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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的反面就是愛！」這句話用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家人身上再適
合不過。特朗普處處宣揚「美國優
先」、不斷慫恿在華設廠的美國廠
商搬回美國，看似對中國貨恨之入
骨，但其實其名下的特朗普集團，
原來一直在大賣中國製產品，而他
的寶貝女兒伊萬卡也深得真傳，在
中美爆發貿易戰的同時，積極進軍
中國市場，截至2018年，伊萬卡
在中國取得34個商標註冊。兩人
都藉此賺得盆滿缽滿。
有媒體早前踢爆，特朗普集團網

絡商店出售的268項產品之中，只
有41項是美國製造，佔全公司產
品僅15.3%。伊萬卡已結束營運
的旗下品牌，產品卻是中國製造。
美國《財富》雜誌今年1月報道
指，伊萬卡獲得中國初步批准5個
商標註冊，包括幼兒中心、太陽眼
鏡、婚禮禮服等。截至2018年，
伊萬卡在中國取得34個商標註
冊。
由此可見，特朗普一家對中國

貨其實是真愛啊！那為什麼又要
挑起貿易戰呢？莫非是愛之深、
責之切？眾所周知，中國對美貿
易順差的主要來源是紡織品、日
用品、玩具等低技術產品，在高
科技產品方面拿得出手的暫時不
多。而美國加徵關稅的產品清單
恰好也是低技術產品，卻放過了
醫藥產品和稀土等關鍵礦產。
特朗普天天高呼要令美國再次

偉大，威逼利誘在華設廠的美國
公司搬回美國，看來他認為美國
只要不再依賴中國，可以自行生
產胸圍底褲加廁紙之後，美國就
能夠再次偉大，至於高科技產品
就留給中國生產吧！
而特朗普也身體力行，貫徹這一

理念。他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任何
美國企業使用有損國家安全的通訊
設備，美國商務部隨即將華為以及
其70家子公司加入禁制清單。華
為是通訊設備技術的全球領軍者，
美國不用華為的新技術，卻要用自
己的過時產品，想盡辦法要比中國
落後，實在令人費解。

有人將特朗普的名字翻譯成川
普，個人認為叫「川譜」應該更加
合適，因為他表裡不一，永遠都是
戴着臉譜示人，而且對於許下的承
諾說變就變，猶如川劇的變臉大
師。我們不妨繼續看他能表演到何
時？！

沐杰

上周六的立法會
審議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
會爆發大衝突，身為主持的石禮
謙，遭到反對派議員暴力強行阻攔
進入會議室，立法會一度陷入混亂
狀態。一眾反對派議員將這種台灣
議會的模式「引進」到香港的議
會，想用「集體衝突」的形式來搞
亂香港的議會秩序，相信香港市民
對這種亂象和「文化」很難接受、
會很痛心。
作為工商界，為了維持香港良好

的營商環境，我們堅決支持特區政
府修訂《逃犯條例》，強烈譴責反
對派各種橫蠻阻撓修例進程的行
為，希望他們以香港市民的福祉為
依歸。本人認為，議會應有文化是
互相尊重，民主精神就是少數服從
多數、程序公義，世界上所有法律
都是針對犯罪行為而立法，修例的
目的是為了維護公義、打擊犯罪，
防止香港淪為「逃犯天堂」，任何
嚮往法治的人都不應該反對。然而
反對派在程序上，一再採取激進行
動，傾盡全力阻撓特區政府修例，
實在有違公義，這樣鬧下去不僅浪
費香港納稅人的公帑，且經過國際
傳媒的報道，會影響香港立法會的
形象甚至整個香港的形象。
目前，修訂《逃犯條例》已是刻

不容緩，也看不到反對的理由，可
是反對派議員卻一味將事件政治
化，發起強烈猛攻，擾亂議會、上
街請願、到美國游說，為阻修例無
所不用其極。如果這一次輕易妥
協，對於香港下一代年輕人來講，
會傳達一個錯誤的信息，即只要用
暴力的行為，就可以得逞，而這是
完全負面的信息。
請市民以雪亮的眼睛看清楚，反

對派此輪針對《逃犯條例》的攻勢
是別有用心的，反對派只想憑藉政
治化議題，製造輿論，藉此爭取選
票，這已是他們的慣常伎倆，如今
只是故技重施。特區政府在修例上
得到了廣大市民的支持，應加強向
各界的解說，使修例得以順利完
成。

莊健成 香港廣東
社團總會常務副主
席 新界潮人總會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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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三點意見值得深思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日前會見本港一個訪京團體，談到香港特區政府正在進行的有

關修例工作時，指出關鍵是把握好三點：一是要守護法治和公義；二是要回歸理性和專業；

三是要尊重事實和「一國兩制」下國家的「一制」。這三點很有針對性，值得大家深思。

黃英豪律師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召集人

特區政府今年3月向立法會提出修訂
有關移交逃犯的條例草案，既是為處理
台灣殺人案的疑犯陳同佳一事，使涉嫌
犯罪者得到法律應有的懲處，同時，也
是為了堵塞法律的漏洞，不讓香港繼續
成為犯罪者逃避法律責任的「天堂」，

歸根結底，就是要守護法治，彰顯公義，充分體現香
港尊崇法治這個核心價值，因而得到了香港社會主流
民意的支持。

政府修例行動順應主流民意訴求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的聯署支持行動，截至5

月16日18時，已經有來自社會各界的27萬7千多市
民參與，反映出保公義、護香港、撐修例的強烈

呼聲，顯示出特區政府的修例行動，不僅完
全合法合理，而且是順應了主流民意的

訴求。
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這個法例的修訂，不可
避免會觸動少

數 人

的敏感神經，一些人出於各種各樣的目的，發動了杯
葛行動，四處散播不實言論，甚至將修例說成是「港
人隨時會被移送到內地受審，香港再沒有司法獨立」
等等。立法會內某些議員，還採取了非理性的行動，
用盡一切方法拖延審議法案。少數議員甚至進行議會
的暴力行為，霸佔會議室，搞另類委員會，把立法會
的議事堂搞得烏煙瘴氣，一片混亂。

這種不理性、不專業的行為，不僅無助於解決問
題，而且嚴重影響了立法會正常的運作，有損其議員
的形象，也辜負了市民的寄望。

期待更多市民加入聯署支持行動
事實上，從提出修例建議開始，政府有關官員一直

在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也實事求是地修改了草案部
分建議，足見政府是與時並進，願意聽取不同的聲
音。目前，立法程序已經進入了立法會審議的階段，
修例工作已經不容再拖，社會各界都期待議員們以理
性和專業的態度去審議法案，對不同的意見進行溝通
協商，在守護香港法治、堵塞現有法律漏洞的大前提
下達成共識，讓有關法例修訂盡快通過。否則，台灣
殺人案疑犯就有可能逍遙法外，法治就不能落實，公

義就難以彰顯。

張曉明主任指出，要尊重事實和「一國兩制」下國
家的「一制」，這一點也很有現實意義。事實上，香
港雖然回歸祖國22年，但由於本港與內地分屬不同司
法區域，加上沒有移交協議，因而被犯罪分子利用這
個漏洞來進行跨境犯罪，對兩地的治安造成了一定的
影響。

內地為了協助香港維護法治，過去22年由內地移交
給本港的罪犯，約有200多人，這說明了在「一國兩
制」下，內地為本港長治久安作出了大量的貢獻。但
是，香港某些人卻將移交逃犯這個本屬法律層面上的
問題無限上綱，甚至以此來攻擊內地，抹黑內地的司
法制度，這些言行無疑是沒有尊重「一國兩制」下國
家的「一制」。對此，大家不僅要深思，而且還應該
有行動。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今後根據立法會審議
的進度，將組織更多的活動，配合特區政府向
廣大市民解釋修例的目的意義，力求解疑
釋惑，期待更多的市民加入聯署支持
行動，充分表達香港支持修例
的滔滔民意。

修訂《逃犯條例》所引起的爭議，至
5月11日立法會一場醜陋的暴力鬧劇上

演，終於真相大白。
之前，反對派口口聲聲「幫助港人爭取利益」，假借

市民的身份反對修訂條例，把本來只針對逃犯的法例，
生拉硬拽扯上普通市民，扯上港人的個人自由和人身安
全，「被消失」「被認罪」之聳聽危言搞得市民惶惶不
安，彷彿修例之後港人人人都將成逃犯，人人都將被移
交內地繩之以法。有明白人問：這可能嗎？反對派口中
的這些「洪水猛獸」不免太危言聳聽了吧！

事實上，有關《逃犯條例》自回歸至今一直存在漏
洞。內地會把逃匿內地的香港逃犯交還香港審判，據
不完全統計，自2006年以來，已移交240多人，但香
港卻因沒有法律規定，沒法向內地移交逃犯。香港實
際上成了「逃犯天堂」。2017 年很火的反腐電視劇

《人民的名義》，反映內地貪腐分子逃至香港「三季
酒店」匿藏的故事，很多人深知其意。
香港有些人，一面指責內地多麼貪腐，一面卻對因

內地「打虎拍蠅」而逃至香港「三季酒店」「望北
樓」的貪腐分子視而不見；一面詬病內地司法多麼不
堪，一面卻對國家進行的完善法治舉措冷嘲熱諷，甚
至拒絕履行香港應盡的責任；一面自稱維護香港法
治，一面卻對特區政府完善法例設置重重障礙，反抗
手法無所不用其極；一面自詡為「民主衛士」，一面
卻在立法會議事殿堂圍追堵截大打出手。
5月11日立法會令人震驚的一幕，讓市民們終於看

清某些議員的嘴臉，修例究竟動了誰的奶酪，觸動了
誰的神經，已然真相大白。

拜託這些人：千萬別再拿市民說事！你們代表不了
740萬市民。千萬別再說自己代表民主自由正義！你

們大打出手的那一幕，完全踐踏了民主自由正義。千
萬別再說自己維護香港！你們令人不齒的行為，已經
敗壞了香港的清名。
立法會的這一幕，也令市民靜下心來思考修例的必

要性。回歸22年了，內地日新月異地變得更好，法治
也越來越完善，眾多港人進出內地都有切身感受。我
們一衆在內地投資興業多年的香港工商界人士，對內
地日益完善的法治環境深有體會，許多人的「第一桶
金」得益於內地的好政策。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以習
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再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只會越來越好，港人更越
來越有信心。在這一進程中，香港理應擔當起應盡的
義務和責任。
修例是香港應盡責任的一個內容，對完善香港法

治、保障市民利益更是好事。

反對派大打出手踐踏民主自由
鄧清河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執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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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對修訂《逃犯條例》存在很大的分歧，近日
在立法會以至社會上都引發了不少激烈的討論，甚至
謾罵暴力的場面。當平靜下來，請以初心思考以下問
題：
在台灣殺人，逃回香港就不需接受法律制裁，死者

含屈而終，沉冤未雪；在香港犯罪，逃到台灣或澳門
便可逃之夭夭；在沒有引渡條例的地方犯案後逃回香
港，就算已判刑，只要不再踏足該地，也不用接受法
律制裁，大可繼續享樂。

若你心有戚戚然之感，相信你也不希望因現時法律
缺憾，而造成以上種種不公義的情況再延續下去。修
例的需要刻不容緩，台灣殺人案中疑犯陳同佳雖在香
港洗黑錢罪成被判入獄，但如扣除還押期及在囚期內
行為良好，或可扣減三分之一刑期，預計陳同佳最快
10月獲釋。由於現時逃犯移交條例未完善，故現時就
算陳同佳在法庭承認殺人，但香港的法庭亦無理據對
他所犯的案件作出審訊判刑，也就是說疑犯能避過法
律的審判，逃之夭夭。陳同佳案件凸顯了我們法律的
不足，與其說是單一案例，倒不如說是冰山一角。

雖然現行《逃犯條例》容許以「個案形式」處理移
交逃犯安排，但執行時必須先制訂附屬法例，制訂附
屬法例要首先刊憲，刊憲時已披露了疑犯及個案細
節，之後再在立法會討論，這會驚動逃犯逃逸，做法
根本不可行。所以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回歸以來，
從未有個別個案作移交逃犯處理成功，當然這不代表
沒有移交的需要，單單目前已有5宗涉及港人的移交

個案未能處理。再者，這些跨區移交個案時有發生，
今天陳同佳案在台灣發生，明天同類案件可能會在內
地發生，放虎歸山的案件一宗也太多，所以我們應該
正視問題，全面堵塞法律漏洞，讓香港及其他未簽訂
長期協定的地區之間能順利移交逃犯。
為消除社會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疑慮，政府再次

強調，修訂《逃犯條例》主要針對嚴重罪行的逃犯，
其中並不涉及政治、宗教、種
族等案件，這些案件一概不能
運用《逃犯條例》。在修訂
《逃犯條例》中，都保留現時
《逃犯條例》保障人權的條
款，而整個程序會交由法庭處
理，並交由行政長官發出一個
證明書啟動移交逃犯程序。法
治一直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
值，司法獨立彰顯公正也是香
港法庭一直以來所堅持的，香
港的司法獨立過去幾年一直在
亞洲穩居首位。所以，在理性
上，我們確實沒有理由相信在
處理移交逃犯上法庭會偏幫任
何一方。如反對派不用理性來
判斷大是大非，對內地持有偏
見，縱然立法再完善，甚至沒
有什麼《逃犯條例》，他們也

會認為內地會以其他手段在香港捉拿政治犯。如因為
偏見而錯過了及時修訂《逃犯條例》的機會，讓公義
不得全面彰顯，繼續讓逃犯消遙法外，難道我們企求
死者自行向包青天擊鼓鳴冤嗎?!
有見及此，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支持加快立法修

訂《逃犯條例》，讓香港市民能在更公義的社會環境
下生活，得到更大的保障。

勿忘初心 彰顯公義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本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俄羅斯，
據悉，將於索契與俄國總統普京會面。刻
下，美、俄關係跌到冷戰結束以降的冰
點，比起奧巴馬第二個總統任期之內，爆
發克里米亞以及烏東危機時，華府與克里

姆林宮的矛盾更尖銳、互動更生硬。憑藉特朗普有限的
外交視野，以及蓬佩奧不足的國際威望，客觀上能否讓
美、俄關係谷底回升，實在難以樂觀。因此，環球媒
體、學界，對於是次蓬佩奧訪俄的關注與期待，確實相
當有限。
然則，稍稍樂觀地看，美國領導人主觀上，重新意

識到莫斯科在眾多國際紛爭的關鍵角色，也未嘗不是
一種進步。毋庸置疑，要美國上下斷絕一切對俄政經
聯繫，不只無益更屬不現實，眼前的變化，或多或少
讓人感到世界重回多邊協商的可能。相比起烏克蘭、

黑海局勢，美國更須要在中東地區，尤其是波斯灣北
岸，即伊拉克、敘利亞等國的穩定問題上，多與俄羅
斯溝通協作。
中東亂局遠的不消提，單論踏入21世紀後，從北非席

捲西亞的多起顏色革命，就先後將利比亞、埃及、伊拉
克、敘利亞等阿拉伯大國捲入涉內、涉外的戰爭當中。
表面上，美、俄就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去與留，南轅北
轍、寸步不讓。然則，在確保中東總體安全、油氣價格
可預期方面，美、俄也不像冷戰高峰期般針鋒對決、你
死我活。從學理上講，這就是從冷戰到後冷戰時期，國
際關係、特別是大國關係的根本區別。
在現實角度，當美國因為頁岩油氣探勘、開發技術的

突破，而逐步由能源淨輸入國轉為輸出國。對於中東憑
藉「石油美元」而崛起的大、小國家，華府的外交政策
漸見搖擺。奧巴馬連同中、俄、英、法、德五國，與德

黑蘭簽訂核協議，固然讓全球稱慶。然而，此舉也讓華
府與其中東兩大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關係陷
入困境。沙特王室與以國極右總理內塔尼亞胡，更在奧
巴馬任期之末，對白宮的中東政策作出嚴厲批評。

特朗普的首任國務卿蒂勒森原是石油大享，首任國
務卿馬蒂斯乃前駐中東美軍司令，特朗普就任後首度
外訪，選的就是以色列及沙特。特朗普重中東、重中
東盟友，由此可見一斑。如今，美國從一個極端又擺
到另一極端。沙特、以色列的保守派，自然樂見特朗
普掌權，但伊朗、俄羅斯，透過參與伊拉克、敘利亞
內戰，在中東重新找到戰略支點已成事實。單純靠武
力恫嚇和制裁，就得以解決以伊朗為首的什葉國家與
沙特等遜尼派的對峙？沒有莫斯科的參與，華府對伊
朗談也不是、打也不是。無論蓬佩奧的策略如何，球
已經發到普京腳下，就看俄方如果回傳了。

蓬佩奧訪俄或開啟美俄中東協作新篇
許楨 博士 香港智明研究所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要求盡快修訂《逃犯條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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