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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關懷支持 香港教育呈現可喜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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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機遇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回歸21周年在即，中央即將頒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為大灣區發展勾劃藍圖。回歸以來，中央一直成為香港特區
持續發展的堅實後盾，近年香港更獲國家支持，躋身大灣區這個
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核心部分，為社會經濟發展迎來新機遇。
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主席強調，要以大灣區建設為一大

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港澳互利合作。去年7月1日，習主席更
在港見證了國家發改委、廣東省和港澳政府聯合簽署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的框架協議。國家發展改革委亦明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比肩東京
灣、舊金山及紐約三個大灣區。
隨着廣深港高鐵及港珠澳大橋有望在第三季通車，香港與內地互聯互通更趨成

熟，大大提升了合作潛力。惟值得注意的是，中大亞太研究所最新民調顯示，逾
半數港人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群競爭優勢並不看好；56.2%更稱，香港在大灣
區城市發展的優勢「很少」或「完全沒有」。
香港要成功融入大灣區發展，除了要有中央的支持和硬件的配套外，香港政商

界及社會大眾的投入不可或缺。早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到大灣區考察，當中連反對
派議員也不得不認同大灣區具備潛力。港人必須明白眼前的大融合，不但不會抹
殺香港本土文化或弱化自身優勢，相反能促進香港優勢產業在大灣區發展，為香
港經濟及土地房屋等問題開闢出路。
正如特首林鄭月娥所指，香港不能再「食老本、等運到」，不可再內耗不前。時

代給予我們機遇，能否握穩先機，不負習主席囑託，考驗港人的智慧和決心。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美國單邊主義損全球貿易體系

美國打響貿易戰第一槍，顯示華盛頓蓄謀已久的貿易保護戰正式拉開帷幕。這
場貿易戰需要打多久、結局會怎麼樣，目前誰都無法下定論，但從各方的推測分
析仍然可洞察大致結果。中國的分析最為客觀：貿易戰沒有贏家，挑動貿易戰，
對自由貿易、經濟全球化、多邊貿易體制和全球產業鏈都極具破壞力，整個世界
都將為單邊主義埋單。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則高調聲稱「美國一定贏」。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已多次發出警告，加徵關稅「損人不利己」，不僅破壞全球貿易體系，
同時有損美國經濟。
在美國，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以及前總統顧問在內的1100多位經濟學家聯名
致信特朗普發出警告：提高保護性關稅是錯誤的，傷害絕大多數公民。他們舉例
說，1930年胡佛總統為了挽救美國經濟，簽署了貿易保護主義法案，貿易夥伴們
採取了報復性關稅措施；由於各國提高關稅，使美國進口降低66%、出口降低
61%；經濟隨後一落千丈、急劇惡化；GDP跌幅達30%，失業率升到20%；並
出現前所未有的經濟大蕭條。美國經濟學家的警告說明：一意孤行、出爾反爾等
同將帝國經濟推向懸崖。

特朗普「一意孤行」喪失誠信
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不僅受到中國的反擊，也受到歐盟和G7發達國家，以及

美國多家商會的反擊。歐盟成員國近日一致同意對總額33億美元美國商品徵收
25%的關稅，以回應美方本月初對歐盟國家鋼鋁產品徵收高關稅。除了歐盟，加
拿大和墨西哥同樣採取報復措施；加拿大宣佈對系列美國商品徵收126億美元關
稅；墨西哥亦對部分美國商品開徵最高稅率25%的關稅。包括美國商會、全美零
售商聯合會、美國大豆協會等在內的美國全國性的組織發表聲明，批評美國政府
將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是愚蠢做法。
由於特朗普「一意孤行」喪失了起碼的誠信，國際輿論無不對這種短視行為進

行譴責。美方的反覆無常揮霍了自己的國家信譽，也讓世界認清了白宮蠻橫無
理、自私任性的面目。美國商會總裁明確反對使用關稅作為解決中國對美貿易問
題的途徑，指出加徵關稅將成本直接置於美國消費者、製造商、農民和牧場主的
肩上，是愚不可及的做法。美零售商聯合會會長直言，加徵關稅就是對美國消費
者徵稅。美零售商聯合會的研究顯示，對中國加徵關稅以及中國將採取的報復措
施將導致美國每年失去14萬就業崗位。

中國堅決給美國以痛擊
在特朗普聲稱打貿易戰「美國一定贏」初期，中國早就有言在先，中國不希望

打貿易戰，但絕不懼怕貿易戰。對於美國出爾反爾的舉動，中國有足夠的決心和
能力回擊這場強加給我們的貿易戰，給美國以痛擊。雙方三輪磋商達成的成果付
諸東流也讓人始料不及。作為WTO的倡導者，美國本應成為多邊貿易體系的共
同捍衛者，讓大家一起受益於經濟發展和全球化進程；而不是推出「美國優
先」，扮演起全球經濟攪局者的不光彩角色。
歷史已經證明，為了解決貿易不平衡等問題搞貿易戰，是一種過時、愚蠢的行為；
多邊貿易體系才是解決貿易不平衡的正道。在特朗普看來，國際貿易規則是華麗外
衣，需要時拿來穿穿，不需要時就脫下來。美國可以肆意妄為，把多邊貿易秩序推
向危險的懸崖，唯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卻絕對經不起這樣的折騰。貿易戰迫使中國
與其它受害國一道，對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進行堅決反擊。應對貿易戰，要付出一
定代價，但扛過了眼前的挑戰，中國就將迎來更大發展機遇、更加光明的未來。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香港一年來變化令人鼓舞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周出現了年初以來最大
的波動，全周中間價下調498個基點，跌幅為
0.77%，創年初以來最大。人民幣匯率今年的軌
跡是「先升再平後貶」。年初到2月中旬對美元
是升值，2月中旬到4月中旬是震盪調整，4月中
旬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則呈貶值之勢。

人幣匯率機制市場化
背後的原因： 一是美聯儲加息預期穩定，
已經加息兩次，年內還會有兩次加息。美國
貨幣政策正常化穩健前行，美國經濟的基本
面繼續向好，年內經濟增長有望超過3%。美
元後勢依然強勁。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和一
籃子貨幣相關，但和美元的市場關聯更強。
美元走強，人民幣貶值邏輯猶在。
二是歐元的不確定性。雖然歐盟決定年底
退出購債計劃的「歐版QE」，但決定維持現
有利率，凸顯歐盟對經濟復甦缺乏足夠信
心。意大利政局紊亂帶來的「雙脫歐」風
險，也使市場存在做空歐元、做多美元的避
險心理。歐元的不確定性，推升美元走強。
三是從南美的阿根廷和巴西，到亞洲的印
度和印尼，乃至土耳其，集體陷入股市、債
市、匯市「三殺」困局，各國紛紛採取措施
進行匯率保衛戰，效果並不好。除了內因，
主要是美聯儲加息的影響，以及國際資本的
趁勢做空。
四是美國和全球主要經濟體展開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最為「慘烈」，三輪貿易磋商無
果，美國開出的對華加稅清單或可達到4500
億美元規模（500+2000+2000）。中國也決
定通過「數量+質量」的方式進行「貿易自衛
反擊戰」。美歐、美日、美加也因美國加徵
鋼鋁關稅而陷入貿易衝突。
多重市場因素疊加，美元走強之勢還會繼

續強化，人民幣將繼續面臨貶值壓力。

中國經濟基調良好
但人民幣不會像印度、土耳其的貨幣那樣

孱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已經基本市場
化，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是市場變化的
真實反映。更重要的是，當前支撐人民幣匯
率穩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中國經濟增長繼續維持在「中高速」

區間。這一「區間」既可視為「穩增長」，
也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條件。如
果說美國經濟的基本面良好讓美元維持強勢
地位，中國經濟「穩增長」則確保人民幣匯
率風險可控。
二是人民幣匯率對美元貶值主要是一籃子

市場恐慌情緒感染所致，人民幣匯率並未像
大多數新興市場那樣出現「休克性」貶值。
因此，中國雖然屬於新興市場的一員，但從
經濟基本面、金融系統抗風險能力以及貨幣
影響力方面，中國更像是處於發達經濟體和
新興經濟體的「中間經濟體」。因此，人民

幣不會像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那樣不堪一擊。
畢竟，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人民幣，已
經成為IMF「SDR籃子」的新成員。
三是人民幣經歷過嚴苛的市場考驗。國際

投機資本多次利用人民幣「兩岸」利差進行
做空牟利，但在和中國的較量中並沒有佔到
便宜。最近的一次是2015年中國股市「千股
跌停」帶來的人民幣匯率危機。結果是，中
國不僅強化了對資本市場的嚴格監管，而且
加大了資本市場的開放力度，人民幣匯率形
成機制也變得更加開放。最終，人民幣匯率
兌現了向全世界的承諾，中國有能力維持人
民幣匯率的穩定。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國
股市的動盪，也讓美聯儲當時的掌門耶倫放
緩加息步伐，使美聯儲進入「謹慎加息」節
奏。這也凸顯，中國股市動盪和人民幣匯率
失控，也會影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
四是中國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全球第
一），也有通過多種手段管控人民幣匯率的
經驗。從4月下旬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以來，人
民幣匯率的波動尚處於風險可控狀態，並未
帶來市場恐慌，中國也未出現大規模資金外
流的情況。
當然，人民幣匯率也面臨着嚴峻的市場壓

力。尤其是在美國單邊主義和美聯儲加息預
期篤定的形勢下，中國還是要設定人民幣對
美元貶值的風險紅線，防止人民幣貶值越線
而出現市場恐慌。

人民幣貶值風險可控
張敬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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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如梭，第五屆特區政府上任

即將滿一周年。去年七一，國家主

席習近平蒞臨香江，出席香港回歸

20周年暨新一屆政府宣誓就職典

禮。往事歷歷在目，港人記憶猶

新。習近平主席在會見香港各界人

士時，要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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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薪火相傳」。習主席還叮囑新

一屆政府「要注重教育，加強引

導，着力加強對青少年的愛國主義

教育，關心、支持、幫助青少年健

康成長」。習主席的指示情真意

切，語重心長，對香港教育界是激

勵也是鞭策。

一年過去了，在中央政府關懷、支持下，特區政
府與社會各界「一起同行」，重視教育，務實推進
與青少年相關的各項政策措施，增加學校資源投
入，創造良好教與學環境，同時將中國歷史列為初
中的獨立必修科並修訂課程大綱，推進國歌法本地
立法工作，香港教育領域呈現了可喜變化。

改善教學條件 提升教育質素
林鄭月娥競選行政長官時承諾，為教育增撥50億

元經常開支，這項被稱為「教育新資源」的承諾已經
兌現。其中36億元撥款於去年獲立法會通過，主要
用於為合資格修讀自資學士學位的學生課程提供資
助，增加中小學班師比，加強特殊教育支援和增加學
校資訊科技人手。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除了預撥餘下
的14億元，政府再為教育增撥20億元經常開支。本
財政年度，教育撥款總額大幅增加28.4%，達到
1,137億元，佔政府總開支超過兩成，為歷年最高。
為改變過去中小學教師待遇不公及部分教師負擔

過重的狀況，去年底，政府成立教師專業發展專責
小組，職責是就提升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向教育局
局長提出建議，研究建立教師專業階梯、小學及特
殊學校管理層職位安排、教師職位學位化時間表
等。目前，中小學教師學位化時間表問題，正展開
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
教聯會過去一直推動教師全面學位化，早在2007

年已向教育局官員提出訴求，其後分別在2011年及
2015年發起聯署及請願行動，持續爭取。今屆政府
上任後，再次反映訴求，並進一步提出落實建議。

政策的實施，將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現有教師的工作
環境和心理壓力，減少人才流失，有效提高中小學
教育質素。

弘揚愛國傳統 培育國家觀念
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青少年處在價

值觀形成的重要階段，需要社會關懷和正確引導，
從小陶冶青少年的愛國愛港情操，是「一國兩制」
下學校教育的必然選擇。愛國主義教育，在香港一
些中小學有久遠的歷史，形成良好傳統。長期以
來，經過多方努力，香港學校普遍定期舉行升國旗
儀式及奏唱國歌，以加深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一
些民間團體亦有不少推動認識國情的活動。
中國有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文明史，青少年要樹立

正確的價值觀和國家認同感，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
社會發展現狀應該有一個基本的正確的認識。教育
界同仁很高興地看到，林鄭月娥在其首份施政報告
中宣佈，將中國歷史列為初中獨立必修科，期望學
生能藉學習中國歷史和開展有意義的活動，建立正
面的價值觀和態度，成為有見識、富責任感、具國
家觀念的公民，將來對國家及社會作出貢獻。
與此相適應，今年5月，政府公佈了中一至中三

中國歷史科和歷史科修訂課程大綱。新大綱把「文
化特色」和「香港發展」編入中國歷史發展的相關
時期，讓學生從不同層面認識中國歷史的發展。新
大綱將由2020年起，在全港（除英基屬校和國際學
校外）從中一開始逐級實施。
此外，特區政府正在落實國歌法本地立法工作。

今年3月已向立法會提交了建議，7
月將提交條例草案。就學校教育而
言，該條例的制定和實施，將有助
於培育青少年愛國主義情操，使學
生更加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
涵，尊重國歌奏唱禮儀。早前，教
聯會已促請教育局為學生制定最基
本的教與學要求，為學校提供完備教材，為教師提
供具素質的培訓。

促進STEM教育 應對科技挑戰
學校教育是青少年成長成才的重要環節。隨着國

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的推
進，香港的教育同樣面臨新環境的考驗和挑戰。上
月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就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
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聯名信作出重要指示，強調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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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香港科技界為建設科技強國、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中央的重視和支
持給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增添了活力。
香港創新科技的實力集中在幾所大學，如何有效

利用現有資源，推動青少年STEM教育，為未來培
育和儲備愛國愛港科技人才，是政府、學校和社會
各界必須回答的問題。特區政府需要加快創科產業
發展、明確STEM教育的長遠目標，促進STEM教
育的跨學科教學，支持民間教育團體舉辦各種支援
STEM教師的活動，對職前及在職教師提供培訓及
相關配套，每年撥款支援中小學校STEM教育。

習主席視察
香港之後，一
年來香港形勢
出現令人鼓舞
的積極變化：
一是特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堅
決維護「三條

底線」，依法遏制「港獨」；二是在經濟上
積極投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社會掀起「一
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創科熱，出現集
中精力求和諧、謀發展的新局面。
習主席在視察香港的重要講話中，明確劃出
了不允許觸碰的國家底線：一是不允許危害國
家主權安全；二是不允許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
特區基本法權威；三是不允許利用香港對內地
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習主席明確劃出這三條
底線，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
護香港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沿着正確
軌道前行，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依法遏制「港獨」維護國安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早前在香港友好協進會
就職典禮晚會上致辭，提到「香港社會形勢
開始出現令人鼓舞的積極變化，今天的香港
『風更清、氣更正、人心亦更齊』，這樣的
局面來之不易，需要我們共同珍惜和維護，
共同鞏固和發展。」
過去一年來，社會各界普遍認為，必須綜
合治理「港獨」，從多方面維護國家安全和
香港繁榮穩定，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堅決捍
衛國家底線，依法遏制「港獨」。
針對大學校園一再出現鼓吹「港獨」事件，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嚴正指出，「港獨」明顯正

在衝擊「一國兩制」，違反基本法，破壞中央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必須停止，十間大
學校長發表反「港獨」聯合聲明是大學校長「應
有之義」。林鄭被問到是否意味倡議「結束一
黨專政」者會被DQ，她回應指，基本法104條
的釋法，已表明任何「港獨」或「自決」主張，
均不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2018年「3．11」立法會補選，周庭、陳國

強等3名候選人因「港獨」立場被DQ。有報
道指明年區議會選舉擬引入確認書制度，將
進一步遏止「港獨」或「自決」分子混入特
區政治體制。
「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在台北出席「五
獨」論壇，狂言要考慮用「民主自決」來決
定香港應否「獨立建國」，特區政府就此發
表聲明強烈譴責，香港社會各界紛紛發聲，
激濁揚清，遏制了戴耀廷等「港獨」分子的
囂張氣焰；社會各界指出，在香港特區公開
鼓吹推翻中國共產黨、叫囂「結束一黨專
政」，肯定是違憲和違法的行為，此一荒謬
局面不應再被容忍和持續下去。
旺角暴亂主犯之一梁天琦因暴動罪被高等

法院判囚6年，法庭作出具阻嚇性的判決，是
對近年以各種各樣政治理由策動「港獨」和
肆意違法活動的撥亂反正。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港獨」和「自

決」堅決說不，顯示港人的底線思維更清晰
明確，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維護了香港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聚焦發展第一要務
習主席七一講話強調，始終聚焦發展這個

第一要務，指出促進香港發展是「一國兩

制」的初心之一，港人安居
樂業需要通過發展來實現。
十九大報告提出，支持港澳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林鄭帶領特區政府把握國家

發展大勢，主動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包括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的全面協議、進一步拓展經貿辦的推廣工
作、打造大灣區國際創科中心等，推動香港參
與「一帶一路」和大灣區建設的工作。
香港社會掀起「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
區、創科熱，各式各樣的「一帶一路」論
壇、粵港澳大灣區論壇在香港舉行，社會各
界和民間智庫亦紛紛提出卓有見地的研究報
告和方案建議，顯示香港正以務實行動謀求
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扮演
更積極角色。
習主席支持香港發展國際創科中心，極大

地振奮了香港社會。中央不僅從政策上打通
了過去曾制約兩地科技合作的諸多限制，更
直接給予本港科研機構豐厚的資金與項目資
助。中央的支持，有利拓闊本港創科發展天
地，更有利善用粵港澳大灣區的條件，合作
提升科研成就。
特首林鄭月娥在原有創科局的基礎上，組

建創新科技督導委員會。林鄭將創新科技作
為未來多元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提出從研
發資源、匯聚人才、提供資金、科研基建、
檢視法例、開放數據、政府採購及科普教育
等八大方面入手，全面推進創新科技發展。
習主席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東

風」送到，萬事俱備，特區政府、商界和科技
界正集思廣益，制訂最適合香港、最能發揮優
勢、最配合國家發展的創科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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