葛」及拒絕購買
刊登廣告，「這些威脅與阻礙傳媒獨立報道的現象越
來越嚴重」。報告又與由反對派主導的「港大校友關
注組」同一鼻孔出氣，稱港大校務委員會因為陳文敏

被指支持屬下教授發動「佔中」而拒絕委任陳文敏擔
任副校長的風波，反映「香港目前的制度使到學術自
由與院校自主面臨挑戰」云云。USCC報告配合香港反
對派「告狀」下作出的種種荒謬指控與「建議」，完
全是子虛烏有、歪曲事實。反映美國試圖借助反對派
的偏頗指控，粗暴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最終達至圍堵
中國的陰謀。

報告賊喊捉賊自暴其醜
USCC報告稱因為政治與經濟壓力而「自我審查」，

事實上，反對派恰恰是「因為政治與經濟壓力」而損
害新聞自由。黎智英在入不敷支下竟然可以充當反對
派的「大金主」，令人質疑是否涉及牽引美國勢力和
金援，由此黎智英編織龐大的「黑金」網絡，讓反對
派為壹傳媒集團出頭，並以「黑金」全面操控反對
派，嚴重侵蝕本港廉潔，毀壞本港政治清明和新聞自
由。USCC報告賊喊捉賊，但事實說明黎智英以及背後
更大的金主，以及收受「黑金」的反對派，才是損害
香港新聞自由的罪魁禍首。

USCC報告聲稱港大校務委員會因為陳文敏被指支持
屬下教授發動「佔中」而拒絕委任陳文敏擔任副校
長，這不僅是與由反對派主導的「港大校友關注組」
同一鼻孔出氣，而且是為了推卸美國操控「佔中」的
責任。美國智庫的研究指出，香港「佔中」行動與美
國在全球多地推動的「顏色革命」類似，美國勢力早
已滲透香港政壇，藉此牽制中國，而策動和參與「佔
中」行動的多名人士，與美國相關組織的關係密切。
研究更指出若「佔中」成功令北京屈服，甚至令美國
支持的人加入香港特區政府，這樣香港便不再是由港

人管治，而是由依賴美國勢力
及資金、維護美國利益的傀儡
所領導。USCC 報告在「佔
中」問題上賊喊捉賊，是自暴
其醜。

報告配合美國重返亞太企圖搞亂香港
將香港作為對中國推行「顏色革命」的橋頭堡，是美

國「重返亞太」的重要佈局。「維基解密」公開的電
文，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全面而深
入，特別是在對本港影響重大的政制發展、選舉事務上
力最深，並在幕後扮演操控角色。例如，就香港政制
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左右反
對派政黨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促成「宗政媒」三位一體
的港版「四人幫」，挑選反對派精神領袖人選，促成公
社兩黨「五區公投」的前台表演……等等。美國政治智
庫 「Land Destroyer」 的 研 究 員 卡 塔 盧 奇 （Tony
Cartalucci）曾發表題為「整個佔中行動在華盛頓寫劇
本」的文章，揭露美國在背後為「佔中」出錢出力，故
主宰「佔中」的並非參與行動的香港人，而是華府及華
爾街。USCC報告進一步配合美國重返亞太遏制中國的
戰略，企圖搞亂香港，破壞香港與內地關係。

香港反對派近年屢次勾結外部勢力，介入香港事
務，包括多次到外國唱衰香港，動輒告洋狀，要求外
國介入香港事務。USCC報告配合香港反對派「告狀」
下作出的種種荒謬指控與「建議」，反映美國試圖借
助反對派的偏頗指控，粗暴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最終
達至圍堵中國的陰謀。USCC報告再次顯示，抵制外部
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一定要警鐘長鳴。

抵制外力干預香港事務是長期嚴峻任務
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向國會提交的年度報告，公然全面干預香

港事務，對香港政治、經濟、新聞、教育樣樣評頭論足，但完全是子虛烏有、歪曲事實。該

報告配合美國重返亞太部署，企圖搞亂香港，破壞香港與內地關係。中央一再重申，香港事

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國干涉或指手劃腳，中央強調要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

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任

何外國勢力必須認識到，在涉及中國主權尊嚴的香港事務上，中國絕不允許任何外國插手干

涉。反對派也必須認識到，內外勾結，動輒告洋狀，引狼入室，勢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挺建自貿區促經濟
特首會亞太領導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廣深港高
速鐵路香港段「一地兩檢」的問題仍未
解決，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明日將聯同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到北京與國務

院港澳辦官員會面，就有關問題交換意
見。袁國強昨日表示，雙方會就出入
境、邊檢和海關等提議交換意見，而特
區政府的目標仍然是在通車時可以落實
「一地兩檢」。
袁國強昨日出發前往上海，出席由香

港國際仲裁中心舉辦的活動，及由香港
大律師公會、上海市律師協會、上海國
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華東政法大學
和上海市企業法律顧問協會合辦的「一
帶一路」法律服務論壇，又會與上海巿
政府和上海巿司法局官員會面，明日轉
往北京，與張炳良及其他特區政府官員
與港澳辦官員會面，就廣深港高速鐵路

香港段「一地兩檢」相關事宜交換意
見。
袁國強在出發前赴滬時指出，高鐵對

香港往後的運輸網絡和經濟及其他發展
非常重要，所以特區政府的目標非常清
晰，就是「一地兩檢」可以在高鐵通車
時落實。雙方在整個「一地兩檢」符合
香港基本法的大原則下，已就相關的建
議和可行方法多次交換意見，但現階段
仍有不少問題需要推敲，包括在考慮實
際運作上會否出現一些目前未必會考慮
得那麼詳細的事，但當局的目標仍然是
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在正式通車時可以
落實「一地兩檢」。

■袁國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美國國會「美中經
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
（USCC）」近日發表年
度報告，「建議」美國國
會干預香港事務。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
日表示，香港事務純屬中
國內政，我們堅決反對任
何外國機構以任何方式干
預香港事務。

USCC報告
竟「建議」美英聯手「審議」
USCC在美國時間11月

18日公佈向美國國會遞交
的年度報告，稱香港的言
論、出版與學術自由「正
面臨着新一波的壓力」，
更「建議」美國國會應
「呼籲」國務院「增強在
香港進行公共外交的努
力」，及主動與英國國會
接觸，聯手「審議」香港
「主權移交」後中國當局
在香港執行香港基本法的
情況，包括政制發展、新
聞自由等。

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發言人昨日被記者問到有
關年度報告部分內容涉及
香港時回應說，香港事務
純屬中國內政，我們堅決
反對任何外國機構以任何
方式干預香港事務。

梁振英昨日上午出席經濟領導人
的第一場討論會，討論會主題

為經濟融合下的包容性增長。梁振
英在會上與各領導人商討區域貿易
和聯繫性如何影響多邊貿易體制。

晤泰總理 關注港記遭起訴
梁振英此前與泰國總理巴育會晤，
討論到一系列的議題，包括食品貿
易、旅遊、基建、航運和教育。他感
謝泰國支持香港和東盟進行的自貿區
協議談判。在其facebook，梁振英補
充：「我也對一名香港記者因為帶避
彈衣採訪而被泰國當局起訴，向泰國
總理表示關注。」
他同日下午出席了領導人午宴及

第二場討論會，討論會主題是可持
續和有彈性的社區下的包容性增
長。

勉越南企業善用港珠澳橋
前日上午，梁振英與越南國家主

席張晉創舉行雙邊會議。會上，他
鼓勵越南企業善用落成後的港珠澳
大橋，相信有助便利兩地之間的商
貿往來。他亦歡迎更多越南學生來
港進修，以促進區內的民心相通。
梁振英前日上午出席了亞太經合

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會議，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會議上發表主題演講。
同日下午，他出席亞太經合組織主
席的官方歡迎活動，及亞太經合組

織商貿諮詢理事會成員對話，與其
他與會的經濟體領導人討論理事會
2015年周年報告的建議，包括支持
多邊貿易體制、推進服務議程及加
快推進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習近
平當日也會見了梁振英，梁振英匯
報了香港各方面的最新情況。
前晚，他還在fb上載了自己在酒

店房間內身穿菲律賓國服，準備出
發到APEC領導人晚宴的照片。
梁振英昨晚返港。他於晚上在fb

再發帖發相，並說：「每年的
APEC，保安都十分嚴，圖中的都
是負責我保安工作的菲律賓人員，
我和太太在機場和眾人合照，感謝
大家的辛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菲律賓馬尼拉出席亞太區經濟合

作組織經濟領導人會議討論會時表示，香港十分支持在亞太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這將有

助創造就業機會和促進經濟增長，為成員經濟體帶來益處，並提高區域的整體競爭力、融

合和繁榮。他在與泰國總理巴育會面時，更對一名香港記者因為帶避彈衣採訪而被泰國當

局起訴向對方表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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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正在上海訪問
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在出席香港國際仲
裁中心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上
海代表處的揭幕儀式。他致辭時強調，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在內地成立代表處是突破性安排，
並能創造三贏局面，包括：把香港品牌進一步
引進內地法律服務市場、協助上海企業解決商
業糾紛，並為兩地法律及仲裁業界，提供進一
步交流與發展的機會，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更
大的貢獻。
袁國強昨日抵達上海後，隨即出席了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設
立上海代表處的揭幕儀式，上海巿政府代表和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主席鄭若驊亦有出席。袁國
強致辭時形容，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內地成立
代表處是突破性安排，「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

上海建立平台，創造的是三贏局面。」

拓內地法律市場 解商業爭議促交流
他解釋，三贏局面包括：一、首個在中國內

地開設的代表處，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業務
拓展，把香港品牌進一步引進內地法律服務市
場；二、上海企業面對商業糾紛時，可以善用
中心解決商業爭議，特別是國際仲裁經驗；
三、從國家角度，代表處可為兩地法律及仲裁
業界提供進一步交流與發展的機會，為國家的
經濟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展望將來，袁國強預期上海和香港面對的是來

自國家發展和「一帶一路」的商機，「在經貿發
展層面上，高端的國際法律及仲裁服務確實是十
分重要的一環，香港擁有完善的條件可為內地和
外國企業提供理想的中立仲裁地。」

讚港仲裁中心滬設代表處創三贏袁國強張炳良明訪京商高鐵「一地兩檢」

■梁振英（右）與越南國家主席
張晉創（左）會面。

■梁振英（左）與泰國總理巴育
（右）會面。

■梁振英前晚身穿菲律賓國服，預
備出席APEC領導人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