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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談判仍在進
行中，仍未簽署任何協
議。不過，這段時間
裡，中國政府對自己的

市場、經濟結構進行了多項重大改革，
擴大開放範圍。當然，這一切行動，都
被美國總統特朗普當成他的戰績而自我
宣揚。
實際上，早在貿易戰發生之前，中國

改革開放的步伐從未停下來。習近平主
席不斷地強調，經濟結構要徹底改革，
不能再依賴過去賴以成功的「世界工
廠」模式，不能再以低成本的勞工與土
地開工廠，為全世界，特別是為美國生
產價廉的產品。這類生產的技術含金量
不高，今後中國要走科技強國之路，向
高技術水平的製造業強國發展；對內則
要推動內部消費，提高內需佔國民生產
總值的比例，不再停留於出口賺外匯的
階段。中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已經非常
高，現在是時候善用外匯儲備，拓展
「一帶一路」的大戰略，吸引人才、提
高技術、刺激內部市場活躍。
開放市場有許多好處，一是提高本土

企業的競爭力。市場不開放，本土企業
在受保護的環境下競爭力難以提高。今
日中國製造業已經成為「世界工廠」，
競爭力很強，是時候開放市場，讓非出
口的企業面對強有力的外來競爭，以提
高自身的質量。二是推動整體的消費水
平，入口產品中不乏極有吸引力的消費
品，若能通過降低關稅，讓這些產品大
量出現於中國的消費市場，必能提升整
體的消費金額。今日世界上所有先進國
家，國民生產總值的內部消費佔比很
高，中國的經濟結構也有必要向此方向
改變。今日中國的勞力成本、土地成本
皆在上漲，傳統的中低水平的製造業早
已面對瓶頸的壓力。因此，經濟結構的
改變勢在必行。早幾年，廣東省早已提
出「騰籠換鳥」的目標，要主動淘汰低
技術水平的產業，加快廣東省的經濟發
展速度。開放市場的第三個好處是廣交
朋友，讓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機會在中
國市場賺到錢，是最佳的外交政策。中
國走向世界的大戰略，不再是中國賺取
全世界的錢，而是中國市場開放，出
口、入口皆增長。

在中美貿易談判期間，中國主動開放
市場，不少評論都認為，中國還在挨
打，被迫打開市場，甚至有人以滿清政
府時代的「五口通商」來形容今日中國
打開市場。這種說法不但錯誤，更無
知。相信10年之內，全世界就會看到
中國開放市場所展現的新面貌，中國將
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曾淵滄 博士

香港的「一國兩制」偉
大構想具有強大生命力，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舉世公
認的成功，是香港市民與內地同胞共襄
民族復興偉業的最佳道路。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日前在中聯辦新春酒會致辭時，
以三個「好」形容香港的新形勢，既是
對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近22年
的有力總結，也是振奮人心的美好祝
願。推進新時代「一國兩制」事業和實
現祖國統一偉業，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
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新年伊
始，我們攜手前進，勇攀高峰，讓「一
國兩制」為香港繼續照亮前路，共創人
類美好未來！
在西方工業文明於18世紀興起時，

當年中國的封建皇朝採取閉關鎖國政
策，導致中華民族近代不斷衰落。在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從黑暗中步入
光明。國家改革開放，不斷完善制度，
不斷吸收人類智慧，就是借鑒西方智
慧、推動自己進步的一次體現。
猶記得1978年國家落實改革開放，

我以港商的身份到北京交流，受中國
土畜產進出口公司委任為中國裘皮香
港地區總經銷商，為國家的平價原料
增值為貴價工藝產品作出貢獻，並把
外國的先進生產經驗引入國家。改革
開放40年，國家獲得大發展，粵港澳
大灣區將成為發展龍頭，再創經濟奇
蹟，進一步引領國家前進，邁向世
界。
展望世界，美國、英國、法國等西

方國家，今日都有不可解決的矛盾，
其中一個突出現象，就是由民粹主義
衍生的「民主」問題，嚴重窒礙政府
施政，由英國脫歐到美國政府停擺，
無不顯示這種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
如何用財力及智慧拯救正在爛掉的西
方「民主」制度，是當今西方學者的
大題目。
王志民主任在中聯辦新春酒會致辭時

表示，香港社會形勢在2018年發生明
顯積極變化，是「風更清、氣更正、人
心更齊」的一年。「一國兩制」值得今
天的西方社會借鑒，香港既背靠國家社
會主義制度的強大支持，又充分發揮自
身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是解決發展矛
盾的最佳方案。

單志明 滬港校友聯合
會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
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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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阻礙堵塞移交逃犯漏洞心中有鬼
反對派阻撓移交逃犯條例漏洞心中有鬼，是真正的「暗渡陳倉」，意在為「港獨」刑事犯

罪分子留後路，以便「港獨」刑事犯罪分子可以有機會潛逃台灣，避免接受本地法律制裁。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台灣去年二月發生死者與疑兇同是
香港人的「行李篋藏屍案」，疑兇事
後回到香港，儘管由於挪用死者潘曉
穎戶口存款而被捕，但香港法庭無權
處理境外兇案，而港台兩地之間又缺
乏互相引渡逃犯協議，這宗案件陷入

膠着狀態。正如保安局指出，此案凸顯條文缺陷，違
反公義，亦嚴重威脅治安及人身安全，應該堵塞漏
洞。

防止香港變成「逃犯天堂」
保安局建議修訂法例，取消現時移交逃犯安排和

相互法律協助安排中，不適用於「香港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任何其他部分」等一類條文，使香港與內地、台
灣、澳門可就移交逃犯和相互法律協助，訂立雙邊協
定或多邊公約等「長期安排」，又或以一次性的「個
案方式」合作。修訂不僅堵塞漏洞，確保將罪犯繩之
以法，而且作出了種種限制，充分保障疑犯人權。

根據現有條文，移交逃犯不適用於香港以外的中
國其他地方，包括台灣、澳門和內地，導致本港與台
灣、澳門和內地至今仍未有一套逃犯移交機制，衍生

出各種跨境罪案，嚴重影響兩岸四地的執法行
動，令不少罪犯鑽空子逃避刑責。社會各界

希望盡快通過法例堵塞漏洞，防止香港
變成「逃犯天堂」，又批評反對聲

音是意圖將今次事件政治化、
陰謀化。

對於香港建議
修例，

以便可以進行一次性移交，台灣地檢署表歡迎，士林
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邱智宏表示：「讓被害人權益
得到伸張，家屬也能夠平息他們的哀傷，就是站在檢
察官辦案的立場，會覺得這是一個很正面的發展。」
士林地檢署表示，希望香港方面盡快通過相關法例，
將疑犯移送台灣，亦表示擔心疑犯在香港羈押期滿後
藏匿或逃亡。然而，反對派危言聳聽，抹黑修例，企
圖破滅受害者家屬沉冤得雪的願望。

反對派以政治凌駕公義
反對派把修例堵塞移交疑犯漏洞一事政治化、陰

謀化。毛孟靜「擔心」通過修例會變成「木馬屠
城」，讓內地可趁勢將「政治犯」移交到內地。朱
凱廸就將矛頭指向遇害少女之母，聲稱民建聯與受
害少女的母親見記者是與政府「打龍通」，又聲言
特區政府是「利用台灣悲劇」去「暗渡陳倉」，
「逼」台灣當局承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
分。涂謹申表示，明白社會對潘曉穎被殺案感到同
情或有很大感受，但他反對修例，憂被濫用。反對
派政客將修例視為洪水猛獸，「擔心魔鬼在細節
中」。蘋果日報社評蠱惑人心聲稱，「政府修例等
同把跨境綁架合法化」，「無論港人、內地人、外
國人，一旦被中共指為逃犯，特區政府就極可能拘
捕及移交給中國，而按新法例安排只須特首批准」
云云。
事實上，政治罪行並不包括在《逃犯條例》所列

的46項嚴重罪行，所涉及的罪行須是香港與世界其
他司法管轄區都同樣構成犯罪的行為，包括謀殺、性
侵犯、綁架等，根本不存在反對派所說的移交政治
犯。而且特首啟動程序後，也要經法庭批准。可

見，反對派抹黑修例根本站不住腳。

魔鬼其實在反對派心中
反對派抹黑修例，原因不是魔鬼在細節中，魔鬼

其實在他們心中。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反對派議
員阻撓修例，意在為「港獨」刑事犯罪分子留後路，
旺角暴亂被告之一的李倩怡被控兩項暴動罪及一項襲
警罪，2017年棄保流亡台灣，礙於沒有刑事司法互
助安排而未能將其逮捕回港。一次性個案移交安排有
助彰顯公義，反對派以政治凌駕公義，其偽善荒謬莫
過於此。
回歸以來，香港與英美等20個司法管轄區簽署了

移交逃犯協定，又與32個司法管轄區簽訂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協助協定。中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法律制度
有別，價值觀不同，但無礙這些國家向中國移交貪污
嫌犯；大陸和台灣對峙狀態仍未結束，但兩岸還是先
後簽署了《金門協議》及《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
司法互助協議》，作為移交逃犯之依據。在沒有協議
下，內地向香港移交了約200名逃犯，反觀香港卻沒
有向內地移交任何一名逃犯，其漏洞顯而易見。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當局以個案協助方式處理

逃犯移交的問題，無可厚非。社會各界人士支持修
例建議，指出「個案形式」移交重犯已在不少
國家進行，今次修例是進一步完善香港刑
事司法協助機制，並有助鞏固香港優
良的營商環境，廣大市民希望
盡快完成修例。

「台獨」激進派人士針對明年台灣
地區大選，決意加大推動「台獨」的

力度和步伐。他們在去年成立「喜樂島聯盟」，並在
成立大會公然提出「獨立公投、正名入聯」立場和綱
領。「獨」派領導人陳水扁原表示出席大會，但最後
可能顧忌「假釋」問題沒有現身會場，僅以預先錄影
方式現身，但他力挺「台獨公投」的立場表露無遺，
事後更在網絡上發帖子賣力支持。在豬年新春期間，
這些「台獨」分子更是有恃無恐，上竄下跳，八方串
聯，並將今年視為是「台灣建國」的重要一年。此
舉，惹得美國知名台海問題專家卜睿哲（Richard
Bush）在11日致信「喜樂島聯盟」總召集人郭倍宏
及其同僚，稱美方對台灣的防衛承諾「從來都不是絕
對的」，「台獨公投」若成功，震盪巨大，對美國
也意涵重大。他強調，反對台海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
變現狀仍是美國政策的核心內容。

台海面臨反對「法理台獨」嚴峻鬥爭
現任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卜

睿哲，近日連續就事關台灣未來、兩岸關係以及美中
關係的重大問題發聲。日前他反對美國若干參議員要
求眾議長邀請蔡英文到美國國會演講，接着又以公開
信的方式對推動「台獨公投」發出警告。但是，「喜
樂島聯盟」在他們的網誌回應指，卜睿哲是一個在當
前華府根本沒有影響力的前政治人物，所代表的，是
過去「親中美國人」的利益，是過去「親中美國國
務院」的利益，但這都是過去，他們不代表現在特
朗普政府及蓬佩奧領導的美國國務院，甚至是整個美
國國會的「友台政策」。
筆者認為，激進「台獨」分子一意孤行，鋌而走

險，是不用懷疑的，而「台獨公投」是否真的可以推
行，關鍵在島內還是要看蔡英文政府的態度，背後還
要看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最後抉擇。鑑於當下島內外形
勢，善良的中華兒女決不能掉以輕心，反對「法理台
獨」是未來一年台海地區將面臨的嚴峻鬥爭。

高度警惕「台獨公投綁大選」
陳水扁在執政期間，曾經在2004年搞過「防禦性

公投綁大選」，在2008年「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公投綁大選」。其目的有三：一是通過公投達至直接
含「台獨」內容的目標；二是催谷綠色選票；三是擴
展「台獨」意識。陳水扁在支持「喜樂島聯盟」的網
誌稱，自己走過8年艱困的「台灣國家路」，深知接
下來的「獨立公投、正名入聯」之路將更難走，要成
事的前提是完成公投法的修改，同時「領導人政治信
仰與意志決心非常關鍵」。 陳水扁還鼓吹要發動
「前進總統府的群眾運動」，壓力要大到蔡政府願意
讓步妥協。
現實是，台灣通過修改的公投法，從提案人人

數、連署人人數、公投通過票數、公投年齡等多方面
降低了公投的門檻，令去年「九合一選舉」公投案有
10個之多。至於蔡英文，面對「九合一選舉」大敗
仍要試圖連任、保住民進黨執政權的惡劣形勢，她已
顯露倒向激進「獨」派的取態。

那麼，美國特朗普政府是否會公開支持或者私下

默許這些「法理台獨」的動作呢？卜睿哲的公開信是
表明反對的，他強調，美國台海政策核心是反對兩岸
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以及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的立場。他明確認為，「台獨」必然引致北京根據
《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授權使用「非和平手段」
來回應。 他並且含蓄地表示美國對台灣防衛承諾
「從來都不是絕對的」。 然而，特朗普的「不確定
性」已經世人皆知，他發起對華貿易戰還在持續，
以打台灣牌配合其遏制中國戰略的動作已經屢屢實
施。因此，也不能排除其也「鋌而走險」衝破既定
的台海紅線。
綜合上述三個可能的「鋌而走險」，未來台灣島內

發生「台獨公投綁大選」，訴諸「法理台獨」的機
率不小，需要高度警惕，做好應對。不過，也可以斷
定，任何的「台獨」行動發生都是死路一條，其結果
只會加快統一台灣的步伐，因為解放軍已具備控制第
二島鏈之內海空並武力奪取台灣本島的能力。

推動「公投綁大選法理台獨」乃自尋死路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中東不再是任由華盛頓為所欲為、推行所謂民主
模式的樂園，更加不是美國總統特朗普隨便發號施令
的地方。美軍從敘利亞敗退、策動土耳其政變告吹、
對伊朗制裁碰壁等等，都顯示美國在中東已經不受歡
迎。而伊拉克正式對華盛頓說不，成為近日國際輿論
的焦點。
美國入侵伊拉克以來，全面把控了伊拉克政治、

經濟、軍事命脈，視該國政府為任由白宮擺佈的傀
儡。去年底，特朗普突擊「訪問」美國駐伊拉克軍事
基地，只是在最後一刻才通知伊拉克政府。伊拉克以
有損國家尊嚴為由加以拒絕，顯示特朗普的「下馬
威」失效。
伊拉克總理阿德爾近日無懼得罪華盛頓，冒着被

趕下台的危險，與伊朗中央銀行行長會晤，更公開向
世人表明，伊拉克不會聽從美國指揮而展開對伊朗當
局的制裁，事件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

在華盛頓長時間、有計劃的挑撥離間下，盛產石
油的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中東各主要產油國，幾
乎從未中斷戰火，中東多國淪為美國最大的軍火客
戶。長期以來，中東的石油價格、流向完全掌控在華
爾街和華盛頓手中，美國從中東獲取巨額收益，並通
過左右油價、石油美元而操控世界經濟。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中東只懂索取，向中

東輸出美式民主，但未能給中東帶來民主、自由、繁
榮，中東坐擁豐富的石油資源，也沒有給中東民眾帶
來高質量的生活，相反戰火災難連連不斷，更衍生出
「伊斯蘭國」的恐怖主義。

美國近日宣佈，美方與阿富汗塔利班的談判取得
「重要進展」。塔利班原是美國一手扶植的反蘇力
量，塔利班取得政權後，與美國反目，被華盛頓視為
恐怖組織。本世紀初再被美國以製造「9·11事件」
的罪名趕下台。美國入侵阿富汗17年來，塔利班和

美軍作殊死較量，塔利班不僅沒被美軍消滅，反而愈
戰愈勇，最終美國唯有和塔利班談判言和，顯示美國
在中東的政策再次遭受重創。
中東有16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23%。一百年

前，它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區之一，如今卻是災難沉
重的地區。美國曾經扶持的塔利班，反成為華盛頓的
對手。如今美軍在阿富汗已經混不下去，急於脫身。

塔利班披露，和美軍談判，目的就是將他們趕出
阿富汗。
但是，美國近東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大衛認

為，美國與塔利班的談判目標相距甚遠，美國要求塔
利班保證今後不襲擊美國人，並與阿富汗現政府直接
談判；塔利班則堅持美軍盡快撤軍，至於阿富汗的
事，華盛頓不要過問。如果雙方繼續各持己見，談判
隨時陷入僵局。美國聲稱談判有「重要進展」，根本
是自說自話。

中東不再是美國為所欲為的樂園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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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
上街呼籲民
進黨當局不
要迴避「九
二共識」，
放 棄 「 台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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