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抗是邪路 蔡英文承認「九二共識」才有出路
蔡英文的「雙十」講話玩弄「善意遊戲」，迴避「九二共識」，不願面對和承

認「一個中國」原則，說明其仍然抱着「台獨」立場不放。蔡英文所謂「不會在

壓力下屈服」，意味着她在「九二共識」的立場上無意軟化，會在「善意」之下

搞「暗獨」。然而，摧毀兩岸關係共同政治基礎，令自己一籌莫展，蔡英文政府

要面臨內憂外患而承受壓力是可想而知的。對民意潮流和歷史潮流誤判，對大陸

的決心和實力誤判，這將導致蔡英文政府走入死胡同，面對台灣所不能承受的

「地動山搖」局面。蔡英文只有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才有和平發展的光

明前景；以所謂「不會在壓力下屈服」來煽動兩岸對抗，切割兩岸經濟社會和文

化聯繫，則是一條走不通的邪路、死路。

不承認「九二共識」要害在於否認「一中」
蔡英文自「520」就職至今，始終沒有承認「九二共

識」，箇中原因，完全在於她不肯承認「九二共識」中最重
要的元素：「一中」原則，「台獨」是蔡英文最基本的政
治立場。蔡英文不論以什麼花言巧語掩飾「台獨」，「柔
性」或「和平」都只是一個外衣，「台獨」就是本質。
「台獨」黨綱作為民進黨的神主牌。民進黨不論上台或

在野，長久以來都在推動「去中國化」，搞「文化台
獨」、「教育台獨」，同時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都力圖

「台獨」。蔡英文上台逾百日，繼續這種「台獨」歪路，
違背「一中」原則，迴避「九二共識」，這是民進黨
「台獨」路線的必然後果。民進黨長期抱持「台獨」黨
綱，堅持「一邊一國」的分裂主張，阻撓兩岸交流，就
是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治基礎。如果民進黨不放棄
「台獨」黨綱，就不可能會真心實意地與大陸開展合作，
這便意味着民進黨當局難以在兩岸關係中找到出路。

「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是在挑起對抗
蔡英文迴避「九二共識」之餘，又作出所謂「四個

不會」的「保證」。「四個不會」聲稱「承諾」、「善
意」不會改變，不會「走回對抗老路」，同時又指「不
會在壓力下屈服」。民進黨當局這種「善意」把戲，已
非第一次，陳水扁的「四不一沒有」已經玩過。
事實上，蔡英文如果願意承認「九二共識」，確認這
個兩岸關係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讓兩岸關係繼續在和
平與發展的軌道上前進，自然可為兩岸民眾帶來更多福
祉，蔡英文就不會有什麼壓力了。蔡英文所以要補一句
「不會在壓力下屈服」，邏輯推理的原因，無非源於她
要在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情況下，承受決意推動「台
獨」所帶來的無窮禍患，以及所必然面對的島內外強大
壓力。如果蔡英文政府執意脫離大陸市場，台灣經濟一
落千丈是立即出現的事實。在得不到台灣絕大多數民眾
支持的情況下，鋌而走險把台灣推到「台獨」的危險邊
緣上，蔡英文政府又豈能安然無恙？
蔡英文所謂「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意味着她在「九

二共識」的立場上無意軟化，不願意承認「九二共
識」，其任內一定會做出更多「台獨」實質性舉動。然
而，摧毀兩岸關係共同政治基礎，令自己一籌莫展，蔡
英文政府要面臨內憂外患而承受壓力是可想而知的。對
民意潮流和歷史潮流誤判，對大陸的決心和實力誤判，
這將導致蔡英文政府走入死胡同，面對台灣所不能承受
的「地動山搖」局面。

國家統一步伐不可阻擋
近20年來，以李登輝、陳水扁為代

表的「台獨」勢力挑起兩岸對抗，惡化
台灣政治和社會氛圍，令台灣社會陷入
無休無止的內耗與惡鬥，全體台灣同胞
付出巨大代價。直到2008年國民黨重
新執政，堅持「九二共識」，兩岸通過
談判確立了溝通渠道和機制，讓台灣民眾享受到兩岸和
平發展所帶來的穩定和祥和。然而，民進黨蔡英文上台
超過四個月，迄今仍不承認「九二共識」，導致前面8
年構建的兩岸政治互信蕩然無存，互動急速冷卻，大陸
旅客赴台大幅減少，台灣經濟也受牽連，激起島內社情
民意越來越強烈的憂慮和民怨，惡果顯而易見。
國台辦發言人回應蔡英文講話時指出，只要承認「九
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兩岸雙方就可
以平等協商、良性互動，兩岸同胞就能贏得兩岸關係發展
的光明前景；否認「九二共識」，煽動兩岸對抗，切割兩
岸經濟社會和文化聯繫，是一條走不通的邪路。有祖國大
陸的繁榮進步作基礎，有13億多大陸人民的強大民意作後
盾，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歷史步
伐。蔡英文應該順應歷史潮流，明確承認「九二共
識」，讓台灣民眾繼續享受到兩岸和平發展的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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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今日宣誓上任。按基本法第104條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
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
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如此白紙黑字的法律
規定，豈容有人篡改、扭曲、添加，上演違背誓詞的醜劇？
若有人故意違背誓詞，應取消其就任資格。
新任議員必須明白：你這議員身份，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名立法會議員。而按基本法第一條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因此，你就屬於與國家不能分離的香港特區的立法會
議員，一切言論和行為，都必須依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新任議員必須牢記：若非中央政府授權立法會可以選擧產
生，若非基本法規定參選的原則、條件，斷無資格成為立法
會議員。所有候任議員，都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
特別行政區，若不願作如是宣誓，等同自動放棄議員的神聖
職責。
基本法是根據國家憲法制定的法律，規定了在香港特區實

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化、制度
化，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保障。因
此，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
員、各級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都肩負正確
理解和貫徹執行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的重任，有義務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宣誓擁護基本
法是對新任議員最起碼要求，也是一條底線。
效忠香港特區既是法律要求，也是現實要求。其一，基本

法第104條已作如是規定，不能違背；其二，作為治港者重
要成員之一的立法會議員，若不能效忠於國家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就會偏離正確方向，
不僅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難以得到切實維護，香港的
繁榮穩定和港人的福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新任議員必須
明大義、顧大局、知利害，切不可我行我素，成為背叛國
家、違法亂紀、損害「一國兩制」的搞事者。
令人遺憾的是，有數名新丁議員聲言要以身試法，揚言要

在宣誓時「添加」誓詞所無的內容，或故意割斷誓詞，不按
誓詞完整宣誓，或以手語、動作宣示「港獨」。《後漢書·律
曆志》中曰：「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對上述
種種違背基本法的意造妄說，特區政府必須依法按例處理。
據《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不遵從的後果）規定：如
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規定其須作出的某項誓言後，拒絕
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
（a）該人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
（b）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
據此，凡在宣誓中恣意扭曲、篡改或不按誓詞宣誓者，必

須依法、按例取消其議員資格，决不姑息，以彰顯法律權威
和立法會的莊嚴，勿謂言之不預也！

冀行政立法相配合 做好現在迎接未來
特區政府正就新年度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
案展開公眾諮詢，民建聯以《做好現在 迎接
未來》為題，提出58項建議政策及24項一次
性紓困措施，支持香港貫徹於「一國兩制」的
軌道上運行，確保社會繁榮穩定。
香港正處於關鍵發展期，既要克服經濟民生
挑戰，也要加快推動創新科技及經濟轉型。奈
何近年在破壞派肆意拉布及分離派空談違憲的
「港獨」思潮下，香港陷入沒完沒了的鬥爭深
淵，不少利民政策一波三折甚至胎死腹中，經
濟發展疲態盡現。

國家領導人多番提醒香港各界要有逆水行
舟、不進則退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緊迫意
識，切莫「泛政治化」。儘管現屆特區政府餘
下任期不長，但絕不能放軟手腳。近日土地改
劃問題再被妖魔化，當局宜設立多方平台，提
升改劃準則的透明度，從而理順及加快土地房
屋供應，落實「三年上樓」的公屋目標。至於
取消強積金對沖及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棘手議
題，當局也應迎難而上，收窄分歧，凝聚共識
方案。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特區政府應着力提升競

爭力，包括把握好「一帶一
路」及「十三五」規劃的機
遇，協助港企於內地及世界
市場推廣商品及服務，同時
以產業發展基金、稅務優
惠、土地及入境政策等作誘
因，扶助新產業發展。當
然，任何良方妙藥倘若得不
到行政立法合作實踐，也流
於紙上談兵。新一屆議員上任在即，還望他們
能真正為香港多做實事少「做騷」。

「香港眾志」的黃之鋒日前應泰國兩所大學的邀請前往「交流」，但在入
境泰國機場時即被泰方拘留12小時後遣返回港。此前，黃之鋒曾於去年5月
欲前往馬來西亞出席「民運」論壇，同樣被馬方拒絕入境並被原機遣返香
港。不難看出，這是黃之鋒圖謀四出活動，渲染「港獨」分裂行徑連續碰
壁、受挫、成為「不受歡迎之人」的可恥下場。
黃之鋒自稱，這次到泰國「交流」，原本是分享「佔領運動」和推動「民
主自決」的經歷云云。但「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他心知肚明。鑑於他是違法
「佔領」的策劃人之一，以及近年煽動與參與多宗街頭暴力抗爭的不良紀
錄，泰國和馬來西亞政府從維護其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寧的角度考慮，斷然拒
絕黃之鋒入境，其做法完全正確，值得肯定。因為這是所有主權國家都會採
取的行動。
眾所周知，以黃之鋒、羅冠聰為首的「香港眾志」，今年4月剛成立就揚言

要依靠外部勢力，就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進行「自決公投」；他們二人
並於今年4月竄到美國和加拿大一些大學進行所謂「巡迴演講」，並認為這是
一次利用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推動「香港獨立」的好機會；黃之鋒並得
意忘形地說「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必須正式擺在國際談判桌上討論，只有
這樣才能為自決運動鋪路」云云。凡此種種，充分說明黃之鋒急欲將「香港
問題國際化」的野心暴露無遺。他的所謂「進行交流」、「分享經歷」究竟
是什麼貨色，不是很清楚嗎？
民主黨的涂謹申居然為黃之鋒作假包裝，說什麼「這是正常學術交流」，
這難道不是故意轉移視線、瞞天過海嗎？而且，連28名反對派議員也要發出
「強烈譴責泰國政府無理拒絕」的聯署聲明，可見他們既顛倒黑白、惡意中
傷，又公開支持黃之鋒的「港獨」分裂立場。他們如此炒作，充分說明他們
同流合污、狼狽為奸。
有道是：「多行不義必自斃」。黃之鋒熱衷於四出活動，拓展「知名

度」。殊不知，他屢屢搞事的劣行，已使他臭名遠播，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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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為世界經濟注入活力
中國央企光大集團日前宣佈，成功收購東歐
國家阿爾巴尼亞首都國際機場100%的股權，
並擁有該機場的特許經營權至2027年。都說
世界經濟正處於低迷時期，卻總是不斷聽到中
國企業在國際上收購的消息。中國企業要走出
去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長大的孩子總要闖天
下」，世界經濟低迷，更給中國企業走出去帶
來機遇。今年以來，中國企業不斷破收購紀
錄，增加的不僅是投入，而且包括領域，除了
傳統企業外，服務業、基礎設施都在中國企業
併購之列。中國企業走入更大市場，給世界經
濟帶來中國式的活力，這是中國價值融入國際
價值的結果。

「長大的孩子闖天下」
近年來，中國企業走出去比較順利，不斷在
全球併購資產獲得成功，去年創下破紀錄的逾
1千億美元的交易。在國際油價下跌、國際社
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下，全球性的併
購活動大降23%，但中國企業海外收購的步伐
卻毫不減速。根據國際財務數據及資訊供應機
構Dealogic的資料顯示，今年頭兩個月，中國
企業便宣佈了102宗海外收購協定，價值總計
816億美元，成為史上最搶眼的開年表現，與
去年同期72宗相比大漲4成。雖然有專家認
為，走資潮或許是中國企業加速擴張的一個原

因，但全球化戰略是中國的既定方針，經濟、
文化的國際化是中國融入世界的方向，也讓世
界低迷的經濟添加活力。
中國首富王健林旗下大連萬達集團正在加快

進軍荷里活的腳步，萬達集團對美國影視產業
一直有雄心。最新的收購消息又引起國際關
注。在宣佈與索尼影視達成戰略協議後，萬達
集團又準備洽購主辦金球獎等頒獎典禮的迪克
．克拉克製作公司（Dick Clark Produc-
tions）。萬達集團對美國文化領域的極大興
趣，是中國企業開始活躍世界文化產業的又一
表現。
《華爾街日報》引述未具名消息指，萬達集
團正在洽購迪克．克拉克製作公司，交易價值
約為10億美元。目前，洽談尚屬初期階段，
因此仍未敲定可能的收購價。迪克．克拉克製
作公司於1957年由美國電視界名人迪克．克
拉克創辦，一直到2012年迪克．克拉克去世
才轉手。迪克．克拉克製作公司旗下製作許多
重量級的頒獎節目，包括僅次於奧斯卡的金球
獎、全美音樂獎、美利堅小姐選美等。在迪克
．克拉克製作公司官網，該公司自詡為「全球
最大電視實況轉播娛樂節目製作公司。」
不久前，萬達剛剛宣佈將投資扎根荷里活的

索尼影視娛樂有限公司。根據協議，萬達集團
將對索尼製作的影片進行批量股權投資，同

時，萬達還會讓其參與投資的影片展現更多中
國元素。
但這個中國元素也引起美國的擔憂。16位美

國國會議員聯名寫信給美國有關部門，要求加
強對外國投資的審查，信中提到萬達的收購。

中國企業依照國際規則行事
其實，中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並沒有意識形
態的考慮，美國國會議員的擔憂完全是多餘
的。在國際市場上，企業運作必須符合國際價
值觀，中國價值觀需要接軌國際才能有作為，
否則不獲國際市場、國際社會接納。離開市場
及國際價值的中國價值是不能生存的。
中國企業走向海外，併購海外資產，2013

年是一個高峰，2014年稍微下降之後，2015
年達到創紀錄的1,130億美元。中國企業海外
併購去年的「再次井噴」，原因有兩點，外在
因素是國際商品價格大跌，尤其是石油、礦
業、金屬等價錢非常便宜，2008年金融危機
之後還沒有見到這麼低的時候，此時不買更待
何時？內在因素則是人民幣貶值之後，內地資
產價格下跌，企業想透過海外收購，換成海外
美元資產。
市場因素才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考慮。

在國際市場上，中國企業需要依照國際規則行
事，也為世界經濟注入中國活力。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美國緣何對中國去產能異常關心？
關於中國去產能，美國近年一
直都表現出格外的關注。相對於
中美之間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焦點
之匯率問題，中國的產能過剩問
題看起來更多的是一個中國國內
的問題，牽涉到的國外因素不
多，對美國利益影響並不明顯。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更像
是中國國內的問題，緣何引起了

美國如此不厭其煩的「格外關
心」呢？
首先，是出於對中國產能過剩
問題直接衝擊美國市場的擔心。
實際上，只要中國國內的鋼鐵產
能依舊保持着嚴重過剩的生產能
力，中國國內市場得不到盡快化
解與消化，那麼很大可能就會以
更低的價格出口到包括美國在內

的全世界國家，勢必會對美國市
場直接形成巨大的衝擊。根據資
料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全國的粗
鋼產能在介於11億噸與12億噸之
間，而國內實際需求僅僅只有7
億多噸，大於國內實際需求的即
為過剩產能，約為3億噸至4億噸
之間。中國以這3-4億噸的過剩粗
鋼產能在全球範圍內尋找銷路，
以比中國國內市場價更低的價格
出售給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
內，從而嚴重損害美國的直接利
益，中國這樣的作法，正是美國
所極為擔心的。
其次，中國所擁有的工業產能
所形成的潛在戰略軍事潛能讓美
國不寒而慄。全世界都明白的一
個現實，那就是中國擁有着非常
恐怖的工業產能。時間進入了21
世紀第二個十年，擁有技術優勢
的美國，面臨着擁有強大的產能
優勢的中國的挑戰。可以說，強
大的工業產能，意味着強大的戰
略軍事潛能，在中國強大的工業
產能面前，執意實施「亞太再平
衡」戰略的美國人自然會心神不

安。
再次，中國針對世界經濟發展
問題推出的路線圖讓美國憂心忡
忡。對於解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
瓶頸問題，中國推出了中國路線
圖。與美國所主推的事實上建立
在經濟殖民和金融殖民模式上的
美國路線圖不同的是，中國路線
圖充分體現了參與方相互融合、
各就各位、各展所長，實現互利
共贏。與美國路線圖相比，中國
路線圖更具競爭力。而中國路線
圖之所以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當今
世界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就在
於中國擁有着非常巨大的工業產
能及其所蘊含的整合世界經濟的
戰略能力，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
推動落實「一帶一路」戰略的基
礎，也構成了中國路線圖得以推
動的關鍵之所在。
對於美國來說，加速中國去產
能化，大力削弱中國的工業產
能，其實就是在抑制中國的「一
帶一路」戰略，使中國路線圖因
缺乏強有力的基礎支柱而成為一
幅空圖紙。

李 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內地正在採取措施解決產能過剩問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