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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經歷了沉痛的
一周，反修例抗爭引發暴力衝擊，出現
掟磚、掟鐵支、堵路癱瘓交通等情況，
導致包括警員、市民在內多人受傷，立
法會一帶混亂不堪，港人傷透了心。筆
者認為，有人對修訂《逃犯條例》議題
有不同立場，實屬正常，可以理解，但
是，使用暴力可否解決問題？如今政府
已宣佈停止修例工作，筆者期望，社會
盡快回歸理性，以免讓政爭惡化，破壞
社會穩定、阻礙發展。
任何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和自由，

但不可越過守法、和平的底線。香港作
為多元社會，不論支持和反對的意見如
何，都得到基本尊重，並透過議會機制
及其他和平理性的渠道進行辯論，市民
可以認識修例的好壞。
此次修訂引起激烈爭議，立法會作為

表達政見的最主要平台，卻因為反對派
的阻礙，完全無法發揮應有作用，反而
令社會的憂慮、偏見不斷升級，也是導
致暴力衝突的主要原因。向來自我標榜
所謂「最民主」的反對派，處心積慮自
毀民主長城，引發暴力衝擊，他們難辭
其咎。
筆者首先帶大家「回帶」看看。早於

兩個月前，反對派自組「山寨法案
會」、自選「冒牌主席」，並暴力干擾
開會，令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無法選出主
席、進行修例辯論。相反，反對派搶佔
平台，不斷散播不安情緒；當政府無奈
變陣，將修例草案直上立法會大會討論
時，反對派故伎重施，更鼓動示威者衝
擊立法會大樓。

顯而易見，正因為反對派的無理干
擾，修例草案從頭到尾未能進行正式討
論，更出現暴力衝擊、社會撕裂的情
況，反對派將民主、公平、正義拋在一
邊，起勁鼓動違法暴力、危害公眾安全
之事，居心何在？
反對派或許會說，他們曾經提出公開

辯論，但是，為何已有立法會這個行之
有效的公開討論平台不用，卻要另設一
個討論機制？如果反對派不相信立法
會，為何還要參與選舉？是否輸打贏
要？
有電視台在6月9日對遊行人士的訪

問中，揭示有不少遊行的市民對修例
一知半解，以致產生誤會。有調查更
反映，有9成的受訪者錯誤認為，只
要講出一句對政權不滿的說話，便會
被移交。如此情況實在值得社會反
思。因為受人誤導，便參與大規模街
頭抗爭，更引發暴力衝突，破壞法
治，影響香港國際形象，這是否合理
和值得？
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下，有別有用心

的外部勢力及人士，早已處心積慮製造
混亂、阻遏中國發展。暴力衝擊化解矛
盾於事無補，反令社會更撕裂，廣大市
民有必要冷靜反思、回復理性，以免中
了別有用心之人的圈套。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
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
區議員

近日，港府修例造成
激烈爭議，示威行動演
變為暴動。如今，林鄭
特首決定暫緩修例，待
廣泛諮詢後再決定如何

推進。緊接着，中央四部門同時發表
聲明對決定表示尊重、理解和支持，
表明了中央對特首的信任。
「一國兩制」的方針不會變、不動

搖。中央對特首的信任，充分顯示中
央政府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而行政長官作
為特區和特區政府的「雙首長」，也
是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
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香港社會
出現任何問題，行政長官都必須承擔
相應責任，妥善解決相應問題。
「一國兩制」是香港的「定海神

針」，而「一國兩制」的初心，一是
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二是保持香港
繁榮穩定。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是全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只要堅持按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施政就可以一直向前。香港回歸22年
來的成功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最
適合香港。
應該看到，反修例抗爭從一開始針

對的就不是修例的內容，而是要製造
新的政爭，打擊政府管治威信，令香
港發展更困難。
面對修例暫緩現實，香港社會也要

承擔修例無法通過所帶來的法律後果
和安全漏洞。事已至此，修例爭議應
告一段落。政府用最大的誠意、最謙
卑的姿態，回歸初心、回歸民生，希
望市民與政府共同努力，走出香港目
前的困局。

陳曉鋒 深圳大學港澳
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
究員 就是敢言執行主
席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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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得寸進尺 不亂港不收手
特區政府決定暫緩《逃犯條例》修訂，已經回應了市民以及反對派的訴求。反對派

以反修例為名挑動這場風波，特區政府已經暫緩修例，顯示出最大誠意，反對派根本

沒有理由繼續糾纏下去。可惜恰恰相反，反對派至今不但未有收手之意，更再次發動

遊行，甚至反口挑動「三罷」（罷工罷課罷市），反對派政黨繼續動員，激進派繼續

搞事，在遊行當晚更發生了「第三次佔領」。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這說明什麼？說明反對派愈來愈得寸進尺，說明反
對派挑動這場風波，根本不是為了修例，更說明反對
派不亂港不會收手。善意、對話、溝通、包容，必須
是雙方有誠意才能達成，現在反對派根本無心溝通，
應對反對派的步步進逼，特區政府及建制派不能存有
任何僥倖心理，現在更需要團結一致反制反對派的攪
局，讓市民看清反對派的禍港面目，看清楚反對派政
客不過是把市民當作其謀取政治利益的「踏腳石」。

反對派得寸進尺 提出荒謬訴求
6月16日的遊行，其實是一場沒有必要的遊行，

原因是修例已經暫緩了，風波理應告一段落。然而，
反對派卻利用一場意外大作文章，誤導市民繼續

上街。他們更提出多個在任何國家及政府都
不可能接納的訴求，包括什麼追究警方、

不檢控違法分子等等。
全世界任何一個政府，包括

英美政府，都不會因為政
治原因而在法治上

妥協，違

法就要檢控，不論持什麼政治理由。違法暴力的示威
者，沒有「免罪金牌」，這是所有法治地區的應有之
義。至於追究維護法治的警方，更是荒天下之大謬，
執法成被告，暴徒竟無罪，將來誰來捍衛法治？誰來
維護香港的社會秩序？反對派的訴求放在全世界，都
不會被政府接納。
然而，反對派堅持提出這些荒謬絕倫的訴求，為

了什麼？為的是獲得一個煽動市民上街、讓一小撮暴
徒搞事的「保護傘」。反對派就是要讓風波持續下
去，直到「七一」，直到11月區議會選舉，讓反對
派大小政棍可以分食「人血饅頭」。所以他們根本不
會收手，而且會將風波不斷炒作。
昨日，因入獄而「錯過」了這場風波的黃之鋒出

監。為了追回他失去的時光，黃之鋒連家人都不見，
急不及待趕到金鐘，煽動示威者繼續發起衝擊，要將
行動不斷升級。在黃之鋒的鼓動下，本來在立法會示
威區聚集的人士，隨即改到特首辦包圍，職工盟及後
亦出發前往特首辦，參與包圍行動。示威者更再次
「佔領」龍和道西行線，令現場交通大受影響。在包
圍期間，一班反對派政客如區諾軒、朱凱廸及范國威
之流，則繼續在現場「抽水」煽動，令到暴力衝擊再

次爆發。

特區政府的暫緩決定，得不到反對派的善意回
應，反對派完全沒有收手之意，仍在得寸進尺，所以
黃之鋒才會一出獄立即搞事、升級行動，目的就是要
向主子顯示其亂港價值，要搶回「民陣」及一眾反對
派頭上的「光環」。

要把香港搞得無法管治
在這樣的形勢下，反對派政客各懷鬼胎，外部勢

力仍然拒絕收手，不論政府再怎麼回應，幾可肯定，
反對派都不會「收貨」。因為，他們要的不是訴求，
而是要把香港搞得天翻地覆、無法管治。
明白到這一點，就會明白與反對派示好，只是與

虎謀皮，政府及建制派要爭取的是廣大市民的支
持，爭取中間市民的理解，對於反對派的攪局搗
亂，理應依法制止。「以地事秦，猶抱薪救
火；薪不盡，火不滅。」建制派應有定
力和信心，反對派繼續搞下去，
只會愈來愈孤立，最終重
蹈非法「佔中」慘
敗的覆轍。

鑒於香港民間的不同意見，特首林
鄭月娥宣佈暫緩《逃犯條例》修訂工

作，政府還表示，因工作不足讓社會出現矛盾紛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此向市民致歉，以最謙卑態度接
受批評；並以開放的態度聆聽社會各方意見，以緩和
社會紛爭，期待盡快恢復平靜。
這麼多年來，香港這顆「東方明珠」的最大優

勢，是在法治的基礎上，形成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
專注經濟民生發展，才取得今日的輝煌。穩定發展、
保持繁榮，香港才可能有美好的未來。
民間對修訂《逃犯條例》還不完全接納，停一

停、放一放，是理智之舉。香港最重要的，仍是經濟
和民生發展，這也是「一國兩制」的初衷。香港回歸
祖國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不變，目的就是要
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維護香港發展的基石。

今天，政府施政遭遇一些挫折，但立即糾錯，中
央亦表示了尊重、理解和支持。希望香港市民應放下

己見，不要置身在陰影中，走出來重新開始，把經濟
民生放在首位。

任何社會發展都必須以民生為依歸，而經濟民生
發展的前提是社會穩定。香港的經濟優勢仍在，國際
競爭力強盛，但遺憾的是，從「佔中」到「旺暴」，
再到今日反修例紛爭，浪費了太多精力在經濟民生以
外的問題，付出太大代價，破壞了香港的社會穩定。
社會不穩定，對香港的發展，對香港經濟民生，遭受
損失難以估量，只會令親者痛仇者快。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城市，穩定是大局，是保持經
濟繁榮、市民幸福的不二法門。社會穩定，利益共
享，才能人心齊、勁十足。香港只有保持穩定，才能
放手發展經濟，人人施展才華，迎來安居樂業的好時
光，這已經被香港的歷史一再證明。

穩定、發展、繁榮，有緊密的邏輯關係，是世界
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也是香
港面對未來的必要條件。社會上有任何訴求，都必

須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表達，以求保持香港的繁榮
穩定為依歸。否則，口號再漂亮的民主、自由，都
是破壞。
香港民眾上街理性表達訴求，政府看到也聽到，

但有人佔街霸路，堵塞交通，影響市民正常出行，更
有人衝擊警察防線，以暴力相向，破壞香港的法治和
穩定。長此以往，香港的繁榮將毁於一旦。
7月1日，即將迎來香港回歸22周年。22年來，

「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落實，取得有目共睹的成
就。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佈的《2019年世界
投資報告》顯示，201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接受
地，香港排名美國和中國之後，位居世界第三。這麼
一個彈丸之地卻有如此魅力、如此能量，正得益於香
港實行「一國兩制」，保持穩定發展。
香港的成就來之不易，需要以和平理性來保持，

共同守護香港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這是全港市民共
同願望和共同利益。

保穩定促發展護繁榮 香港才有未來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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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宣佈暫緩修訂《逃犯條例》後，民
陣繼上周日後，前日再發起遊行。自從特區政府就
《逃犯條例》提出修訂方案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民陣不斷號召青年人遊行和衝擊，並要求政府撤回草
案，對社會有重大負面影響。社會各界是時候冷靜下
來，回歸平靜，理性商議，放下政爭，搞好其他經濟
民生議題。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題為《守望香港》的網

誌，指政府會在不設時限、抱持開放態度的基礎上，
繼續跟各界溝通、解說及聽取意見，且承諾在整合意
見及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匯報後，才決定下一步
如何。他又指，希望有助緩和過去一段時間社會上繃
緊的氣氛和張力，提供時間與空間讓各方能回復在平
靜中對話、理性商議。
不少市民從新聞片段中看到，在暴力衝突中，有

青年向警務人員投擲水樽、雨傘，甚至拆走部分鐵
馬，企圖衝擊封鎖線，情況相當混亂危險。我們理解
青年容易受各種聲音影響，市民亦享有和平表達意見
的自由，但我們絕不能同意以暴力方式表達對修例的
訴求。

重看5年前的違法「佔中」，示威者同樣以暴力方
式與政府抗爭，他們不但未有爭取到所想結果，最後
更有不少人被送上法庭，前途幾乎盡喪，這是誰也不
願看到的結局。

當社會氣氛緊張時，經濟民生等層面亦難免受到
波及。在土地房屋市場方面，上星期由於通往政府總
部的交通一度受阻塞，一幅正在招標的土地需要延遲
截標，將在本星期宣佈新的截標日期。

反修例的抗爭不僅影響政府和立法會的正常運作，
連商戶亦被迫停止營業，對本港經濟造成影響。金鐘

站附近主要商場曾被迫暫停營業，社會討論焦點、精
力都集中到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妨礙了審議其
他經濟民生議題工作，影響市民福祉。中美貿易戰持
續，經濟大環境不容樂觀，議員若將心思全花在反修
例問題上，未能共商對策，協助工商界渡過難關，對
工商界和市民並非好事。因此，筆者希望不同派別議
員，能夠重回理性，別讓政治問題凌駕民生福祉。
反修例引發連場暴力衝突事件，筆者為青年人的莽撞

違法行為感到痛心。我期望家長、校長、教師，以及教
學團體，呼籲學生，不要參與罷課、集會、破壞公物
及阻塞交通等行為，以免做出賠上前程的愚蠢行為。

青年是社會的未來，我相信社會各界都不想看到
青年與警方發生激烈肢體衝突，希望特區政府努力做
好解說的工作，讓青年人堅持守法理性的社會核心價
值。

青年應堅守理性核心價值
莊家彬 香港菁英會主席

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美國一直指責
中國竊取美國企業知識產權及強迫技
術轉移，因而對中國入口的商品加徵
25%的懲罰性關稅。
其實，從一些客觀數字與資料，及

中國官方的文件，可以看到近年中國
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明確態度及其在有關立法、執
法和司法層面不斷優化而取得的成效。

積極主動建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一直引進外商投資促進

經濟發展，成功把經濟動力由以往的勞動密集型加
工轉型至現在的高質量發展，使國家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中國也明白，要繼續吸引及留住外資，
必須為外商來華投資經營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及不
斷建立完善的外資法律制度，以穩定外國投資者的
信心。所以中國積極主動地建立了一套知識產權保
護、運用和管理的體系，包含法律、規劃、政策、
執行機構等。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認為，中國知識產權保

護狀況不斷改善，過去10年間中國使用外國技術支
付的專利授權和使用費增長4倍，2017年為286億

美元，排名全球第4。其中為本國境內使用的外國技
術支付費用的規模僅次於美國，排名全球第2。中國
設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建立了國家
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其間亦起訴了侵
犯專利、商標、商業秘密等罪行達8,325人。
剛於今年3月通過並將於2020年1月1日實施的

《外商投資法》，其中第22條亦有寫明國家保護外
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
權利人和相關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對知識產權侵權行
為嚴格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
得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轉讓技術。

港可建成亞洲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2018年4月26日「世界知識產權日」當天，最高

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並當庭宣判了迪奧爾香料公司與國
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的商標駁回複審
行政糾紛案。此公開審理的案例，向國際彰顯了中國
內地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和強化知識產權行
政保護的決心，做法與國際所認同的「法律必須彰顯
於眾人前」的法律原則一致。該案已經吸納了普通法
系行政訴訟的自然公義定律，成為國家行政訴訟法律
的一部分，是中國內地法律發展與國際法有機結合的

重要里程碑。
儘管如此，仍有外商不時投訴，指中國內地的知

識產權保護不足、各地執法標準不一、政策執行不統
一等。外國投資者希望一方面有內地法律法規的保
障，另一方面也有國際法層面的保護。所以，中國自
1982年3月與瑞典簽署了第一個雙邊投資協定以
來，已經和134個國家及地區簽署了雙邊投資協定，
對外商投資提供國際法保障。據世界銀行發佈的
《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中國位列46位，比上年
提升了32位。但對中國作為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的國家，其營商環境仍有進步空間，尤其在打造內外
資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
益、完善外商投資企業投訴機制、及時處理外商投資
企業反映的問題等等。
在這方面，正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內提

及的，香港可發揮其在知識產權保護及相關專業服務
的優勢，發展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並提供知
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包括訴訟、仲裁
及調解），協助內地發展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及
建立大灣區知識產權信息交換機制和信息共享平台，
繼而進一步促使中國成為「一帶一路」發展中的知識
產權保護領導者。

發揮香港優勢 提升國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錢偉倫 國際私隱專業人士協會認可信息私隱專家（歐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