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走向世界中心 港人共擔民族復興責任

五年來國家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內政
國防外交，各個方向均重拳發力，積極
作為；治黨治國治軍，各個領域皆運籌帷
幄，佈陣良方。內政而言，經濟、政治、
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遍
地開花；外交而言，周邊外交與大國外
交，「老朋友」外交與「新夥伴」外
交，傳統外交與非傳統外交，多邊齊
發，縱橫捭闔，「朋友圈」越做越大。
截至2016年底，中國境內有效發明
專利110萬件，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擁有
發明專利超過百萬的國家。世界智慧財
產權組織發佈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中
國創新能力綜合排名已居中等收入經濟
體第一位。綜合實力方面，截至2016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74萬億元，
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4.8%，居世界第二
位。2013年至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
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約為30%，超越美
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五年
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改變了
世界看中國的目光，全球各國開始探究
一個個中國奇跡背後蘊含的奧秘。
日本新聞網NewsPicks最近製作了一

個名為《「中國崩潰論」正在崩潰中》
的專題，提到世界各地對中國前景的預
測，多年來離不開崩潰論和崛起論，但
經長時間的觀察，崩潰論的預測與現實
的差距愈來愈遠。長期關注中國的法國
前總理拉法蘭表示：「中共十九大是中

國政治生活領域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
的大事，因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動向
關乎整個世界，中國的未來與我們息息
相關。」

歐美日紛紛唱好中國
英國廣播公司(BBC)稱，與上世紀50年

代蘇聯發射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給西方
帶來的衝擊相比，中國在太空、網絡、
經濟等方面的全面崛起，將使西方面臨
比當年的「衛星時刻」更大的挑戰。法
國《世界報》15日罕見地用6個中文大字
「中國強國崛起」，作為頭版頭條的標
題，並用8塊專版來介紹中共十九大。
繼法國《世界報》頭條、美國《時
代》周刊封面出現中英文標題後，德國
《明鏡》周刊也以中文拼音「xing lai
（醒來）」作為封面，似乎在呼應拿破
崙的預言：「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
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震
撼。」當代中國勢不可擋地崛起，這頭
睡獅終於醒來了。
2005年，《紐約時報》評論版也曾

以中文標題發表著名專欄作家紀思道的

評論：《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
雲煙》。文章提醒美國人，1000年以
來，世界中心從中國轉移到美國，現在
又正在重回中國，中國正在復興。紀思
道預測，「在未來十幾年裡，中國可能
將超過美國崛起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
體」。現在，這一預測正在成為現實。

西方對現實的心態複雜
西方對這一現實的心態是複雜的，歐

美媒體的中文和漢語拼音標題、封面，
不乏調侃和嫉妒意味。例如，《世界
報》報道中不乏對中國制度和發展的刻
板偏見以及酸溜溜的諷刺，但文章不得
不承認，在中國改革開放「光榮 30
年」後，習近平提出了「中國夢」，成
為19世紀以來中國改革家們希望實現
的夢想，即強大的國家、強大的軍隊和
令人尊敬的國家。現在，中國國力強
大，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國際地位開始
與超級大國美國相媲美。
畢竟，從西方中心論走向承認中國逐

漸走向世界中心，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處
在反思和漸進性調整階段，西方媒體還

需要一段適應的時間。
西方媒體某種酸葡萄的
心態難免，香港反對派
媒體《蘋果日報》則是
充滿了臭葡萄心態，信
口雌黃稱外媒中文封面
不是畀面，而是打臉云
云。
但形勢比人強，連西方媒體也不得不

承認中國走向世界中心，《蘋果日報》
的抹黑是枉費心機。曾幾何時，肥佬黎
的壹傳媒謾罵「一帶一路」，《蘋果日
報》的社論更是連篇累牘詛咒「一帶一
路」。但最近壹傳媒公佈中期業績報
告，表示展望內地「一帶一路」戰略將
「為傳媒行業掀開全新機遇」。正所謂
「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
易。」反對派企圖將香港變成反華基
地，阻止或拖慢中國崛起步伐，只能是
一廂情願。在國家正逐漸走向世界舞台
中心的今天，香港究竟何去何從，是在
泛政治化的漩渦中徘徊不前，還是共擔
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值得每個關心香
港的人認真反思。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鄭重宣佈：「經過長期努力，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意

味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

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這是我

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中國正逐漸走向世界舞台中心，開啟了邁入

強國的征程。

釜底抽薪 果斷修例

近年立法會陷入拉布泥潭，
原本負責制定法律、批准公共
開支及監察政府施政的議會，
往往因為反對派瘋狂拉布，大
玩點算法定人數的政治伎倆，
令大量經濟民生議題「大塞
車」。為了撥亂反正，建制派

議員早前提出多項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的建
議，填補現行的漏洞。
不過，反對派不斷抹黑修例是「自我削

權」，又宣稱在部分反對派喪失議員資格時進
行修例是「乘人之危」云。近日，他們更來一
招以退為進，既打鑼打鼓地邀約建制派「協
商」，卻又高調稱會堅持「立場」和「原
則」，只期望「說服」建制派云。
任由反對派為拉布行為如何塗脂抹粉，也改

變不了事實。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顯示，近年
議會拉布愈趨失控。在上屆四年會期內，議員

要求點算法定人數近1500次，消耗逾220小
時，因人數不足而流會高達18次。今屆會期開
始不久，縱使政府大吹和風，惟單計點算人數
已虛耗逾16小時，因人數不足而流會已有兩
次。
隨着政治生態轉變，即使有明文規定的法

例，反對派一聲「違法達義」或「公民抗
命」，就肆意為所欲為，更何況猶如「君子協
議」的議事規則，反對派更加不放過當中的灰
色地帶，大玩政治戲碼。早前有政客挖出議事
規則第88(1)條，動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
更加令輿論譁然。
習主席曾提醒我們若未能抓住國家高速發展

的機遇，便會「蘇州過後無艇搭」，事實上，
修改議事規則亦然。治拉布亂象，斬草還須除
根，一旦拖拉到明年補選後，議會環境再次惡
化，糾正歪風時機一過，香港只能在烽煙四起
的亂局中蹉跎歲月。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葉順興 全國政協委員 新社聯副會長黃熾華

廿三條立法 已具天時地利人和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號召
「我們堅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一
切分裂祖國的活動都必將遭到全體中國
人堅决反對」，發出了反「港獨」反分
裂的動員令。今日，為基本法23條立法
已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時機。
天時者，時機、時勢也。就國際形勢

而言，西方圍堵破局、周邊正在歸附：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稱讚中國共產黨
和習主席領導下的中國，以美國馬首是
瞻的日本首相安倍也急切向習主席表達
改善中日關係和明年訪華願望；韓國經
「薩德」折騰嚐盡苦頭終保證「薩德」
限制不危及中國、不再擴張部署、不加
入美日軍事同盟作為下月文在寅訪華承
諾。國際輿情唱好，承認中國贏了：德
國的《明鏡》周刊封面文章《中國「醒
來」》到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文章
《中國贏了》，都在崇尚中國、讚賞中
國；就反分裂，西班牙挫敗加泰「公
投」「獨立」，讓「港獨」如喪考妣惶
恐度日。就國內情勢而言，四個自信，
國運昌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來自堅
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制度
自信、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GDP連續
11年穩居全球第二，對世界經濟貢獻率
已超30%。
地利者，地緣之利也。香港與祖國內

地羅湖橋不到百米之隔，在深圳灣更是

因「一地兩檢」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
可須臾割斷。回歸前後近200年兩地相
依是母子、兄弟、姊妹的血濃於水關
係。國家改革開放之初，港人為內地產
業普遍提升作出貢獻；內地的經貿飛躍
發展又使香港搭上時代快車；習主席的
「一帶一路」戰略給香港發揮「超級聯
繫人」一展所長，並提供經貿發展廣闊
天地。「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
水來。」祖國是香港的生命之源，是香
港存活之本。抓根本，明大義，香港人
明白「港獨」是分裂國家的「自殺」行
為，為23條立法正是保持香港存活的必
要舉措。

習主席六個任何是立法思想武器
人和是人的覺醒和心之歸附及嚮往。

其一，「十九大」的東風吹醒香港人。
連日來，中央官員深入香港向政府高官
和社會各界宣講十九大精神，宣示了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堅守「一國」原
則，「零容忍」遏制「港獨」的堅定立
場；其二，經過反「佔中」反「港獨」
反暴力的鬥爭錘煉，香港人已經由政治
和法律的後知後覺變成先知先覺，表達
了反「佔領」、反「港獨」的主流民
意，為基本法23條立法護國衛港蓄起巨
大正能量和民意基礎；其三，基本法委
員會主任李飛蒞港發表演講，他發問：
香港當下應當「做什麼」？這就是：在

憲法和基本法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職責
和使命就是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國家憲
制秩序、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維
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以及維護國家發展利
益，努力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
民幸福三大責任。他指出：「香港基本
法已經實施20年了，迄今為止第23條
立法仍未得到全面落實，法律缺位所帶
來的不良影響，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必須立法已深入人心；其四，在立法會
內，建制派議員已佔表决的多數。在反
「港獨」鬥爭中香港人明白：香港的命
運從來都同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
起，血脈相連、榮辱與共。唱響中國，
維護國家的發展利益，就是維護香港的
根本利益；唱衰中國，損害國家的發展
利益，就是螳臂當車，最終也將損人害
己；其五，習主席發出「我們絕不允許
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
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
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成了23條立法的
強力依據和思想武器。
《易．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當今國家和香港的天時、地
利、人和都為基本法23條立法提供了
「健」的力量和條件；加上香港人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的憲制秩序和權威日益覺
醒，以反「港獨」為主旋律的立法必然
得道多助、水到渠成。時不吾與，港府
和港人宜自強不息，勿再推擋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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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攜手並進 大灣區實現共贏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被納入
「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
帶一路』願景與行動」後，值
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國家發
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
政府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香港應抓住這不可多得的新機遇，及早部署謀
劃，在與內地深化合作、發揮自身優勢的同
時，成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先驅。
第一，把握天時，合作交流更為便利。粵港

澳大灣區人口達6600萬，在區域面積、機場旅
客吞吐量和港口集裝箱三方面，較東京灣區和
三藩市灣區更勝一籌。「超級工程」打造了大
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隨着港珠澳大橋、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在即，市民完全可以實現
在香港工作、在灣區其他城市生活。更重要的
是，當逐步開通香港連通內地的大型基建，一
如打通任督二脈，形成道路、鐵路、海運網
絡，三地的人員、貨品服務乃至生產要素都能
夠自由流動，從而深度融合，保持錯位發展，
互惠互利。
第二，佔據地利，發揮傳統行業優勢。作為

世界金融中心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
心，香港擁有完善的金融體系與專業從業人
員，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表示在《框架協議》

下，香港將繼往開來，在金融、航運和貿易三
方面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服務。「處既形便，
勢有地利」，香港的天然深水良港和成熟的港
灣管理體系，便能憑藉豐富的經驗帶領大灣區
其它成員。內地的生產基地和市場是推動創新
科技等行業的重要助力，在展現傳統優勢的同
時，彌補本土土地資源不足的問題，城市群內
得以協同發展。
第三，凝聚人和，投入更多科研資源。粵港

澳大灣區涵蓋11個城市，培養和吸納優秀人才
是進一步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
產業的重要環節。香港有一流大學，基礎研究
實力不錯，在一些研究領域，如醫療、生物科
學都達到國際水平，能夠吸引城市群內人才到
港進行學習交流。同時，香港青少年不僅通曉
兩文三語，更具備敏銳的國際視野，若能有胸
懷大格局的氣魄，定能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
多有收穫。
粵港澳三地一衣帶水，自國家改革開放以

來，香港一直積極參與建設珠三角地區。隨着
粵港澳大灣區政策的落實，在城市群成員發揮
彼此比較優勢的同時，香港應把握好天時、地
利、人和的機遇，所謂「來而不可失者，時
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既認識自身的優
勢，也要有危機意識，才能在新時代合作共
贏。

莊紫祥博士 哈爾濱市政協委員

立法會拉布擾民 促修改議事規則

過去兩屆立法會，非建制派議員肆意拉布
搗亂，屢次做出驚人之舉動，6人因未有遵守
宣誓法例規定，被法院裁定失去議員資格；另
有暴力衝撞和粗俗語言橫飛；亦有議員刻意重
複提出大量內容相近的修正案議案，癱瘓議會
議事流程；部分議員刻意集體缺席會議以造成
流會；另有議員不停發言及要求不斷點人數；
最近亦有個別議員在兩次議事期間引用《議事
規則》第54(4)條及第88(1)條，分別阻止把修訂
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和動議新聞界及公眾
人士離場，以拖延會議。
這些舉動幼稚，立法會議事廳恍似他們的遊

樂場，完全不像在議事廳召開會議，該等議員
不但不尊重其議員身份，且未有兌現競選承
諾，令選民失望，亦在褻瀆立法會的莊嚴，而
以拉布等拖延議事既定流程，亦是在浪費其他
議員的寶貴時間，白白耗用公帑，亦令重要的
民生有關議程未能如期表決，影響撥款和社會

福祉。
普羅市民認為，現階段有需要去啟動修改立

法會議事規則，以杜絕個別議員濫用議事程
序，令立法會回復應有的議事秩序、理性和效
率。議員應明白自身職責，這包括幫忙和監督
特區政府施政，議事論事，並須有理據去支持
觀點；他們亦需要知道某些議案須在限期內通
過，在討論議案時需要以理據陳述利弊和建
議，以民意及行業基礎作依歸和出發，並只在
有需要時，合理地加以適當的補充修正，這才
是議員的本分。
立法會議事程序的混亂並不討好，甚至乎是

厭惡的負面觀感。立法會拉布擾民，拉布常態
化更呈病態，現階段確有迫切性叫停任何形式
的議會拉布和謝絕任何低俗頑劣行為，並需要
借修改議事規則，撥亂反正，堵塞漏洞，令議
會內回復原來的秩序和理性，還大家一個健康
的立法會議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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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股價折射「再開放」震撼力

騰訊2004年6月以每股3.7港元在香
港掛牌上市，2014年股價升至500港
元。隨後騰訊將其股票以1：5比例分
拆，分拆後騰訊股價近期持續強勁上
升，又再直逼500港元。13年前的3.7
港元投資，現在有望獲得2000多港元回
報。目前，騰訊市值已經達到5285億美
元，超過瑞典、波蘭、馬來西亞、菲律
賓、泰國等160多個國家的GDP，正可
謂「富可敵國」。騰訊股價含有市場的
心理期待，折射了國家主席習近平的
「再開放」策略讓中國投資市場釋放出
強震撼力。
數據顯示，騰訊的投資者有四分之一

來自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國際游
資。而國際投資者的信心則來自習近平
幾年來、特別是十九大強調的「再開
放」政策。最近，中國已按照擴大開放
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大幅度放寬金融
業，包括銀行業、證券基金業和保險業
的市場。中央「將外國投資金融市場的
控股比例放寬至51%，五年後投資比例
不受限制」的決定，猶如一聲春雷，對
全球投資市場產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
響」。世界主要媒體普遍認為：中國將
從「再開放」啟步，必定再創輝煌，而
國際投資者亦將從中獲益。

國際投資者看好中國市場
提高外資銀行參股持股比例，有助於
外資銀行參資中資銀行的積極性，也顯
示出中央對國內金融機構參與競爭的信
心。渣打銀行中國行長、總裁兼副董事
長張曉蕾表示，中國逐步放寬外國投資
者持股比例限制等金融開放舉措，顯示
中央「再開放」決心，是中國在更高和

更深層次對外開放的體現，也是統籌國
際、國內兩個市場，促進市場深度融合
的重要手段，有着非常深遠的意義和非
常豐富的內涵。
「再開放」是習近平對未來的洞悉和

把握。無論是「堅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
革」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放都
特別重要。」新時代改革開放不僅令中
國加快融入世界，也讓中國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再開放」宣示了中央推進全
面從嚴治黨的堅如磐石的政治決心，彰
顯自我完善和革新的勇氣。中央下決心
「面向世界，同各國人民一道，積極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心胸，顯示
中國將對世界經濟發展、人類進步作出
更多貢獻。

科技成果轉化率直逼西方
騰訊是一家網絡公司，卻含有諸多科

技成分。微信是騰訊的拳頭產品，目前
使用人數已經近10億，用微信傳送語

音、視頻、文字和圖片，大大方便中國
人。由微信帶出的網購、物流、支付、
共享等行業，已經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
新引擎。中國科技近年進步快速，每年
發表的國際科技論文20多萬篇，但科技
成果的轉換率卻一直徘徊在10%左右，
遠低於發達國家40%的水平。騰訊等科
技公司帶出的信息則證明，中國科技成
果轉化率已經躍升到30%以上，直逼西
方發達國家。
數據顯示，全球176個學科在《科
學》、《自然》和《細胞》等高影響力
的期刊中每年發表論文總數為5萬篇，
中國擁有十分之一以上，僅次於美國。
世界知識產權的數據顯示，美國雖然仍
居世界首位，但已經出現負增長。反觀
中國，同比增幅卻保持在50%以上。幾
十年來，美國一直是世界「專利王
國」，其專利申請量曾經超過世界其它
國家的總和；但中國的增長步伐很快證
明，「專利王國」有望很快易主。

■騰訊股
價長升長
有，是恒
指重上 3
萬點的第
一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