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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政黨輪替的日子近了，但邁向兩岸和平環境的腳
步卻漸行漸遠了。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不僅無法令台灣在
兩岸關係上走得更遠，而且有明顯的倒退跡象。大陸堅守兩
岸共同議定的「九二共識」，堅持維護兩岸正常關係的紐
帶，不願意兩岸和平環境崩塌，所以不斷呼籲台灣地區新執
政者正視「九二共識」。不過，至今為止所有訊息都表明，
蔡英文在「5·20」就職典禮不會以正確態度承認和接受「九
二共識」，將引發兩岸關係的危機。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不承認『九二共識』就是破壞兩

岸關係共同政治基礎」的評論員文章，文章表達了大陸的兩
岸關係立場，對「九二共識」遭破壞可能引發的兩岸關係後
退表達憂慮。《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分好幾類，有署名，
有不署名的。一類為社論或評論員的文章，一般由寫作組集
體或高級記者撰寫；另一類涉及重要話題，直接表達官方和
《人民日報》編輯部的立場，從不使用個人署名。
文章開宗明義：今年以來，台灣政局變動，台海局勢波詭

雲譎，兩岸關係面臨道路和方向選擇。是繼續堅持「九二共
識」，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行穩致遠；還是採取迴避、模
糊的態度，拒不放棄「台獨」分裂主張，讓兩岸關係重回不
安與動盪，是擺在台灣新當選領導人及民進黨面前的一道
「必答題」。很顯然，提出這個「必答題」，不僅是《人民
日報》編輯部的立場，更是大陸的官方立場。在蔡英文就職
演說前，大陸再一次嚴正表明立場。這個立場就是堅持「九
二共識」。
「九二共識」最早起源於1992年海協、海基兩會香港會談

後，是雙方在談判中逐漸形成的默契。這個名詞在談判後沒
有馬上出現，直到1999年由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唐樹備
首次提出。2000年，台灣時逢「總統」大選結束後、政權移
交前，3月28日新黨「立委」馮滬祥開始提出台灣應採用
「九二共識」，4月28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委蘇起首
次將「九二共識」與「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連結，隨後成
為中國國民黨的黨綱。在此基礎上，2008年5月20日以後，
在馬英九任內，「九二共識」被正式確立，海峽兩岸簽訂
ECFA協定以及兩岸領導人會面，被認為是「九二共識」最
大的成就。
「九二共識」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性

質，不僅同屬「一中」，而且是一家親。正因為有了「九二
共識」作為基石，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才能走上和平發展的
道路，取得多項惠及民生的成果，台灣享受了不少來自大陸
給予的友善。應該看到，「九二共識」是兩岸共同努力的結
果，是兩岸善意達至的共識。只有一方善意都不成為「九二
共識」。沒有善意就沒有「共識」，沒有「共識」就不會有
成果，既有的成果也將岌岌可危。
蔡英文曾經希望大陸方面再給一些善意。問題就在於，善

意是雙方的，「九二共識」是雙方善意的前提和基礎。如果
蔡英文不認「九二共識」，等於台灣單方取消善意。當兩岸
沒了善意就是危機的開始。

《蘋果日報》挑撥宗教關係居心不良

《蘋果日報》日前用頭
版頭條煞有其事地報道香
港聖公會將於今年9月退出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的「支持教會」行列，更以「港聖公會改姓
黨」作標題。崇基神學院一直獲5個教會支
持，聖公會更是約40年前開始成為支持教
會。基督教周刊《時代論壇》7日報道，聖公
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表示，已口頭及書面告知
崇基神學院。他解釋，聖公會在過去約30
年，沒有在經費上支持崇基神學院，亦沒有派
學生到崇基神學院，因此「支持教會」的名義
名存實亡，所以決定退出。
這本來是一件普通平常的事，聖公會秘書長
也說明了退出的原因，其他報章沒有如《蘋果

日報》一樣大肆報道。《蘋果日報》的報道指
稱，聖公會退出是因政治理念不合，主觀臆測
聖公會退出的動機，並且穿鑿附會地將「佔
中」、「旺角暴亂」等事件串連一起，再一次
暴露他們的報道弄虛作假，針對聖公會反對社
會撕裂的言論，挑撥宗教關係，用心惡毒。
一個宗派有權對神學院支持或不支持，聖公

會也在基督教報章表明原因，《蘋果日報》還
繪影繪聲將中大神學院部分與聖公會不合之言
論大肆鋪排，製造兩者的矛盾不和的假象，再
得出結論聖公會退出崇基神學院「支持教會」
行列是基於立場不同。
眾所周知，《蘋果日報》偏袒煽動「佔

中」，由始至終都為這場非法暴力行動護短，
為「佔中」搞手塗脂抹粉。「佔中」令香港陷

入79天無法無天的混亂狀態，法治受到嚴重
衝擊。聖公會曾表明：「宗教不會叫人暴力抗
爭」，促請「佔中」發起人應顧及他人，卻因
此被《蘋果日報》視為「眼中釘」。如今《蘋
果日報》借聖公會退出崇基神學院「支持教
會」行列一事大做文章，以政治化手段抹黑聖
公會，以報一箭之仇。
《蘋果日報》已經不止一次報道虛構新聞，

他們編造能力驚人，利用特定受訪者的偏見和
似是而非的時序鋪排，將新聞包裝得譁眾取
寵，只為吸引眼球，哪管實際上只是捕風捉
影，甚至子虛烏有。《蘋果日報》對「反佔
中」的人士、團體、政黨等不擇手段打壓，造
成寒蟬效應，打着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旗號
扼殺言論自由、破壞傳媒操守。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黃之鋒用什麼身份參選？

黃之鋒完成美加「巡迴演講」回港後，自
我感覺良好，雖然在三藩市演講時被當地華
僑連聲喝駡，但他飄飄然忘乎所以。日前接
受美國網媒訪問時，他向美國老闆表忠說：
「自己種族上是華人，但不認為自己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民」。網民旋即「回帶」，揭
穿他過去至少兩次接受訪問時，承認自己是
中國人。黃之鋒「種族突變」，令人有些摸
不着頭腦，那他到底屬哪一類人呢，值得我
們好好研究。
按照維基字典的記載，這個18歲的少年曾
多次登上外國著名雜誌封面。但他16歲反
「國教」，17歲煽動「佔中」、反轉中環，
18歲提出「香港獨立自決」，並否定自己的
國籍，可見他的確是個「九反之才」，將來極
有可能和秦檜、吳三桂、汪精衛、李登輝等人
一樣名傳後世，遺臭萬年。
中國文化是神傳文化，自古便有投胎轉世的
說法。大凡奇人異士，往往是由某某轉世的。
比如，傳說中秦檜是黃河裡的鐵背蚪王，他的

妻子是蝙蝠精，因在佛前放屁，被佛祖身前的
金翅大鵬鳥啄死，故後來協助秦檜害死金翅大
鵬鳥投胎的岳飛，那黃之鋒如此年少有為，他
又屬何物呢？
黃之鋒生於1996年，該年屬鼠，黃之鋒面

相屬鼠型入格，香港人特地送他一綽號「河
童」。河童是日本漫畫中的人物，也是民間俗
稱的水鬼，其實不過是一隻肥碩的水老鼠，由
此可見，黃之鋒極可能是被香港人人喊打的過
街老鼠投胎，故心懷怨恨，轉世亂港。總而言
之，黃之鋒不是普通人，不是中國人，不是香
港人，也不是美國人。
其實黃之鋒是什麼並不重要，問題出在不久

之前，黃之鋒尋求司法覆核，要求把立法會候
選人的年齡降低到18歲，好讓他可以參加立
法會選舉。眾所周知，立法會分區直選和「超
級議席」選舉，參選人必須是中國籍，否則沒
有資格參選。黃之鋒說「自己不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民」，這意味着他已經向全世界正式宣
佈「黃之鋒不符合立法會分區直選和『超級議

席』選舉候選人的資格」。不過，他只是否認
自己是中國人，但仍拿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區的護照，是否可以用另一種身份參選呢？
如果黃之鋒用非人的身份參選，又是否行得通
呢？
其實，很多人都喜歡以洋為師，記得日本
可以任命一隻貓為火車站站長，美國也曾委
任一隻狗當市長，那黃之鋒完全可以用他的
真身──「過街老鼠」的身份參選，這絕對
是有先例可援的。再說，如果黃之鋒以「過
街老鼠」的身份當選，對香港也未必不無好
處。尤其是目前香港旅遊不景氣，如果讓外
地遊客看一隻人形大老鼠在莊嚴的立法會殿
堂上竄下跳，那必然會讓他們留下深刻印
象，說明香港是絕對民主自由的地區，我們
不但尊重人權，連鼠權也照樣遵重。讓黃之
鋒參選，還可以申請多項健力士紀錄，如世
界上第一個以非人身份參選的議員、世界上
學習成績最差的政客等等。啊，之鋒BB，你
實在太過與眾不同了！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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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歷史時刻 張德江訪港領路
在關鍵歷史時刻，香港正處於十字路口，是抓住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還是與機

遇失之交臂，是鞏固和提升香港經濟城市的地位還是向政治城市沉淪，是禁錮於

自我封閉的「本土主義」藩籬還是重振積極向上的香港精神，香港都面臨選擇。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是為香港立牌領路而來，是為香港抓住機

遇、提升經濟城市地位和重振和衷共濟、奮發自強的香港精神而來，是為彰顯中

央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的「頂層設計」和

「底線思維」而來。

「一帶一路」戰略為香港帶來歷史性發展機遇，將帶
領香港未來30年至50年的發展。張德江來港出席「一
帶一路高峰論壇」，促港人重拾高度機遇意識，有助港
人以廣闊的視野認識「一帶一路」的重要性，全面識別
「一帶一路」的戰略機遇。

為促進香港抓住歷史機遇而來
「一帶一路」的核心是「五通三同」，以「五通」為
路徑，達「三同」目標。「三同」是利益、命運和責任
共同體。「五通」是政策相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
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香港在上述五大領域，都具備區
位、人脈和制度「三位一體」的優勢。「五通三同」是
一個整體，不可分割，也缺一不可，主要的目標，就是
「創造共贏」。香港是世界上「五流」亦即人流、物
流、服務流、資金流、資訊流最融通的地區。「五通」
與「五流」融會貫通、相得益彰，是香港經濟突破瓶
頸，培育新增長點，再創輝煌的最大歷史機遇。

香港騰飛的歷史，就是抓住國家發展機遇、靈活應
變、艱苦奮鬥的歷史。上世紀中葉以來香港經濟發展的
兩次轉型，都充分展現了港人的機遇意識。但香港近年
來卻陷入泛政治化的內耗泥沼，機遇意識變得淡薄，偏
離了視野寬廣、多元開放、海納百川的成功之道。在此
情況下，張德江訪港將極大地促進港人重拾機遇意識，
緊緊抓住「一帶一路」的歷史機遇。

為提升香港經濟城市地位而來
張德江在今年「兩會」期間指出，香港目前經濟民

生問題亟待解決，但香港有人把問題政治化，特別是
少數激進分子，製造區域暴亂，給香港的安寧、穩定
和最受珍視的法治環境都帶來極大的破壞，也影響了
香港的國際形象和經濟發展。他強調，把問題泛政治
化，還走向街頭暴力，絕非香港之福。張德江語重心
長地指出，香港不是靠搞街頭政治出名，香港的地位
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全世界看中香港的是經濟、自

由港、背靠祖國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經濟環境
和法治環境。
香港之所以成為「東方之珠」，享有國際大都會的美

譽，主要是因為香港的「經濟」成就，而非「政治」角
色。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曾總結出世界城
市的五個主要特徵：（1）世界城市是全球經濟體系的
節點；（2）世界城市是全球資本的匯聚地；（3）世界
城市包括經濟和社會高度交融的空間；（4）世界城市
有控制全球資本的能力；（5）世界城市的文化是國際
包容性的。可見，世界城市的本質是經濟城市而非政治
城市。張德江訪港，將引領香港提升經濟城市地位，加
強世界城市的五個主要特徵，使香港能夠真正躋身於紐
倫港（Nylonkong），即作為世界三個重要的城市（紐
約、倫敦、香港）之一，成為全球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
聚集地。

為重振積極向上的香港精神而來
近年來部分港人陷於失落、徬徨、焦慮的心態，急於
尋求方向和認同而無果，於是試圖在逐漸變得封閉、孤
立的本土意識中尋求安慰。香港一小撮分離主義勢力為
「港獨」披上本土意識外衣，刻意混淆本土意識與「港
獨」言行的根本分野，企圖以此將「港獨」合理化並尋
求認同。
張德江訪港，推動港人的本土意識與時俱進，在立足

本土的同時，正面看待國家近代歷史形成的發展道路和
發展模式，正面看待國家崛起帶來全球格局深刻變化。
香港人明白，如果香港自外於國家的發展大勢，如果抗

拒中華民族深厚的歷史文化支撐，而訴
諸於自我封閉的孤立主義「本土」藩
籬，那麼香港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沉淪。
張德江訪港促進港人走出自我封閉的
「本土主義」藩籬，重振積極向上的香
港精神，放棄排斥內地的心態，以積極
開放、客觀冷靜的心態看待國家發展給
香港帶來的機遇，積極與內地加強交流
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為彰顯中央的「底線思維」而來
張德江訪港，將彰顯中央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區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的「頂層設計」和「底線
思維」。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針對回歸
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實踐過程中出現的新情
況、新問題，與時俱進地由以往突出強調「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一個方面，調整為更加體現辯證統一的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兩個方面並重。
這將啟示香港，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
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
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從而促
進社會團結起來，堅決反對以犧牲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犧牲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犧牲香港的固
有法治和社會秩序為代價的形形色色的分離主義和
「港獨」言行。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沙特難當原油市場供給側改革大任

近日，沙特啟動去除石油依賴的系統化改革。尤其是
國王撤換了石油部長，這讓市場對沙特這個石油輸出國
組織（OPEC）的領導者推進原油市場的決心充滿願
景。此外，據5月9日金融時報報道，新探明的石油儲
量降至60年來的最低水平，未來10年可能出現供給短
缺，這對產油國而言不啻是好消息。不過，這也挺具諷
刺意味。近兩年來，OPEC和OPEC國家以及掌握頁岩
油新技術的美國在全球油市進行了激烈搏殺，結果是誰
都沒有掌控全球油市定價權，反而搞得多敗俱傷。加之
全球經濟周期和複雜的地緣政治危機的疊加影響，沙
特、俄羅斯、委內瑞拉等國對於低油價已經不堪忍受。
靠天災人禍提振油價不可能達至持續效果，靠儲量減
少來支持油價也是鴕鳥思維。因為儲量減少，固然可以
維持油價高企，但吃老本的產油國也難以實現國家經濟
民生的可持續發展。何況，頁岩油新技術已經對傳統產
油國造成了市場衝擊。未來恐怕還有更多的新能源技術
對傳統油市發動一波波的衝擊。傳統產油國不主動進行
供給側改革，依賴石油是沒有出路的，甚至會令國家破
產。
沙特做出了榜樣。但沙特去石油依賴的供給側改革會
取得成功嗎？這個複雜的王國，由於擁有龐大的王族，

而整個石油產業掌握在王室成員中，改革過程會造成石
油利益的重新分配。這對王權依然維持在第二代的沙特
王室而言，是不小的壓力。
沙特王國的「2030」願景，設計固然很美好，但有一

系列的難題卻是老國王難以應付的。首先是這個國家的
王權繼承如何從當下的兄終弟及平穩過渡到第三代。其
次這個國家的財政收入近八成要靠石油收入，去年財政
收入減少了23％。沙特供給側改革如何突破權力掣肘和
財政窘迫是當務之急。其三，這個國家有70％就業人士
為政府工作，但是官方給出的失業率已經高達11.6%。
如何讓習慣小康幸福生活的沙特人過苦日子，恐怕也不
是那麼容易的。改革付出的代價很容易引發社會動亂，
加之中東地區複雜的地緣政治和宗教形勢，這個OPEC
領導者如何平衡改革、穩定和發展的關係，值得關注。
其他產油國，如俄羅斯、伊朗等，由於其擁有較為完

備的國民經濟體系，實現去石油依賴的改革是有可能
的。但是，實現產業轉型升級，也絕非一蹴而就，同樣
需要艱難痛苦的改革過程。至於非洲和拉美的產油國，
國家穩定都是問題，更遑論改革了。因此，國際原油市
場的供給側改革，產油國難以承擔其責，也沒有能力完
成如此宏大的改革。

原油市場的供給側改革，歸根結底還是要通過消費端
來完成。確切講，需要美國和中國這樣的能源消費大戶
來實現。巴黎氣候大會之後，中美承擔了全球生態文明
引領者的雙核角色。發展清潔能源技術，使用清潔能

源，成為中美兩國現實的共識。除了中美，其他發達國
家和新興市場也是清潔能源的支持者。通過消費端的倒
逼，傳統產油國必須放棄石油依賴。還有比這更現實當
然也更殘酷的改革推動力嗎？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楊 志 強

■沙特要實現原油市場供給側改革挑戰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