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母來港彰顯「背靠祖國」優勢

國家抗風險能力乃港之福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大會上強調：「始終準確把握
『一國』和『兩制』關係。」「『一
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
本，本固才能枝榮。」他同時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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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猶在耳，催人奮進！
此次航母來港，彰顯香港在「一國兩
制」下，「背靠祖國內地」的巨大優
勢。
此次「遼寧艦」航母編隊來港，亦體

現了國家對香港的高度重視，甚至將香
港放在第一位置來考慮。遼寧艦自從
2012年開始服役，一直均沒向公眾開
放。現在香港市民成為它對外開放的首

批賓客，它還將首次集中展示戰鬥技
術，體現了國家對港人的特別關愛。航
母作為超級艦船，具有「船大抗風浪」
的特點。中國這種超乎尋常的抗風險能
力是香港之福，為香港築起了安全屏
障。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
的非典，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
央政府力挺香港，幫助香港渡過了難
關。以往的事實充分印證了這一點，隨
國家實力的不斷增強，抗風險能力一
定會愈來愈強。香港有祖國內地作為後
盾，如同有了一道鞏固的安全屏障。

宣示香港與祖國不可分離
輿論普遍認為，「遼寧艦」航母編隊

來港，向全世界宣示：香港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的海域理
所當然地屬於中國海軍所停泊、守護。

事實上，中國成功晉身世界航母大國之
一，航母編隊短短數年間由無到有，目
前已擁有跨海區作戰能力，無疑大大有
利於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今次來港的除了遼寧艦，還包括兩艘驅
逐艦和一艘護衛艦，以及多架艦載戰鬥
機和直升機。對於遼寧艦來港，香港市
民不僅爭睹英姿，亦與有榮焉！
毋庸諱言，中國是個海洋大國，擁有

主權和管轄的海洋面積達473多萬平方
公里，擁有海岸線總長達18,000多公
里，列世界第四位。今天中國航母甲板
停掛導彈的先進「J15戰機」和武
裝直升機，以及與「神盾」等同的戰艦
艦炮、導彈，這些在在表明，中國的國
防力量強大起來了！繼「遼寧艦」之
後，完全由中國自己建造的「001A」
航母上月下水；而更先進的航母也正在
建造。我國的近海海軍正向遠洋深藍海
軍轉變，成為捍衛國家發展利益的堅實
力量。

維護「一帶一路」海上安全
海軍是國際性軍種，享有自由通過國

際海域的權利。未來中國海軍將充分發
揮自身優勢，更多地維護國家海洋權
益、維護海上交通和「一帶一路」海上
安全線、參與海上軍事合作、實施國際
救援，使海洋成為「和諧海洋」。香港

實施「一國兩制」，要全面準確貫徹落
實並且行穩致遠，大前提無疑是確保國
家的主權安全，遼寧艦編隊顯然發揮
非常積極的作用。
從能源、商品、物流、航運等方面，

都證明中國是一個海洋大國。今年5
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
北京舉行，包括29位外國元首和政府
首腦在內的來自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
國際組織約1,500名代表齊聚北京，共
商發展大計。「一帶一路」得到國際社

會強烈回應，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資源
整合能力由此可見一斑，這裡蘊藏無
限商機。香港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有
良好的資本市場、有專業的法律人才、
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有得天獨厚的貿易
優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補性
強，發展協同效應的潛力很大，香港
應配合國家「走出去」和「引進來」的
策略，成為支持「一帶一路」戰略的
「全能樞紐」。可以說，國家為香港提
供了拓展發展空間的無限可能！

7月7日上午，中國的第一艘航母「遼寧艦」攜數艘導彈驅逐艦

和護衛艦組成的航母編隊，進入香港內海，正式開啟為期5天的行

程。「遼寧艦」此行目的，是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暨中國

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20周年慶祝活動，並於7月8日至9日在香港

舉行艦艇開放活動，讓兩千餘名持票香港市民登艦參觀。編隊指

揮員表示，「遼寧艦」航母首次來港、首次開放予公眾登艦，體

現中央對香港的高度重視。希望這次對外開放讓香港市民了解中

國海軍建設發展的重大成果，增強愛國愛港精神。

楊孫西

周全浩 香港能源經濟學會會長、前香港浸會大學教授

從三個角度分析 油價不會再大跌

近來不少論者認為，油價
有機會下試二三十美元一
桶。事實果真如此？本文將
從油價的特性、頁岩油的崛
起及石油需求三大因素作分
析：

油價有「均值回歸」特性
第一，油價有「均值回歸」的特性，即經跌

宕起伏後趨於回歸長期移動平均價，故大升後
必跌，大跌後必升，形成一個個升跌周期，在
長期移動平均線上下大幅波動。這與股市的運
行相似，若把部分測市工具應用於油價之上，
或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歷史油價可看出端倪：
德州原油由2003年的每桶25美元，飆升至2008
年7月142美元的高峰，2008年底又跌回32美
元，2011年5月再升至114美元，2011年8月
又回落至75美元，2013年8月復升至112美元，
前後兩次升逾110美元後回落，形成小雙頂，
後於2016年2月跌回26美元，即13年後又回
歸至2003年的油價水平，可見油價在長期移動
平均線上下大幅波動。
最近兩年油價反覆回升，並以高低腳(雙
底)形式出現，第一個底為2016年2月的每桶
26美元，中間頸線為今年1月的55美元，第
二個底則為今年6月21日的42美元，近日復
升至46美元的邊緣。宜注意：自2003年起
跌穿40美元的平台底部時間不多，有理由相
信，目前油價已經見底，並踏入復甦周期，

意味油價遲些將回升。根據雙底理論，如
他日油價可升破55美元，亦即升穿頸線，以
量度升幅計算，油價有機會上試每桶84美
元，此為樂觀的預測。應留意前一個雙頂的
頸線為75美元，此為一個重要阻力位。
第二，頁岩油的崛起。有論者指，美國頁岩

油商在過去半年，趁油價回升大舉增產，將使
油價大跌。此說疑點重重。頁岩油商是高成本
生產者，油價須維持在每桶五六十美元或以上，
才可獲得合理回報。自2007-2008年開始，油
價大升，許多頁岩油變得符合經濟效益，作商
業性開採，產量因而急升。但2013年以後油價
大幅下跌，許多頁岩油公司面臨破產。問題是，
一些公司早前透過發債或發行新股籌得大筆資
金，如今面臨破產，債權人被逼撇賬而面臨虧
蝕。換言之，所燒的銀紙乃源自金融市場，即
行業的虧蝕最終由金融市場承擔。長遠而言，
此等情況可否延續下去？對金融市場又有何影
響？尤其美國加息在即，利率將上揚，雖說步
伐緩慢，但借貸成本上升，變相增加了行業的
融資難度。

頁岩油成本難大降
再者，開採成本昂貴，不少頁岩油井的日

均產量，在開發初期快速上升，但後來急速
下跌，需不停打新井來彌補及維持產能。近
年不少論者，認為科技進步，可大大降低頁
岩油的生產成本，使全球石油供應大增。例
如，脈衝波(impulse wave)及數碼科技可提高

產油效率，從而降低成本。又如熱壓技術，
在頁岩油層收集碳氫化合物(hydrocarbon)
後，把它氣化並抽送到地面，然後把它變回
液體，如此翻雲覆雨的運作，成本怎會低
廉？況且石油行業是生產實物的，有別於其
他產品，不能虛擬化，雖然此等技術可能有
一定效用，但降低成本還是有個極限，不可
能大跌。高成本的頁岩油商，大舉增產，弄
跌油價，對他們是否真個有利呢？
第三，石油需求方面，下文將集中討論陸

路運輸，因現時全球約七成石油用於交通運
輸，包括陸路、水運及航空，其中陸路最重
要。有人說，至2025年世上不會再有燒石油
的汽車，此為廢話。電動車成本昂貴，若無
政府大力補貼，電動車不太可能與傳統的燃
油車競爭。就算得到政府的支持，還需考慮
其他問題，例如，建設充電站需時，基建及
轉換工程亦龐大，如需改建油站及汽車生產
商需改裝車廠等，建設周期甚長。再者，充
電時間長，現時有些地方的油站提供更換電
池服務，但此等電池體積龐大又重，用起來
十分不方便，電池技術於未來十年八載可克
服一切困難？屬天方夜譚。此外，重型車輛
如貨櫃車，都可改為電動車？
加上現代武器系統如戰艦、坦克和運兵車

等皆耗用石油，農業機械及石油化工原料亦
需要大量石油。然則未來十年世界對石油的
需求怎會大跌？油價又如何能長期企於低位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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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在遼寧艦飛行甲板與官兵合影，感受國威軍威。

踏入七一，自特首選
舉的冷靜期後，社會焦
點落在新特首林鄭月娥
身上。確實，林鄭上任
後的舉措讓包括筆者在
內的社會大眾眼前一
亮。論行動力，林鄭一

如既往，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說做便
做，毫不拖泥帶水；講到決心，她在上
任前主動提出於立法會新增質詢環節，
為「大和解」締造空間，果然上任不足
一周便出席了立法會答問大會。
特首誠意可嘉，除了受到社會各界歡

迎和認同，亦贏得部分反對派的尊重。
不過筆者今日要講的，是一群仍然我行
我素、製造對立的真小人。他們連日來
的行為以及在特首答問會的表現，雖然
讓人咬牙切齒，不過反而暴露了他們如
何理虧。
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
句話放在反對派身上，最貼切不過。無論
林鄭如何釋出善意，少數激進反對派依然
「良心當狗肺」，為政治利益繼續作「無
差別」對抗。例如，少數反對派議員，居
然連站立歡迎特首，這種小學生都知道的
基本禮儀也不懂。這些反對派根本沒有意
願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政府不能與其溝通，

責任全在反對派身上；另一邊廂，有反對
派死性不改，再次在答問會現場大吵大鬧，
結果被逐離場，最終「求仁得仁」，提早
「收工鬆人」。反對派有多民主，大家心
知肚明。
平心而論，若施政有失，議員嚴厲批

評絕對義不容辭。但是，林鄭處處釋出
善意修補關係，更毫無施政不當之處，
試問反對派反對林鄭，到底是立場先
行，還是針對具體事項？反對派經常攻
擊，特首和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如
今看來甚為諷刺。
反對派來來去去只有一招「A 字

膊」，將一切問題的責任全部推到特區
政府身上，隻字不提反對派發動非法
「佔中」、「旺角暴亂」等破壞法治和
安寧的行為。誰人本末倒置，誰人唯我
獨尊，誰人拒絕修補關係，一目了然。
習主席日前來港視察時，提出「三個

相信」的期望。筆者看來，「相信國
家」，如今國勢如日中天，絕無不信之
理；「相信香港」，回歸20年，特區政
府的政績有目共睹，新特首大吹和風，
值得港人相信；「相信自己」，各位市
民的確應該相信自己的眼睛，切勿輕信
政客的甜言蜜語。修補社會撕裂，香港
繁榮穩定指日可待。

撕破反對派的醜陋面紗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
香港的行程，再次表達
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堅
定支持和對香港同胞的
親切關懷，其發表的重
要講話，回顧香港回歸
20年的不平凡歷程及積

累的經驗，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也展
現了中央領導人開明、務實、親民的作
風，相信會給香港增添新的動力，給香
港同胞留下美好的記憶。其中幾場具有
青年因素的活動和講話，鼓舞和激勵
許多香港青年。
6月30日，習近平主席會見各界人

士，包括林鄭月娥、梁振英、李嘉誠
等。出席會面的約有200人，另外亦有教
育界及傳媒界代表。他在講話中撐新班
子，要求各界人士帶頭關心青年，幫助
他們解決實際問題，為他們成長成才創
造良好條件，使愛國愛港光榮傳統薪火
相傳，使「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
在香港的特殊環境下，特別是曾經被

英國殖民統治的背景，在教育上缺乏對
中國歷史、國家觀念和「一國兩制」的
理解。回歸以來，中央和特區政府都在
努力推動國民教育，但是反對派卻一直
從中阻撓，甚至出現「反國教」風波。
習主席說了一句重話：「香港對國家歷
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待加強。」
對此，香港教育界人士表示，習主席的
講話對香港社會，尤其是年輕人正確認
識香港與祖國的關係，具有指導意義。

新一屆政府力培育青年人

習主席指出，「中央有關部門正積極
研究具體措施，方便香港居民到內地學
習、生活及工作。」而本屆政府也表示
將更積極進取，擔當「促成者」和「推
廣者」的角色，鞏固及提升香港的傳統
優勢產業，並大力推動創新及科技和創
意產業發展，為經濟注入多元動力，為
市民特別是青年人，提供優質就業機
會。而林鄭月娥更是強調稍後會具體落
實為青年人提供更多議政、論政、參政
機會的措施，既藉此加深青年人對政府
的了解和信任，亦培養他們成為未來的
社會領袖和政治人才。
有些香港的反對派，以「自決」包裝

「港獨」蠱惑青年人，非常具有欺騙
性，必須揭露其本質是赤裸裸的「港
獨」。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
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
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
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
的。
香港自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

理體系。中央政府依照憲法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對香港實行管治，與之相
應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和體制得以確立。
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在具體實踐中，必須牢固樹立「一國」
意識，堅守「一國」原則，正確處理特
別行政區和中央的關係。
未來，特區政府必定會更加重視對青

少年的法治教育，培養青少年遵紀守法
意識、恪守職責精神和強健青少年體
魄，引領青年人繼承「愛國愛港」光榮
傳統，為實現「中國夢」作出新貢獻。

習主席撐新班子引領青年愛國愛港
陳曉鋒 法學博士 城市智庫研究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楊云 時事評論員

習主席向香港送了「大禮」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一舉手一投
足，引來全城關注。視察圓滿結束後，有朋
友說習主席這次來的日子不短，去的地方也
不少，大家最關注的是，他為香港特區的20
歲生日帶來什麼「禮物」。
2012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前，就

向香港送了涉及經貿金融、教育交流、科
技、旅遊等方面的「六大禮」。觀乎這次習
主席訪港期間，主要是出席見證「故宮博物
館」正式簽署合作協議，以及在其行程結束
後不久，「債券通」於7月3日開通。更讓人
驚喜的是，6月28日，香港與內地簽署兩份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協議，擴大CE-
PA投資承諾至非服務業，並成就了內地與香
港史上首份「負面清單」式的投資協議。但
是，有人還是覺得禮物不如前，擔心是否因
為香港在中央眼中的重要性今非昔比。

習主席講話的三個重點
筆者聽了這種說法，雖然理解朋友的擔
憂，但不得不對朋友說，習主席已經送了
「大禮」，問題是「你收唔收到？」習主席
在「七．一」當天說︰「香港已經回歸祖國
20年。依照中國的傳統，男子二十謂之弱
冠，今天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年禮。」
以前特區尚在成長，對於一個小孩而言，禮
物是單純的物質；但如今已經20歲，對一個
已成年的人來說，語重心長的叮嚀反而更有
意義。故此，我們要看的不是習主席送了什
麼，而是要看他說了什麼。
回顧三天行程，習主席講的話可分為三個

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在抵港的第一天，會見前特

首梁振英時，說回顧過去5年「很不容易」。
關心香港的朋友都知道，過去5年的香港面對
積累已久的社會問題，舉步維艱的經濟結構問
題，以及2014年後的政治對立，作為特區的管
治團隊，確實「很不容易」。習主席就此讚揚
梁振英堅定貫徹「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過程
中，作出不少努力，特別是維護國家安全及主
權利益上，作出貢獻，並指中央對其「充分信
任」及「充分肯定」。這番話表面上是對梁振
英說，其實是對整個管治團隊說，也是對過去
幾年來，為保持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作出努力
貢獻的朋友所說。這份總結性的肯定是一厚禮。
第二個重點，是在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就職

典禮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央政府
的底線，作為特區把握「一國」和「兩制」
關係的標準。這個重點不離「主權」二字。
習主席說在回歸前的中英談判時期，中央已
旗幟鮮明提出主權問題不容討論，回歸後更
要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主權」二字近年經常出現在香港人的眼
前，但對於一個有過百年殖民統治歷史的城
市而言，「主權」概念難免模糊，這也造成過
去一段時間有關「一國兩制」的各種爭議。
習主席在這次講話中就把「主權」攤開來說，

「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
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
絕不能允許的。」另外，就是要突出憲法的地
位，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
制基礎」，回應了過往香港社會只講基本法，
少認識憲法的情況，並強調要落實憲法和基本
法確定的「憲制秩序」。「主權」與「憲制秩
序」的說法，就有如「一國兩制」的政治實踐
中的「負面清單」，為「一國兩制」未來的實
踐訂立了更清晰的指引，是為一禮。

香港要善用中央支持
第三個重點，是向反對派釋出善意，以紓

解香港近年緊張的政治氣氛。習主席說︰
「從中央來說，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
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中央都願意與
之溝通。」過去一段時間雖有中央「吹和
風」的說法，但這次由國家主席親自在香港
回歸20周年的重要場合講出，政治意義非同
小可。其後，新任特首林鄭月娥在7月5日
出席上任後第一個立法會答問大會時，議事
堂上的「和諧」畫面，亦證明了習主席親自
「吹和風」的重要意義，固然亦是一禮。
這三份禮物，每一份都不比任何一項支援措

施遜色。中央政府過去一直支援香港，近年的
措施（如大灣區發展）更是「成熟一項，推出
一項」，並不會刻意等到大時大節才送。更重
要的是，過去一段時間的經驗告訴我們，香港
能否善用這些措施，把握當中的機遇，發揮當
中的優勢，往往取決於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
的理解與實踐。習主席在這次行程中，發表的
一系列重要講話，才是祝福20歲的香港能夠「行
穩致遠」的大禮，香港人「收唔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