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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談及發展目標，提到
兩個時間點，包括到2022

年，發展活力充沛、創新能力突出、產業
結構優化、要素流動順暢、生態環境優美
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
形成；到2035年，大灣區經濟實力、科
技實力大幅躍升，國際競爭力、影響力進
一步增強，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
全面建成。《綱要》所訂的時間表相當緊
迫，特別是離第一個時間點只有3年，香
港是否已做好準備、登上這趟大灣區合作
快車，令人關注。
《綱要》提出發揮香港－深圳、廣州－

佛山、澳門－珠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
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加快廣佛同城化建
設。放在大灣區強調協同效應層面上看，
港深、廣佛、澳珠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
用，具有帶動大灣區活力充沛的鯰魚效應
（Catfish Effect），這是指通過引入強
者來刺激弱者變強的一種效應。港深、廣
佛、澳珠強強聯合，基本上達至「同城
化」（urban integration）效應，通過
「基建對接，通關便利化，產業合作，服
務一體化」，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高
效配置，最終實現區域一體化、提升整體
競爭力。
對香港來說，深化港深合作不等於放棄

「一國兩制」，反而是在保有獨特制度優
勢下拓展發展空間。以歐盟各成員國的發
展與規劃為例，「同城化」可見於荷蘭科
爾克拉德和德國黑爾措根拉特，丹麥哥本
哈根和瑞典馬爾默等例子。未來3年，港
深須盡早推進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同
發展，達至某種「同城化」效應。
對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如何盡快降低不

同制度之間的交易成本，形成合作紅利，
是各方需要解決的創新性難題。未來3
年，香港應在大灣區體制創新發揮引領作
用，創新合作體制機制，讓創新的動力充
分湧流，讓市場主體活力充分展現。
未來3年香港既要發揮和利用自身的獨

特優勢，在大灣區發展中擔當積極的角
色，充分體現「香港所長，國家所需」；
亦要將深化與珠三角城市的合作與促進本
港產業升級、民生改善以及社會發展等
「內功」有機結合起來，借助「區域所
有」來彌補「香港所缺」。

《綱要》提倡，未來把大灣區打造成宜
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這是一個
更高的目標。粵港澳大灣區優質生活圈建
設，集中體現了創新、協調、綠色、開
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成為扎實推進高品
質發展的示範。大灣區生態環境優美並成
為優質生活圈，可拓闊港人的生活空間，
使大灣區成為香港廣闊的腹地，香港更不
能錯過融入大灣區優質生活圈的機遇。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
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還願」解謎遊戲，因
內容辱華而被下架，香港
一些支持「暗獨」的政

客，例如有位羅姓區議員乘機諷刺內地，
說內地越禁，遊戲反而在台灣越紅。筆
者認為，由於事涉侮辱國家領導，下架和
道歉是必須的！

其實，應鼓勵遊戲開發商， 開發「還
願 2.0和3.0」，遊戲內的邪惡角色改為
「台獨分子」，並安排這「邪魔」最終被
灰飛煙滅， 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
上，而這恥辱柱最好和台灣那座褐紅色有
高塔的建築物相似。
至於「還願 3.0」則安排邪魔為一位

「中年金髮白種人」， 因其白人先祖大
肆屠殺印第安人而被封印，最後這「金髮
白人」被主角成功打敗，踩在腳下，直至
「他」用英文說出：「偉大的印第安原住
民，我們白人滿手血腥，真的對不起你
們！」，才放「他」一馬。

倘若真的有這樣的遊戲，大家猜猜美國
和台灣媒體會有何反應？
台灣的主事官員在「還願」下架後，曾

說：「創作才能不受限制， 劇情巧思還
是彩蛋，都讓人拍案叫絕！」上述兩個邪
魔角色，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只是創
作人天馬行空而已。 倘若真的有這兩款
「還願」， 那位支持香港「暗獨」的政
客，又會否說台灣人和美國人「玻璃心」
呢？
筆者想說的是， 除了抵制辱華之外，

我們還應向金庸筆下的「姑蘇慕容」學
習，「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一些仇視我
們中國的人（包括部分在大學教書的「政
治學者」）， 經常拿「十年浩劫」來說
事。其實，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
有些事情已經過去了，不能總是「向後
看」。
若有人愛「向後看」，那麼我們便讓他

們「看過癮」，看看有人如何忘恩負義
（當年白人登美洲大陸時，印第安人向他
們供應食物和食水），但白人卻佔領印第
安人的土地，屠殺印第安人，到今天還在
打壓他們。荷里活有拍過電影為印第安人
鳴冤嗎？ 印第安人能像我們的少數民族
一樣，在演藝圈大放異彩嗎？
那些自詡支持「創作自由」的美國傳媒

和台灣官員， 見到「還願 2.0 和 3.0」
時，又會如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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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不願見到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一名香港青年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後返港，但由於法律漏洞無法將疑犯移交台灣

檢方，引起港台社會的廣泛關注。保安局針對移交逃犯作出修訂，非常必要。香港

既然可與數十個其他司法管轄區簽署移交逃犯協議，又有什麼理由因「兩制」而不

與我國的其他地區簽署移交逃犯協議？反對派將合理合情合法的修訂政治化，阻止

堵塞法律漏洞，使執法機構對於罪犯逍遙法外卻束手無策，令香港成為「逃犯天

堂」，這絕不是香港市民所希望見到的。

梁亮勝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一名香港青年涉嫌在去年2月於台
灣殺害女友後返回香港。由於案件並
非在本港司法管轄區發生，香港和台
灣又沒有刑事司法互助，令特區政府
無法將疑犯移交台灣檢方，暴露目前
港台在引渡逃犯上的漏洞。保安局提

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
例》，容許以一次性個案方式移交逃犯，由特首發
出證明書，以啟動處理臨時拘捕，並交由法院聆訊
審批移交令。這是從法律上堵塞現時移交逃犯漏洞
的必要之舉。

移交罪犯法理穩固 堵漏洞刻不容緩
一些反對派人士指責保安局的修訂會成為打遏政

治犯的工具，這種批評不符事實，是在誤導市民。
從法理上講，基本法第95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可

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
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有關司法協

助包括逃犯移交，協助搜查取證，提供
證據物件，協助移交、沒收贓物，

文件送達等。這次保安局針對
移交逃犯作出的修訂，

法律基礎穩固，
更 不 存

在所謂違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問題。
從現時法例上講，由於歷史原因，現行的《逃犯條

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中，有關引渡
疑犯的法例，訂明不適用於香港與中國其他地區之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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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香港已經與英美等20個司法管
轄區簽署移交逃犯協定，又與32個司法管轄區簽訂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香港既然可與其他司
法管轄區簽署移交逃犯協議，又有什麼理由因「兩
制」而不與我國的其他地區簽署移交逃犯協議？

引渡安排已充分保障犯人人權
必須指出的是，隨着兩岸四地的交往愈來愈頻

繁，不少罪犯利用現時的引渡漏洞，逃避刑責，而
當地的執法部門也不能執法，令香港儼然變成「逃
犯天堂」。及早堵塞法例漏洞已是刻不容緩。保安
局提出的修訂，已經在移交安排中作出種種保障措
施，充分保障了犯人的人權：

一是由法院把關。修訂提出一次性個案移交安排
雖然由特首發出證明書，但卻由法院把關。若法庭
認為有關請求不符法例要求，即可拒絕，確保個案
符合《逃犯條例》下各項證據的規定及人權保障。
即是說，除非反對派人士不信任法院，否則，沒有
理由反對有關安排。
二是並不存在所謂利用法例移交政治犯的問題。

有關修訂明確規

定，移交的疑犯必須涉及四十六種兩地法例都禁止
的嚴重罪行，包括謀殺、誤殺、意圖謀殺；協助及
教唆他人自殺；惡意傷人、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
害；性罪行如強姦；綁架、非法禁錮；洗黑錢；串
謀詐騙及非法使用電腦等。其他罪行並不適用，包
括政治罪行。由於當事人可以提出上訴和司法覆
核，有法庭重重把關，不會出現濫用的情況。

不應將修訂政治化令公義不能伸張
一些反對派人士擔心與內地簽訂移交犯人機制會

影響香港法治，更是說不通。現時與內地簽訂了引
渡條約和司法互助協議的司法管轄區，分別有55個
和64個，遠較香港為多。多個國家與內地簽署引
渡協議，既是由於現實上的需要，也彰顯內地的法
治水平正在不斷提高，得到國際社會認同。香港一
些人至今仍然戴着有色眼鏡看內地，看不到國家的
進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更肆意將合理合情
合法的修訂政治化。這不但無助堵塞香港的
法律漏洞，更令香港繼續成為「逃犯天
堂」。對於罪犯逍遙法外卻束手無
策，令法治和公義得不到伸
張，這絕不是香港市民
所希望見到的。

中聯辦王志民主任在新春酒會上指
出，香港社會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態勢好。在新的一年，香港在推進新時代
「一國兩制」事業和實現祖國統一偉業上將再作出新
貢獻。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也在出席一個研討會時
表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有助提升香港國
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在新的一年裡，
香港應用好「一國兩制」優勢，創造更好環境，把
大灣區也辦成香港年輕人創業與發展的新天地。
在新的一年裡，香港社會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態勢向好。國家發展大灣區的首要目標是要
將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創科領域，
大灣區的資源和優勢非常突出。坐落於落馬洲河套
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將是港深雙方優勢互
補、凝聚科技協作的範例。去年底，廣東省長在省
人大會上也披露，廣東將採取一系列政策推動重點
科創機構和研發平台的建設，並明確安排1億元人
民幣支持粵港澳聯合實驗室和協同創新平台建設，

實施大灣區科技聯合資助計劃。
而在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中，更離不開廣大香港

科技人才的參與，特別是年輕大學生的積極加入。
因此，港府要推動大灣區科創業的發展，首要任務
是要與內地有關部門繼續協商，為解決香港青年在
內地創業、就業，在住房、稅收、貸款和交通、醫
療、幼教等方面，在政策上、資金上、人力上、機
構上，盡快切實制定推動港青在大灣區創業、就
業、生活的系列措施。特別是要在大灣區逐步建設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設立港青大灣區住房基
金、青年創新創業啟動基金，以及讓港人在大灣區
享受「一國兩制」下的稅收優惠，以讓港澳青年更
好地落戶大灣區發展。
在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推動港青往大灣區發展

同時，我們也要正視與切實解決他們在大灣區發展
所面對的困難。例如，兩地目前的薪酬、福利、保
障大不同。現在內地的工資還沒有香港高，這是未
能吸引港青到內地就業的最直接及重要的原因之
一。此外，內地法律法規還是把香港青年當作境外
人士，香港人沒能完全享受到內地居民享受的同等

福利。另外，內地稅務成本較高更是其中一個顧
慮。香港青年在內地工作還有保險醫療等問題，在
內地完全不清楚這些福利及保障制度，內地公司也
不大清楚聘用香港員工應注意的問題等等。這都需
要港府與內地有關部門繼續磋商，盡快出台配套措
施加以改善。
國務院已頒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為大灣區的未來發展勾劃藍圖。大灣區建設將為香
港的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促進產業多元發展，包
括創新及科技和創意產業，使大灣區成為國家發展
的領頭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前不久的講話中也特
別指出，要促進香港與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
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發揮內地和香港各自的
科技優勢，這將給予創意無限的年輕人更多元的創
業、就業機會。展望未來，隨港珠澳大橋、廣深
港高鐵、蓮塘/香園圍口岸等各項大型跨境基建相繼
落成，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的距離將大大拉近。大灣
區幅員廣大，貼近龐大的內地市場，加上三地將共
同推進建設青年創業就業基地，匯聚年輕人才，將
為青年人帶來廣闊的發展空間。

用好「一國兩制」優勢推動港青往大灣區發展
蔡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會創會主席 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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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
式出台，為未來數十年珠三角地區發

展勾畫了藍圖，打造成世界級城市群，打開發展新
格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
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是保持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決策，也回應了全球治理體
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以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
產業變革蓄勢待發的發展訴求。香港特區政府必須
帶領各行各業，順勢而為，坐言起行，把大灣區規
劃綱要轉化為切實可行的政策。
大灣區內社會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屬於

不同關稅區域，市場互聯互通水平有待進一步提
升，這些壁壘要逐一擊破，才能促進合理分工、優
勢互補、深化合作，形成更深層次融合互動的新體
系。
去年兩會時，我就大灣區的發展提出建議，希望

在港澳居民前往大灣區就業的納稅問題上取得平

衡，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也會影響到港澳同胞
前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動力。很高興看到，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早前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
時表示，特區政府正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商討「港人
港稅」的安排，即港人在當地工作只需繳交香港稅
款，他透露港人港稅「有機會」在2022年前做到。
而針對港人於內地銀行開戶問題，更是有信心在
2022 年前，讓港人在香港開設內地銀行戶口，並讓
港人在內地使用香港電子支付工具。
對於有意見擔心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會淡化「一

國兩制」的優勢，這是完全不正確的。事實上，規
劃綱要的「指導思想」一節就專門指出：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堅持新發展理念，充分認識和利用「一國兩
制」制度優勢、港澳獨特優勢和廣東改革開放先行
先試優勢。可見，「一國兩制」既是香港在大灣區

的優勢，也是粵港澳大灣區邁向國際的重要基礎。
而貫穿規劃綱要的其中一個宗旨，就是讓各城市

發揮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包括地理優勢、產業優
勢、資源優勢、制度優勢等等，這些安排都是為使
市場、產業和基礎設施一體化，藉共享資源和產業
分工來提升整體競爭力，不是要抹去城市間的邊
界，而是透過協調優勢，謀求共同發展，塑造全新
的區域發展核心引擎。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台，是一個

新里程，訂立了新的目標，迎接新的挑戰，中央給
予香港清晰的角色定位和優勢肯定，機不可失！特
區政府要思考，是否有政策法規需要重新修訂，是
否要出台新的政策和舉措，哪些政策的落實需要向
各市、省甚至是中央爭取更多的支持。只有盡快展
開工作，才能盡快將框架落到實處，才能讓市民一
齊分享國家發展、大灣區建設為經濟社會等方面帶
來的實惠。

框架出台 重在落實
王庭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工商總會主席

中美經貿磋商取得進展，美國總統特朗普24日在
其推特賬戶上宣佈，他將推遲3月1日上調中國輸美
商品關稅的計劃。與此同時，作為中美貿易糾紛焦
點之一的華為事件，特朗普也開始鬆口，日前就美
國5G發展發推文稱「我要美國贏，是通過競爭，而
不是封殺當前更先進的科技。」這等同變相承認了
美國打擊華為是一起政治事件，看見特朗普這麼
說，之前跟着他搖旗吶喊、落井下石的本港一眾黃
媒，可會感到一絲羞愧？

以毒《蘋果》為首的黃媒當然不會，因為他們的
工作根本不是客觀如實地報道新聞，而是利用手上
的輿論影響力，盡一切可能去抹黑中國，製造內地

和香港的割裂，真相究竟如何，他們並不關心。以
華為事件為例，一開始西方國家污衊華為竊取技
術，黃媒跟風冷嘲熱諷，結果原來華為的技術是世
界最先進的，指控自然不成立，黃媒立刻就將自己
之前的報道忘記得一乾二淨。後來孟晚舟事件發生
後，黃媒又跟着幸災樂禍，現在中美經貿磋商取得
進展，相信孟晚舟也快將重獲自由，黃媒又再自打
嘴巴，但他們肯定不以為意。
因為黃媒的工作就是製造假新聞，只要能夠滿足

他們抹黑中國和製造割裂這兩大需求，他們就會鑼
鼓喧天地大肆宣揚，即使新聞本身不能滿足他們的
需求，他們也會以斷章取義、顛倒是非、指鹿為

馬、栽贓嫁禍等方法，將新聞包裝成他們所希望的
模樣。比如明明就沒有證據證明華為盜取用戶資
訊，黃媒不問原由就跟風報道，美國政府明明一再
被揭發利用大型科技公司盜取情報，黃媒就視而不
見。
特朗普此前為了打擊華為，不惜威脅自己的盟

友必須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結果英國、德國、
新西蘭等國家紛紛與美國唱反調，由此可見打擊
華為是多麼地不得人心。尤為可恥的是本港一眾
黃媒，為虎作倀，殊不知正不斷喪失自己的公信
力，猶如狼來了一樣，以後他們只會淪為假新聞
的代名詞！

黃媒跟風抹黑華為自打嘴巴
沐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