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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前」梁天琦暴動罪
成，反對派中人不斷試圖為其
暴行塗脂抹粉，把梁天琦塑造
成「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而自
我犧牲的大英雄」。公民黨前
立法會議員吳靄儀為梁天琦寫
求情信，讚到梁天琦「天上有

地下無」，吹捧梁天琦識「深刻理性分析」、
「熾熱追求理想」，識「自我反省、敢於承認，
不迴避過失責任」等等，聲稱梁是吳靄儀見過
的「最優秀政治人才」。吳靄儀更在報章撰文，
將策動暴亂的人以至追隨者，等同是「耶穌與
十二門徒」。
基督教是導人向善的宗教，引領信眾遠離
黑暗、危險、災難，走向光明、平安、幸
福。導人為非作歹的宗教，必是邪教無疑。
這是個經過千錘百煉的傳統智慧。有建制派
議員直言，以宗教為名以達其政治之實，就
是邪教。吳靄儀竟將梁天琦等為達至污穢的
政治目的而採取暴力手段，綑綁在基督徒身
上，更暗示其所作所為如同「聖戰」，是企
圖加劇社會矛盾。
「佔中」打開了所謂「違法達義」的潘朵拉

盒子，釋放了無法無天的暴力出來，香港的法
治根基受到嚴峻挑戰和動搖。戴耀廷、吳靄儀
之流的「有識之士」，顛倒是非、扭曲法治，
鼓勵他人犯法，別有用心地把暴力違法者英雄
化、理想化和完美化。吳靄儀更加把策動暴亂
的人以至追隨者，等同是「耶穌與十二門徒」，
這是在褻瀆聖靈。多名政界人士批評，吳靄儀
的說法是對所有基督徒的冒犯，更推波助瀾圖
誤導年輕人行使暴力，將嚴重破壞香港法治精
神。

美化暴力 褻瀆聖靈
有不少市民就抨擊公民黨竟然將暴徒捧上

神枱「造神」，更譴責吳靄儀是偽君子：
「你唔坐吓（監），你坐完仲優秀呀，推年
輕人去死，冇天理！」有網民批評吳靄儀：
「真人演繹『佛口蛇心』，力求令傻仔覺得
死都抵嗰隻，心腸之毒難以形容。」
耶穌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
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
不得赦免。」(馬太十二：31-32)違法「佔中」
已過去三年多，旺角暴亂已過去兩年多，但
戴耀廷、吳靄儀之流仍不斷散播「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煽惑暴力、鼓吹「港
獨」，荼毒青年，別有用心地把暴力違法者
英雄化、理想化和完美化，甚至等同是耶穌
與十二門徒，如此褻瀆聖靈，煽動和教唆青
年人違法，更應該受到法律與歷史懲罰。

嚴懲「港獨」重振法治
戴耀廷等「佔中」禍首和「港獨」分子，長

期以來甘當外部勢力的棋子，收受外國資助，
挑動兩地矛盾，鼓動香港青年學生「違法達
義」，對抗中央和特區政府，妄圖發動「顏色
革命」，奪取香港管治權。香港雖未有「港獨」
入刑的先例，並不等同法律無法處理「港獨」。
「港獨」言行違反憲法和基本法，同時違反現
行《刑事罪行條例》等法律。特區政府不應姑
息縱容，必須盡快就其違法行為，予以追究，
彰顯法治。
戴耀廷之流一日未受到法律制裁，意味着

法治精神一日未得到彰顯。對戴耀廷之流必
須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這是香港作為法治社
會的必然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弘揚正氣、
重振法治，修補破窗效應，並糾正年輕一代
被扭曲了的觀念。

香港積極運用優勢 助推大灣區高質量高起點建設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理韓正在廣東調研自貿試驗區建設和深

化粵港澳合作等工作並作出具體指示。韓

副總理在調研期間提到，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

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要高質量高起點做

好大灣區規劃建設，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

世界級城市群。韓正副總理的調研和傳達

的信息內涵豐富，顯示大灣區的發展規劃

由習主席親自推動，中央對大灣區的發展

高度重視、寄予厚望、全力支持。香港在

大灣區中佔據重要位置，香港積極利用自

身國際化、金融、創科等方面的優勢，積

極進取，強化與大灣區錯位發展，定能實

現互補共贏、共享繁榮的新局面，令香港

和國家的發展再上新台階。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港澳辦
主任張曉明表示，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已經提升到國家發展戰
略層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會很快出台實施。他引述習
近平總書記指「這個大灣區搞
起來不得了」。他又指，下一

步要按中央部署，務實推進大灣區建設，通過對
相關法律政策調整完善，對體制機制創新進行改
革。張曉明認為，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及三地
努力下，相信假以時日粵港澳大灣區定能媲美紐
約、東京等灣區。香港作為大灣區的重要城市，
對大灣區的規劃、發展充滿期待，習主席、中央
高度重視大灣區的發展，看好大灣區的前景，自
然令香港對融入大灣區、把握新機遇更有信心和
底氣。

「大灣區搞起來不得了」
此次韓正副總理在廣東調研，又提到大灣區

建設由習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
這是迄今為止，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獲得的最權

威的證實。更重要的是，韓正副總理指出，要高
質量高起點做好大灣區規劃建設，打造國際一流
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要優化產業佈局，發展實
體經濟、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要吸引國
際創新資源集聚，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大灣
區的發展方向和行動指南已躍然紙上。
中央對大灣區的規劃、發展提出高要求，意
味着包括香港在內的大灣區城市無論在產業、經
濟、生活將有煥然一新的變化，將成為可與世界
著名灣區和城市群媲美的發展區域，對國家和世
界發展產生示範作用，大灣區內各城市的定位和
和影響力必然也大大提升。
香港一向予人的印象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

中心、航運中心，甚至是旅遊城市、購物天堂，
很難會和創新科技中心聯繫起來。習主席有關支
持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批示，肯定香港擁有
較雄厚的科技基礎，擁有眾多愛國愛港的高素質
科技人才，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
創新型國家的一支重要力量，長期以來，香港科
技界為香港和國家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不僅
僅是習主席對香港科技界的肯定、重視、愛護那

麼簡單，更指出了香港科技的優勢所在。

發揮創新優勢 投入大灣區建設
香港擁有創科優勢，但以往未能充分發揮，導致

產業結構單一、缺乏創新、經濟增速乏力，成為香
港發展的短板。近年無論是世界經濟論壇、瑞士洛
桑管理學院或是內地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報告，都指
出了香港創新不足的缺陷。本港兩院院士聯名致信
習主席的發起人、身兼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香港科學
家陳清泉形容，「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中唯一不
以科技為支柱產業的經濟體」。
韓正副總理在調研期間指出，大灣區規劃要

優化產業佈局，發展實體經濟、高新技術產業、
現代服務業；要吸引國際創新資源集聚，打造國
際科技創新中心。這些要求，當中正契合香港的
優勢和發展方向，香港既要繼續發揮自由經濟、
市場開放、與國際市場接軌等多方面優勢，同時
運用好中央的支持，結合香港創科優勢，積極推
動創新發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投入大灣區建
設，做到既保持獨特性又打破發展障礙，着力國
家戰略中高質量高起點的創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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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國歌法立法維護國歌尊嚴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通
過《國歌法》。但是，
近日香港立法會就國歌
法的香港立法舉辦公聽
會，在會上香港學聯主
席張倩盈公然表示「聽
到國歌就想嘔」，另有

人表示「我們都是中國人這句話比粗口
還難聽」。這正說明，在香港立法保障
國歌，是有現實需要的。我們都記得，
近年在一些大型體育比賽或公眾場所中，
經常會有激進反對派支持者藉故羞辱國
歌，作出一些羞辱國家民族的行為。他
們不敢羞辱國旗和國徽，因為國旗和國
徽皆享有法律保障。國歌與國旗、國徽
一樣，同樣是國家的象徵。香港已回歸
祖國，尊重國歌、維護國家尊嚴是每個
香港市民的基本要求。
香港某些反對派人士日前遊行要求廢

除國歌法，並指國歌法會剝奪港人言論
自由。將國歌法立法扯上言論自由，這
實在是惡意且毫無道理的抹黑。按這個
說法，美國、法國、加拿大等訂立了國
歌法或相關條例的國家，其國民均被剝
奪了言論自由，其政權都違反了國際人
權公約。其實，現今世界許多國家都在
憲法中規定，將國歌、國旗、國徽確立
為國家的象徵，代表着國家主權和尊嚴。
翻查資料，美國、俄羅斯、加拿大、馬
來西亞、孟加拉國等國，都為國歌制定
了專門的法律或法規。另一些國家、地
區，則將國歌和國旗、國徽等國家象徵
一併立法，包括日本《國旗國歌法》、
新加坡《國徽、國旗和國歌條例》、菲
律賓《國旗、國歌、國家箴言、國徽和
其他徽章專案和物品法》、印度《制止
侮辱國家榮譽法案》等。

如美國關於國歌的相關法例，列載於
《國旗法》第301款。條文明確規定，在
演唱國歌時，如果有國旗展現，穿制服
的軍人要行軍禮，其他人亦應該面向國
旗立正，右手放在心口。如果沒有國旗
展現，所有的人亦應該面向音樂方向，
其他要求跟有國旗展現時一樣。俄羅斯
《國歌法》亦相當嚴格，表演者在演奏
國歌時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開口唱歌詞，
但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官方歌詞與樂曲
進行演奏。法例又規定，在嚴肅或慶祝
的場合可以演奏國歌，在俄羅斯總統的
宣誓儀式、國家杜馬與聯邦議院的開會
和休會、以及其他的官方正式場合中必
須演奏國歌。另外，當演奏國歌時，每
個人都應摘掉帽飾，當俄羅斯國旗出現
時還應面向國旗，而穿有制服的軍人更
必須在演奏國歌時行軍禮。
國歌與國旗、國徽一樣，同樣是國

家的象徵，有深厚的政治意義、歷史
意義、民族意義和文化意義。香港市
民作為中國公民的一分子，既然我們
有法律責任尊重國旗與國徽，尊重國
旗與國徽的尊嚴，並已訂立相關法規
以切實維護之，我們同樣應有政治義
務和法律責任尊重國歌，並制訂相關
的法規。總而言之，不少民主國家都
有為保護國家象徵而為國歌立法，國
家象徵既然代表國家主權和尊嚴，立
法保護之責實屬無可厚非。香港社會
在進行國歌法的本地立法時，理應多
參考國際慣例，同時考慮香港實際情
況，制訂出有法可依、明文訂定的國
歌禮儀。對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是
港人應盡的公民職責，港人應抱着文
明崇敬的態度積極支持為國歌立法，
維護國歌的尊嚴。

蔡毅 太平紳士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吳靄儀褻瀆耶穌 美化梁天琦違法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香港不能迴避人才爭奪戰

人才永遠是最寶貴
的資源，不同地方之
間的比併，很大程度
上也是人才之間的比
併。故此，世界上任
何繁榮地方的政府，
均會視培育人才、吸

納人才為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在香
港，特區政府同樣高度重視人才培訓
的工作，肩負教育及培訓重任的教育
局，其開支幾乎年年佔據各政策局之
首，從中可見一斑。
然而，香港始終只是一個細小經濟體，

人口只有730萬左右，倘若我們自己關上
門，只依靠土生土長的港人，即使政府
再重視教育培訓也好，也是不足夠的，
肯定會面臨人才不足、機遇流失、競爭
力下滑的問題。實事求是地看，不止香
港，在自由開放的全球化時代下，世界
上任何一個發達的地方，也不會只依靠
本地人才，均會視吸納境外優秀人才為
重要工作，即使是歐美先進國家也不例
外。事實上，美國是一個特別重視吸納
海外優秀人才的國家，其大學多年來積
極招收海外優秀學生，並吸引他們留在
美國發展，而美國的移民政策對擁有優
秀學術背景人士或專業人士更有特別的
便利措施。不談太遠，就看看近一些的
新加坡，其對於輸入海外優秀專才的態
度也十分進取。為公為私，市民均應該
重視經濟發展，歡迎一切有利於經濟發
展的政策措施，包括歡迎更多優秀的境
外人才，因為這些人才來到後，可以創
造更大的貢獻，為一地增值。
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廣東城市，近年也

掀起「人才爭奪戰」。例如前海、橫琴、
南沙等地均各自推出不同的優惠政策吸
引港澳高端人才，包括提供現金津貼獎
勵、住宿安排、稅務優惠等，甚至有人
擔憂，廣東積極搶奪港澳人才，會把港
澳「掏空」！
在這樣的狀況下，港府理應用心留住

人才，並吸引更多境外人才來港，以維
持香港的競爭力。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
重要指示，「促進香港同內地加強科技
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而依據新華社報道，國家科技部
和財政部高度重視習近平主席的指示，
現時已解決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港澳
使用、科研儀器設備入境關稅優惠問
題，下一步將繼續「支持愛國愛港科研
人員深入參與國家科技計劃」及「有序
擴大和深化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前
不久，本港創新及科技局亦推出了「科
技人才入境計劃」，便利科研人才來港
就業。
國家的高新科技和創意產業正如火如

荼，高速發展，朝氣蓬勃，相反香港的
高新科技和創意產業卻停滯不前，國家
的機遇比香港多，對人才的吸引力比香
港更大，吸引人才的政策亦較香港更優
惠，反對派以為香港對外地高端人才還
很有吸引力嗎？全世界都在搶奪高端人
才，難道非來香港不可？說實話，香港
要憂慮的不是有太多內地人才移居香港，
而應該憂慮愈來愈多高端人才離棄香港！
創科局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應進一
步擴大範圍，提供更大誘因！沒有人才
就沒有發展，在「人才搶奪戰」上，香
港不能輸！

鄧開榮 新社聯副理事長

中國的崛起，最使世界震
驚的是在世界貿易中的急速
冒起。1980年中國的貿易額
還不及全球的百分之一，到
了2010年，貿易額已佔世界
近10%，坐上世界第2位。
高增長積累了龐大的貿易盈

餘，由2001至2017年的17年間，貿易盈餘共
38,826億美元，其中對美的貿易盈餘達27,884
億美元，佔71.8%。中國的出口貿易已力求分
散，但是美國仍然是最大的市場，佔19％左
右。而歐盟及東盟市場也相若。在進口方
面，美國只佔9％，以致中美貿易長期處於不
平衡，那的確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中美貿易爭端及談判
中美的貿易統計不一致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產品經過不同地區的加工，在統計上難
以界定其出口來源及增加值。然而無論用任
何口徑，中國對美有大幅盈餘是不爭的事
實。

在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上，美國以前歸咎
於中國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及政府對各種企業
的補貼政策。近年則強調中國市場不開放，
雙邊貿易失衡、強制性技術轉移、產能過
剩，特別是服務業市場准入條件很高，中國
對知識產權保護不足也影響其在華的投資，
近年中國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及雄心勃
勃的「一帶一路」長遠發展策略，不斷增加
對外基建及直接投資，都威脅到歐美國家的
國際領導地位。因此「中國製造2025」的十
大關鍵領域，都被列為美國徵收關稅的重點
打擊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貿易在經濟一體化下已

經在產業鏈上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最明顯的是
美國的手機是在中國裝配的，電腦的零件也是
中國供應的。中國提供的是優質而廉價的產
品，對於美國消費者而言，本國既無法與中國
競爭，也缺乏其他可取代的供應者。
因此，特朗普對中美貿易戰打的第一張

牌，就是要求中國立即改變貿易不均衡的局
面，一下子要減少美國對華2,000億美元的赤

字，這是不切實際的。實際上，即使中國願
意大幅增加進口，美國也無能力供應。特朗
普更明顯地期望，是阻撓中國產業升級的大
計！
特朗普打貿易戰，也就是大幅度提高關

稅，或者使用技術貿易壁壘限制中國的商品
進口。前者不利本國消費者，而且必然導致
報復；後者費時失事，會拖延很久，兩者都
不可行。
中美談判中，美方要求中國在2020年之前

使美中雙邊貿易逆差減少2000億美元，降低
關稅，並削減對新興產業的補貼。美國《紐
約時報》指，中方官員拒絕討論特朗普將美
對華年度貿易逆差予以削減，並禁止中國投
資人工智能和電動汽車等敏感技術的要求。
按中國一直主張通過貿易談判解決問題，而
且把談判重點集中於增加美國對華出口。中
國一直要求美國放棄冷戰時期「巴黎統籌委
員會」對華的軍事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
和戰略產品禁運政策，中國向來樂意購買美
國的科技產品。 （未完，明日待續。）

中美貿易談判的解決方案及啟示（上）
劉佩瓊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中美貿易，2001-2017年（億美元）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額

5096

608

8510

11545

14219

17604

21761

25632

22075

29740

36418

38671

41590

43015

39530

36855

41045

對美

805

972

1263

1696

2116

2627

3021

3337

2983

3853

4847

4466

5210

5551

5583

5195

5837

15.8%

12.5%

14.8%

14.7%

14.9%

14.9%

13.9%

13.0%

13.5%

13.0%

13.3%

11.5%

12.5%

12.9%

14.1%

14.1%

14.2%

總出口

2661

3256

4382

5933

7619

9690

12200

14307

12016

15777

18984

20487

22090

23423

22715

20976

22635

輸美

543

699

925

1249

1629

2035

2327

2523

2208

2833

3518

3245

3684

3961

4095

3851

4297

20.4%

21.5%

21.1%

21.1%

21.4%

21.0%

19.1%

17.6%

18.4%

18.0%

18.5%

15.8%

16.7%

16.9%

18.0%

18.4%

19.0%

總進口

2435

2952

4128

5612

6599

7915

9561

11326

10059

13962

17435

18184

19500

19592

16796

15870

18410

由美

262

272

339

447

487

592

694

814

774

1020

1320

1221

1526

1590

1487

1344

1539

10.8%

9.2%

8.2%

8.0%

7.4%

7.5%

7.3%

7.2%

7.7%

7.3%

7.6%

6.7%

7.8%

8.1%

8.9%

8.5%

8.4%

貿易盈餘

225

304

255

321

1020

1775

2639

2981

1957

1815

1549

2303

2590

3831

5939

5097

4225

38826

對美盈餘

281

427

586

802

1142

1443

1623

1709

1434

1813

2198

2024

2158

2371

2608

2507

2758

27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