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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先生、郭榮鏗先生、陳
方安生女土，閱報得知你們三位
應由美國總統特朗普擔任主席的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在近
期中美摩擦頻繁、美國即將提交
《香港政策法報告》之際，赴美
訪問十天。此次邀請，以香港作
為棋子來牽制中國的企圖非常明
顯。你們三人甘做美國人的棋
子，尤其是兩位現任立法會議
員，確實令港人不齒。
「美國國家安全」與三位何

干？中美貿易戰戰況正酣，美國
國家安全委員會發出邀請，三位
身為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和前特區
政府高官，在接受邀請前，有否
思考過美國人發出邀請的背後動
機是什麼？有何政治意圖？你們
有否思考過，此時刻接受此一邀
請，會向香港社會傳出什麼政治
信號？

特朗普赤裸裸地說「美國優
先」，意思非常簡單直接，就是
除了美國的利益，其他國家和人
民的利益，他都不會理會！

在這種情況下，你們三人仍應
邀訪美，其間還拜會對中國內
地、對香港充滿敵意的機構和政
客，你們的意圖何在？香港的利
益何在？
首先，郭榮鏗和莫乃光兩位議

員，當你們訪美回來後，請向市
民交代，做了多少有利美國國家
安全、符合美國利益的事？請交
代，除了當「美國棋子」外，為
香港做了什麼有益的事？

至於陳方安生女士，妳的政治
立場和回歸前後在香港政壇的表
現，市民有眼看的，香港曾出現
的亂局和發展緩慢，妳的「貢
獻」不少！所以我們也不打算向
妳提什麼問題，無謂「對牛彈
琴」！
請妳盡情享受美國人的款待，

享受免費旅遊。雖然妳每天都享
受着香港納稅人對妳的供養──
豐厚的退休長俸，卻在做對不住
國家、香港的事。請問妳，問心
無愧嗎？

政中香港人

中央上月公佈
《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明確制定大灣區具
體發展目標，希望建設成為國際一
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並為
香港定下發展方向，除了一向提及
的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
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等，
還定位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
解決服務中心」，以及支持香港成
為區內「高新技術產品融資中
心」。大灣區建設肯定帶給香港青
年人一定的發展機會及機遇。
可惜的是，有部分青年人對大

灣區發展仍不太了解。早前，有
青年團體調查指本港青年人對前
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反應麻麻，
指當中逾四成青年人表明未來不
會考慮前往大灣區發展，主要原
因是對發展不了解，以及不想離
香港太遠。故特區政府應加大宣
傳，增加青年朋友對大灣區發展
的認識。教育局應多撥資源給中
學及教育團體多舉辦探訪和交流
活動，讓青年人加深對大灣區的
認識及了解。
記得筆者以前有一個學生，可

能接觸網上媒體的負面訊息太
多，對內地的印象十分負面，經
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內
地的事物都係呃人的。」大學畢
業後，他出來工作從事IT行業，
在一間保險公司的電腦部任職。
今年1月，獲公司委派去江蘇省無
錫工作半年。開始他萬分不願
意，後來在公司給予優厚待遇之
下(每天公司發放港幣500元津
貼)，加上有酒店住宿及每兩星期
提供免費機票回港小休，他最終
答應到內地工作。後來，我詢問
他到內地工作的情況，他表現出
十分開心和雀躍，簡直有樂不思
蜀之感。據了解，他與同事之間
相處融洽，同事經常晚上帶他周
圍玩及品嚐當地美食，令他對內
地印象完全改觀，一掃他以往對
內地的負面觀感，甚至他覺得以
前對內地的認知十分錯誤。這正
正說明，青年人心目中內地的形
象通過親身接觸是可以改觀的。
另外，政府亦應鼓勵商界、專業
團體和非政府機構等舉辦與大灣
區相關的活動，配合宣傳推廣大
灣區，讓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
青年人了解大灣區建設對香港帶
來的新機遇。

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教聯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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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多做實事贏取民心 港青嚮往創業倍感振奮
2019年適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祖國已發展成為全球經濟及國際關係舉足輕重之大國，每年「兩會」均

有重大國策出台，故格外引人注目。見到國家在經濟、民生、環保、脫貧及政府工作效率等方面進步，感到

振奮，多做實事定能贏取民心。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更提出：把品質導向鮮明樹立起來，推動政協工作從注重

「做了什麼」、「做了多少」向「做出了什麼效果」轉變。

方文雄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減千萬貧困人口展堅強扶貧決心
今年「兩會」成果豐碩，個人歸納為

四方面：
(一)2019年世界大變局加速展開，國際

形勢錯綜複雜，在機遇與挑戰相互交集大環境下如何應
對?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指出：「適應『時』和『勢』的
變化，增強『難』和『憂』的意識，把握『穩』的要
義、強化『進』的措施」，言簡意賅道出了中國「穩中
求進」應對一切變局之智慧與魄力。

(二)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之年，國家經濟
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須貫徹「鞏固、增強、提

升、暢通」方針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供給、生
產端入手，調整經濟結構，使供給側各要素實現

最優配置，推動國家經濟加快步伐轉型升
級，這是一場必須要打贏的硬仗。

(三)精準扶貧初見成效，
2019年將鞏固成果，並繼

續減少農村貧困人口
1,000 萬以

上，體現中央對扶貧工作的堅強決心，有助縮小貧富與
城鄉差距，維護社會和諧。

(四)去年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深入推進，此一趨向對國家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有莫大
裨益。

政府決心優化營商環境是大德政
針對中美政經角力日趨嚴峻情況下，中央已落實一

系列穩經濟、利民生政策，包括減稅、減費等措施，
所以內地和香港經濟都會得到穩健發展。精準扶貧政策
令很多貧困農民生活改善，將成為振興鄉村經濟的新動
力。另外內地和香港都投放大量資源支持年青人創科創
業，將為未來帶來更多新的經濟動力。

今年「兩會」本人最關注有兩項議題，第一就是中
美關係複雜環境下中央的政策部署及政府怎樣激發市場
主體活力，着力優化營商環境。第二就是有關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之討論。總理報告彰顯政府優化營商
環境之決心，對商界可謂德政。

推動政協向「做出了什麼效果」轉變
今年「兩會」感受是見到國家在經濟、民生、環

保、脫貧及政府工作效率等方面進步感到振奮，多做實
事定能贏取民心。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更提出：把品質導
向鮮明樹立起來，推動政協工作從注重「做了什麼」、
「做了多少」向「做出了什麼效果」轉變；創建委員移
動履職平台，開展網絡議政遠程協商，為委員不受時空
限制履職創造條件；落實談心談話制度，通過同黨外委
員和民營企業家、專家學者等進行小範圍座談，以心交
心、凝聚人心。

今年「兩會」難忘之事是有幸獲邀往鳳凰衛視總
部與在京就讀各大學香港學生對話，同學們的國家
情懷、國情理解及普通話水平令人印象深刻，堪稱
港人之驕傲，他們很多有意願留在北京或往其他省
市就業或創業，亦有同學嚮往到粵港澳大灣區開創
事業，對如何把握機遇充滿好奇，相信這些同
學畢業後定將成為內地和香港合作發展之生
力軍。
另值得一提的是鳳凰衛視總部的

建築設計，實在令人驚喜，從
而感嘆祖國的現代化建
設 確 實 令 人 自
豪。

不久前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指出，要探索有利於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創
新要素跨境流動和區域融通的政策舉措，共建粵港澳大灣
區大數據中心和國際化創新平台。中國的電子商務、大數
據、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物聯網、機械學習等要處理大
量數據的產業發展極迅速，為民眾的生活、工作及學習
帶來了巨大便利，亦減低了企業的營運成本。然而，內
地涉及保障個人資料及私隱的法律建設及執行，仍遠遠
落後於實際經濟發展步伐及需要，以致個人資料時常被
不當收集、濫用及泄露，使民眾權益受到侵害。例如，
網商在未獲當事人明確同意下，分析其在互聯網瀏覽記
錄及購物記錄，以得知其喜好、興趣及習慣，推送廣告
及/或轉發個人資料給第三者的情況，普遍存在。

目前內地尚沒有一套全面及完整的保護個人資料及
私隱的法律。2016年11月7日第12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第24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
安全法》，亦只針對在網絡上收集及使用的個人訊息。
中國工業和資訊化部於2013年7月16日公佈之《電訊
和互聯網使用者個人資訊保護規定》雖然保障了涉及公
民個人私隱的電子資訊，但僅限於規範電訊和互聯網兩

業者使用者的電子個人資料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八

條、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有關保障人權、人格尊嚴、
通信和住宅私隱的規定，確立了中國個人資料私隱的權
利。因此，個人資料私隱是中國公民基本權利的一部
分，保護個人資料私隱也是維護中國公民權利和公共安
全的基礎。由於我國缺乏一套全面及統一的個人資料保
護法規和獨立有效的監管制度，這對國家、企業及個人
都會帶來不利影響。長遠而言，內地與香港、國際社會
在個人資料私隱保障方面的差異會窒礙數據在大灣區內
的跨境流動，亦將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及與國際接
軌的一大障礙。

制定個人資料及私隱保障專門法律
隨着歐盟《通用數據保障條例》促使國際社會對訂

立個人資料及私隱法律更趨嚴謹，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
員公署亦正就該條例檢討香港現有的有關法律。因此，
中央政府除了要盡快檢視現行分散的法規外，例如《網
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消費者權益保護
法》、《電訊和互聯網使用者個人資訊保護規定》等，

更須盡快訂立個人資料及私隱保障專門法律。該等法律
既須符合國際標準，亦要擁有適當的空間，令法律既有
原則，亦令科技有發展空間，達至促進發展和均衡保
障，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與國際規則相結合。

在這方面，香港可發揮提升內地個人資料及私隱保
障的「視窗」作用。內地擁有蓬勃的現代化數碼經濟及
大數據產業，香港則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專業服務基
礎。香港的個人資料及私隱保障法例，達國際水準，可
為內地提升個人資料及私隱保障方面，發揮「視窗」作
用。中央政府可借鑒香港在資料及私隱保障的經驗，先
制定一套統一並符合國際標準的大灣區個人資料及私隱
保障法規或管理辦法，先行先試後繼而將其輻射到全國
及「一帶一路」沿線，為我國在個人資料及私隱保障的
領域上，於「一帶一路」發揮領導地位。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大會發言人張業遂表
示，已將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列入本屆立法規劃，這將
邁開了內地保護個人資料和私隱的重要第一步。除了立
法外，中央政府亦需要加強在政策、管理、執行、教育
及培訓等方面的配套，建立一個在個人資料及私隱保護
方面有良好文化及最高道德標準的社會。

內地深化大數據應用需立法保護私隱
錢偉倫 國際私隱專業人士協會認可信息私隱專家（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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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眾志」近期做出一連串不為大眾接受的搗亂
滋事行為，繼前年回歸紀念日前後，該組織成員兩
度以黑布綑綁金紫荊塑像、並在塑像內「龜縮」靜
坐；今年一月，「香港眾志」在立法會首讀《國歌
條例草案》期間，突然「佔領」政府總部東翼前地
的花槽；上周五該組織部分成員又在政府總部靜坐期
間，突襲「強行進入」被捕；上周六又是「香港眾
志」，該組織鄭家朗與另兩名成員藉立法會舉行《國
歌條例草案》委員會公聽會，在公聽會搗亂致保安人
員受傷。這些衝撞令執勤的保安人員受傷，是不負責
任的行為。

「中箭」似乎有鋪「盲牛癮」，喜歡好勇鬥狠式衝
撞，任何場所都可以變成他們「撻陣」的球場。他們亦
愛「蹲痞」靜坐，金紫荊、政總花槽、壁屋和赤柱東頭
都曾留有他們成員的足跡，或許，他們真的很陶醉「被
點名」的快感。
這種「野貓式」的衝撞抗爭，以暴力和「不合作」

掛帥，任何特區政府建築物均可以成為抗爭的「戰
場」。然而，他們有沒有想過，數名執行職務的工作人
員因而受傷，「香港眾志」刻意在鏡頭前發難搗亂，不
但是有預謀的，自製「出鏡」和「出位」的機會，更可
恥的是，他們把自己的快樂建基於他人的痛苦之上，罔

顧他人的感受，行徑自私。
「中箭」數子已是成年人，需要為自己所做的事情

負責任，若未能懸崖勒馬，不論是否獲海外名牌大學獎
學金取錄，不論是否獲提名什麼獎項，以他們這副損人
利己的德性，在哪裡都無立足之地！

立法會議事廳、政府總部和其東翼前地等自有一套
規則，進場者須謹慎遵守，若連這點基本精神和禮儀也
辦不到，請「中箭」不要四處抹黑香港的制度和法治。
「中箭」作為一個「前政黨」，若把「衝撞佔領」都視
為「政績」的話，那麼請直接了當改名做「衝撞搗亂
黨」。

「中箭」要改名做「衝撞搗亂黨」
篤 行

中國再次成為美國增產核武器的「背鍋俠」。美國
國防部提出2020年國防預算為7,180億美元，較2018
年同期的6,850億美元增加約5%。其中的250億美元
將用來生產核武器。美國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對此表
示，此項開支是要應對中國核武器的發展，並煞有其事
地指出，若中國成功發展可以攜帶核武器的遠程轟炸
機，就會令中國成為繼美國及俄羅斯後，第三個能夠在
海陸空發射核武器的國家。

中國核武威脅論站不住腳
但這個國防部長「臨時工」的理由其實是借口，完

全站不住腳。
一是中國核武器的數量估計只有美軍的零頭，談何

與美國開展核軍備競爭和競賽？二是中國軍費只有美軍
的四分之一，而且差距還在不斷拉大，憑什麼同美國競
爭？三是中國宣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要那麼多核
武器沒有現實需求，核武器的生產和儲存是相當費錢
的，中國不需要這麼做。四是中國並沒有降低核武器的
使用門檻，戰略核武器和戰術核武器都是核武器，一視
同仁，說不用都不用，這一點完全不同於美軍潛在濫用
核武器的實際戰場需求。五是中國從未與美國搞核軍備
競賽，炒作中國核武器威脅論完全沒有根據。六是美軍
使用B-2A隱形遠程轟炸機快30年了，如今炒作中國
軍力增加，就是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
燈」的霸權思維。

美國國防部的炒作很過分，就連美國的智庫也看不

下去。有美國智庫認為，美國國防部誇大風險。中國最
近公佈新財政年度防衛預算，為1.1萬億元人民幣，即
約1,650億美元，距離美國軍費7,180億美元很遠。

另外，據美國科學家聯盟估算，至2018年中國核彈頭
數量為280枚，美國有6,450枚，俄羅斯則有6,490枚。
這些數字，更證明美國國防部炒作中國核武器威脅論。

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外交及防衛政策研究副主任普
勒伯爾也不認同美國的借口，他雖認同中國帶來一定威
脅，但認為國防預算應集中在軍事範疇，如要關注網絡
安全等問題上。由此可見，沙納漢精心編織的謊言完全
無法讓人信服，包括美國人自己。

美視中國為頭號假想敵
既然如此，為什麼美國還要炒作中國核武器威脅論

呢？道理很簡單。
一是美國增產核武器是為了實戰之用。比如，美軍

已部署的B61-12戰術核彈頭，就是為了在常規軍事衝
突中使用，用以摧毀地下軍事設施和各種掩體目標，以
低成本消滅對手的核心目標。這種做法就是要降低核武
器的使用門檻，讓核武器成為「常規武器裝備」。

二是炒作俄羅斯威脅論的恐嚇力已不大，唯有把對
象轉到中國。儘管俄羅斯的核武器與美國可以匹敵，但
俄羅斯的軍事預算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作為增加軍費
的借口站不住腳。再加上，美國軍方已經把中國當作是
取代俄羅斯的頭號假想敵，美國人認為，中國作為崛起
大國，必將挑戰美國這個守成大國，不得不防。

三是準備應對和中國潛在的軍事衝突，例如台灣問
題、南海問題，都可能成為中美軍事攤牌的熱點，加速
在這兩大熱點區域對中國的遏制，是美軍的核心目標。
尤其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但美國不
斷通過所謂的立法和軍售方式，協助台灣「以武拒
統」，甚至煽動日益囂張的「台獨勢力」，釋放錯誤信
號。同時，美國以「防止中國對南海過度開發」、維護
自由航行為借口，加大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增加中美在
南海擦槍走火的危機。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是美國國防部的心態。任

憑風吹雨打，我自閒庭信步，這是中國應有的心態，也
是自信。

中國不當美國增產核武的「背鍋俠」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圖為美國俄亥俄級戰略導彈核潛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