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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剛在青島參加
完解放軍海軍創立70周年紀念活動
的驅逐艦海口號、護衛艦黃山號，趁
返航之機，到香港參與聯訓。其後，
作為中國海上作戰主力型號代表的海
口、黃山兩艦，更一連4天開放予市
民參觀，並於5月5日離港，海口艦
返回駐地海南島，而黃山艦則回到離
本港更近的湛江海軍基地。未來，更
多解放軍先進軍艦、軍機訪港，既便
於市民耳聞目睹國家在技術上、軍力
上的進步，同時，也有利於解放軍與
駐港國際媒體互動，讓外國把握中國
軍事透明化的最新進展。

海口號屬於6,000噸級052C型，
是踏入2000年以來，解放軍追平西
方先進水平的防空型導彈驅逐艦。在
海口號之前，過去10餘年間，已有
多艘同型艦訪港，並取得積極的民間
評價。讓市民在駐港部隊以外，得到
直觀認識解放軍現況的難得機會。同
樣地，黃山艦屬於4,000噸級054A
型通用導彈護衛艦，該型入役時程與
052C相若，也曾多次訪港。其排水
量及技術層次雖未如052C型，但一
道成為反映21世紀初中國海軍現況
的一個側面。
052C、054A項目發展的歷程，是

解放軍海上力量全面提升的重要環
節。當中的得與失、進與退，是中國
重返大洋浩繁工程的具體反映，也是
我輩觀察中國現代化、持續改革不容
輕視的部分。當中，牽涉到的總體規
劃與精細協調，值得體味、歸納、省
思之處，並不下於個別關鍵項目的成
與敗。
052C之前有052B，但兩型的繼承

關係並不明顯，除了052B、C動力
系統佈局相似，都由燃汽輪機和高速
柴油機組成外，兩者可堪比擬之處不
多。事實上，從1990年代的052B
到2000年代之初的052C，雖僅相距
10年，中國海軍建設卻由大力引入
西方多國設備，重回自力更生的道
路。當然，無論是師承蘇俄，還是交
好西方，總的來講，中國建軍都較重
視裝備、技術、訓練的本土化。只是
在不同歷史階段，某些時候側重引
入、某些時候側重消化，某些時候有
力自主創新而已。
052C是中國先進導彈驅逐艦量產

型號的第一步。1970年代的051型
能量產，但量產之日已陷落後之時，
1990年代的052B透過大量拼裝進口
動力、火控、電子、導彈系統，拉近
與世界先進水平距離，卻受制於政
經、戰略因素，而無法量產。052C
不只性能先進，更重要的是過去10
餘年間數以10艘計的生產量，不只
壯大了中國海上力量，同時成為研製
更強、更大型號的技術支撐點。

許楨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第二屆「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滿

結束，突顯「一帶一路」倡議已從經
貿合作，擴大為中國與世界共建互利
共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主題演講中強調，對外開
放市場、推動制度化國際經貿合作、
鼓勵多邊機構參與投融資，表明要將
理念轉化為行動，將願景轉化為現
實。
過去6年，「一帶一路」「朋友

圈」多達126個國家和29個國際組
織，歐盟28個成員國中有一半已簽
署了支持「一帶一路」的雙邊文件。
「一帶一路」倡議美好繪圖走深走
實，確認互相支持是主流，共同合作
是主基調，共享機遇則是主旋律，高
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已具備堅實的
合作基礎。
經過40年改革開放，中國已形成

巨大的國內消費與投資市場，為全球
經濟增長提供重要動力，這是中國推
動共建「一帶一路」的突出優勢。
當前西方國家民粹主義蔓延擴散，

單邊主義導致集體焦慮和利益計算，
美歐主導的「叢林法則」式世界秩
序，已不適應全球發展新形勢的需
要，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全球大多
數國家，希望有更公平合理的世界發
展新秩序，「一帶一路」着重從「輸
血」向自我「造血」演變，推動經濟
社會可持續，根本擺脫貧窮落後，
體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特首林鄭月娥強調，本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於「一帶一路」建設
中扮演積極角色，最能配合國家所
需，可成為「一帶一路」主要金融
和風險管理中心的首選「一站式目
的地」。香港做好金融開放的風險
防範和基建融資，發揮「一國兩
制」的制度優勢，服務國家所需，
亦能成就香港，讓香港各界尤其是
年輕人，從中找到廣闊的發展空
間，實現人生價值。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
一
帶
一
路
」已
從
願
景
轉
為
現
實

戳穿反對派誤導建制派團結打贏修例戰
反對派最大的誤導性說法，是指修訂《逃犯條例》後，香港市民隨時會被引渡到內地受審，令香港人人自

危。事實是：修例只針對觸犯嚴重刑法的逃犯，奉公守法的一般市民根本不受影響。對於反對派惡意製造恐

慌的誤導性說法必須戳穿，以匯聚支持修例的強大民意。必須指出的是，反對派將反修《逃犯條例》視之為

另一場反二十三條立法政治鬥爭，這次修例已不單是一個法律的廢立，更是一場嚴重的政治較量。建制派應

看清大勢，團結一致打好、打贏這場修例戰，不能讓香港淪為「逃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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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修訂《逃犯條例》的觸發點，就是要將台灣兇
殺案疑犯引渡到台灣受審。日前法庭已就疑犯洗黑錢
案作出判刑，疑犯預計最快可於10月份出獄。如果
在其出獄時仍未能完成修訂，隨時讓其逍遙法外，令
公義得不到伸張，令受害人死不瞑目。因此，盡快完
成修訂具有迫切性。

反對派製造恐慌令人人自危
由當局提出《逃犯條例》修訂開始，反對派就沒有

停止過誤導市民、煽動民情，打擊特區政府管治威
信。反對派最大的誤導性說法，是指修訂《逃犯條
例》後，香港市民隨時會被引渡到內地受審，令香港
人人自危，反對派更以所謂「送中」來妖魔化修例。
事實是，修訂《逃犯條例》針對的是在內地或台灣

等香港以外的地方觸犯嚴重刑法的逃犯，奉公守法的
一般香港市民根本不受影響，何來擔心被引渡？

香港是法治之區，香港人如果在其他地區觸
犯嚴重刑法，按照法定程序將他們引渡

受審，天公地道。過去由於《逃犯
條例》存在漏洞，讓一些犯法

者利用漏洞逃避刑責，
令香港淪為「逃

犯 天

堂」。這次修訂正是要填補有關漏洞，所針對的是罪
犯而不是一般市民。再說，在整個移交程序中，法庭
才是最終把關者：被告人有權聘用律師，在香港法庭
作出抗辯，最後由港人信任的法庭判決是否移交，以
確保符合法律和程序公義。反對派將修訂說成是針對
市民，完全是惡意誤導，製造恐慌。

匯聚支持修例強大民意
本來，大多數的香港市民都理解和支持修訂《逃犯

條例》。道理很簡單：市民不願見到香港成為「逃犯
天堂」。

記得今年兩會期間，公安部前副部長陳智敏在北京
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透露，逃到香港的內地重犯多達
300多人，全部「有名有姓」。他強調，公安部已全
力配合香港警方，拘捕和遣返由香港潛逃至內地的疑
犯，香港亦應修訂《逃犯條例》，協助移交逃到香港
的疑犯。事實上，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有接近200個
疑犯由內地移交香港，但從香港移交內地的疑犯卻一
個也沒有。這個問題不解決，繼續讓那些罪犯利用現
時兩地沒有引渡的法律漏洞，逃避刑責，而執法部門
又無可奈何，令香港變成「逃犯天堂」。這不僅對內
地極不公平，而且嚴重損害香港法治之區的聲譽，令
香港成為大批罪犯的藏身之地，對香港的治安以及市
民的安全也構成威脅。這絕不是香港市民所願意見

到的。
也要看到的是，有些香港市民對國家的發展尤其是

法制建設的情況了解不多，存有一些疑慮。反對派正
是利用這一點，不擇手段誤導恐嚇市民，企圖製造所
謂反修例的「強大民意」，逼迫特區政府放棄修訂
《逃犯條例》。顯然，對於反對派的惡意誤導必須戳
穿，以匯聚支持修例的強大民意，支持特區政府和立
法會依時完成修例。

建制派要團結打好修例戰
現在，反對派將反修訂《逃犯條例》視之為另一場

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政治鬥爭，全面動員、無所
不用其極，企圖拉倒修訂，外部勢力也是明火執仗介
入。可見，這次修訂《逃犯條例》已不單是一個法律
的廢立，更是一場嚴重的政治較量。
特別需要警惕的是，有人不斷在建制派內部散播

謠言，挑撥離間，企圖在建制派內部製造分
裂，讓反對派的圖謀得逞。建制派應該看清
大勢，團結一致打好、打贏這場修例
戰。愛國愛港力量要全力支持
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完成
修例，堵塞法律漏
洞。

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目前正在
立法會審議。政府希望在7月前完成

立法程序，以解決移交台灣殺人案嫌犯和今後可能遇
到的類似問題。作為教育界一員，我認為教育界完全
應該支持。
現時反對派提出各式各樣理由，諸如：抱怨政府倉

促修例，欠缺足夠諮詢；指責修例破壞「一國兩
制」；質疑內地司法制度；擔心香港法院對被移交者
難有保障，以此阻礙修例。有媒體甚至威脅，「北上
交流恐出事」，說教師帶學生到內地考察，言論也會
出問題，這些說法很難站得住腳。
其實，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港人根本不必擔憂通

過修例會損害人權自由。
其一，政府做了大量諮詢，在此基礎上調整建議，

形成草案。
政府於2月中提出初步建議，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

員會諮詢意見，也公開徵詢市民的意見。期間收到
4,500 份意見書，有三分二支持修例。由於涉及複雜
的司法制度和向內地移交逃犯，引起部分工商界人士
顧慮。政府為此連續走訪各工商界團體，並對原先建
議作出較大調整。
而調整後的建議，將《逃犯條例》附表一所列屬於

可移交罪行中的9項剔除，同時將移交必備條件之

一，即在香港可被判處入獄的年限提高，由現時的一
年改為3年。政府本着務實態度，對原先方案作出較
大幅度調整，足以釋除工商界不必要的疑慮。特首林
鄭月娥重申，政府提出修例建議，經過了全面及審慎
研究，指政府缺乏諮詢的說法是睜眼說瞎話。
其二，修例符合基本法，體現「一國兩制」原則。
修訂《逃犯條例》，修補法律漏洞，完善社會法

治，並不損害「一國兩制」。恰恰相反，是維護「一
國兩制」。基本法為香港與內地及國際間的司法互助
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基本法第95條列明：香港
特別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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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一
國兩制」的指責顯然是荒謬的。「一國」之內、「兩
制」之間，是相互聯繫、相互包容的，不是相互排
斥、相互對立。事實上，長久以來內地與香港各領域
交流合作，包括法律與司法互助方面的交流合作，早
已十分頻繁，互利互惠，也為香港穩定繁榮助益良
多。
其三，內地法治逐步完善，司法制度值得信賴。
內地社會制度和法律體系，與香港保持的資本主義

制度和沿襲的普通法體系不同，但這並不構成可以阻
斷兩地司法互助和移交逃犯的因素，制度不同、體系
不同的障礙並非不可跨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表

示，當年訂立《逃犯條例》有地理限制，並非刻意不
同意與內地設立移交逃犯的安排；當時亦說明，回歸
後就內地移交逃犯的安排，很可能另立新例，不應歪
曲這個歷史事實。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內地法治建設和司法公平、

公正和公開日臻完善，成效顯著。截至2018年9月，
中國已與76個國家締結司法協助條約、資產返還和
分享協定、引渡條約等相關協議，充分表明國家主體
的司法制度值得信賴。
其四，香港法院的保障機制嚴謹且足夠。
按修訂條例規定，由行政長官發出或根據其權限發

出的證明書，只是啟動移交程序的基礎。啟動程序並
不表示逃犯一定會被移交，有關要求須經所有法定程
序處理，包括法院進行交付聆訊程序，以及最後由行
政長官發出移交令。此外，還有其他程序保障，例如
可申請人身保護令、申請因延遲而予以釋放、就行政
長官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等。因此，擔心香港法院的
保障機制不嚴謹不足夠，毫無根據。

修訂《逃犯條例》，彌補香港在司法互助、共同打
擊犯罪方面存在的不足，增進與國際間及周邊地區的
司法合作，維護社會繁榮安定，避免香港淪為逃犯避
風港。香港教育界應該與社會各界一道，支持政府的
舉措，推動社會進步發展。

教育界支持修訂《逃犯條例》
黃錦良 教聯會主席

香港的GDP產值於今年第一季僅增
長0.5%，是近10年來最差。不過，展

望未來並不悲觀。
一向以來，GDP的產值往往受到股市樓市的影響，

而影響並非同步，而是滯後。去年第三季，香港股
市、樓市皆表現不佳，悲觀氣氛滿佈，不單是香港如
此，內地也如此。股市樓市表現差強人意，打擊消費
的慾望。消費減少，GDP自然受影響，內地旅客來香
港的消費也同樣少了。不單香港GDP於今年第一季度
表現差，澳門賭業的收入在今年第一季度也差強人
意。

中央很清楚地知道問題所在。所以，去年12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題就是「六穩」，要穩就業、
穩金融、穩外貿、穩投資、穩外資、穩預期，為了穩
就業，全國各地基建加快施工，更多新的基建上馬，
為了穩金融，人民銀行適當放寬貨幣供應。當然，李
克強總理也一再強調，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寬鬆貨
幣政策，以防泡沫產生。為了穩外資，中國很積極地
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根據美國那邊傳來的消息，中
美很可能在短期內完成貿易協議的談判。
為了穩投資，不久前，中央宣佈減稅降費，大幅度

地降低企業的負擔與成本。企業負擔與成本下降了，

投資都增加了。為了穩外資，中國大大地開放市場，
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上，公開宣佈多項市場開放的措施，之後，中國銀保
監主席郭樹清就宣佈了12項銀行業與保險業開放的
措施，這些不斷發放的最新措施，讓投資者能預先知
道政府的思路、計劃與政策，帶來市場良好預期。
以上種種，為今年股市、樓市帶來大幅度的反彈回

升，多隻藍籌股股價創歷史新高，中國內地開放市場
也為香港各行各業帶來巨大的機會，再加上「一帶一
路」與「大灣區規劃」潛能無限，這些都帶來香港良
好的經濟增長預期。

港首季GDP低無改發展潛力
曾淵滄博士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五四運動開啟了中
國現代歷史新一頁，亦是新文化運動重要的里程碑。
「五四」「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鮮明方向，推動
着時代進步，鼓舞着一代又一代愛國志士，為振興中
華、民族復興奮鬥獻身。

一九一九年，當時二十歲的陳君葆學生代表是港大學
生，又是學生評議會成員，「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和大
批港大同學滿懷悲憤，義無反顧，發動全校同學一道，在
英國人統治的最高學府挺身而出，融入「五四」愛國運動
的洪流之中。四十年後，陳君葆教授在一九五九年一篇文
章中以親身經歷回憶指出：當年「『五四』愛國運動浪潮
澎湃高漲，瀰漫着神州大地，香港也受到衝擊。」
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在「五四」四十周年紀念時

刻，陳君葆在香港《新晚報》發表文章，回顧了當年

港大學生投入洪流參與聲援「五四」實況：
「『巴黎和會』失敗消息傳來，北大學生發起遊行

罷課，消息傳來，全國悲憤，港大愛國學生也義憤填
膺，即有五六十名同學聚集，提出以大學名義，打電
報去巴黎和會，但遭校方拒絕。學生們並不罷休，乃
改以『香港中國學生』的名義，直接致電北洋軍閥政
府，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和釋放被捕學生。」難得的
是，港大學生當年這份正氣凜然的重要電文得到了保
存，台北檔案部門保留了有關電文，電文全文如下：
「急。北京大總統暨國務總理，各部總長鈞鑒：青島
瀕危，同深哀憤。務懇急電陸專使，據理力爭，萬勿
簽字；並請廢除中日前後密約，一洗奇恥。曹章賣
國，舉國嘩恨。北京學生，迫於義憤，致有本月四日
之舉。乃報載將解散大學，並處被捕學生以死刑。如

果施行，則人之愛國具有同心，誠恐前赴後繼，殺不
勝殺。因懇蠲寢原議，迅予釋放。學生幸甚，大局幸
甚。世隆公理，豈慴強權。國不淪夷，尚支士氣。臨
電悲籲，淚血與俱。香港中國學生王之方、潘晦口、
楊師騫、陳君葆等二百零八人同叩。庚。」電文體現
了香港大學學生的救國心情，這短短一百多字的檄
文，像鋒利的匕首，矛頭直指賣國賊與列強。五四運
動的積極參加者、曾任「考試院長」的北大學生楊亮
功，在其編寫的《五四——第一本五四運動史料》，
也記錄登載了這篇電文。
港大學生對「五四」愛國運動關注，儘管屢遭當局

阻攔，他們依舊不屈不撓，勇敢向前，用各種方式奮
勇力爭，充分體現了當時年青一代的愛國情懷！

（未完，明日待續。）

「五四」運動在香港的承傳和發揚（上）

李國強 謝榮滾

──親歷者陳君葆紀錄下的珍貴回憶

文匯論壇A14

2019年5月6日（星期一）

20192019年年55月月66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9年5月6日（星期一）■責任編輯：楊生華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