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倡建交流平台 促進跨代對話
專家指港青忽略「一國」原則 彌補撕裂才能「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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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長達逾半年的修例風波中，部

分年輕人變成黑衣魔走上街頭，以暴力表達訴求，甚至是傷及

無辜，喪失基本倫理。由「一國兩制青年論壇」主辦的《兩制

之辯》中英文版新書發佈會暨「香港再出發」研討會昨日在港

舉行，與會者談及香港青年基本價值觀的損失，認為青年太過

着重於「兩制」，而忽略了「一國」的原則，為此，積極促進

社會各界對話溝通是香港向前走的重要舉措，包括搭建老中青

跨代對話平台彌補社會撕裂，希望未來可以做一些理性的跨代

對話，並加強關心青年，改善這些思想及緩和跨代的關係。

特區政府兒童事務委員會非官方委員黃
梓謙昨日在研討會上以親身經歷，講述自
己對參與修例風波青年的觀察。在過去的
半年，他一直以個人身份在保護兒童，並
經常與不同人士、政黨交流及接觸。他
說，自己在上月18日接到信息，指有人想
離開理工大學，但不敢出來，所以他先跟
警察作出溝通，再跟一些社會朋友進入理
大，把想離開的年輕人安全地帶出來，再

交給警察處理，「我們是做中間調停，因
為如果再發生流血事件，只會令矛盾變得
更激烈。」
黃梓謙說，他負責的隊伍是18歲以下人

士，當中有15個12歲的名校中一學生，他
詢問他們為何進入理大，得到的答案竟然
是「為了去支持朋友」。他認為，近期事
件反映社會應更關心青年，及青年的價值
觀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新書《兩制之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鄒平
學昨日在研討會作總結發言，認為大灣區
沿線城市的融合是大勢所趨，不會因為今
日香港出現了政治上的變化，或深層次矛
盾的爆發，而有所改變。他相信香港的未
來還是非常光明的，強調香港要向一個健
康的方向出發，發揮在國家中的獨特作
用，並希望建制派及其他派別人士都要從
香港整體利益出發，作出理性及建設性的
調整。
鄒平學問道︰「香港再出發是走光明大

道，還是不歸之路？」他表示，中央在建
國初期確立的對港方針，到後來的「一國
兩制」，也是將香港放在國家和中西方的

格局中來看，不會輕易改變。
他指出，中央政府現時仍不斷推出對港

及對澳的政策，反映了中央對「一國兩
制」不會變、不動搖的態度，亦保證「一
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
鄒平學說，香港是東西方交流的地方，對

內地而言，是通過香港來了解和觀察世界；
對西方來說，香港是他們進入內地最佳的渠
道和平台。
他說，只要社會沉靜下來，隨着大家努

力，一定會產生求新、求變的建設性力
量，相信香港的未來還是非常光明的，而
年輕人的發展是離不開國家和大灣區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兩制之辯》由「一國兩制青年論
壇」主席何建宗和副主席林至穎編著，
為該智庫十多名成員過去兩年的文章結
集。 此書主要分為六大章節，每個章
節由若干篇文章組成，分別就「一國兩
制」、憲法與基本法、管治香港、大灣
區發展、港人身份與待遇及青年議題等
作深入討論。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序言中說，各位

青年朋友在閱讀此書時，除了更深入認
識「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外，可從
多角度思考如何抓緊面前的機遇，進一
步推動「一國兩制」的新實踐。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則指，《兩制之

辯》以簡潔行文、中立角度、理智地談及
「一國兩制」、基本法、大灣區等相關的
政治民生議題，希望讓讀者能了解當中的
內容，以免被一些偏頗的資訊所誤導，有
助增強對「一國兩制」實踐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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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生入理大稱撐友
黃梓謙：應關注價值觀教育

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王
振民在致辭時表示，「一國兩

制」是維持特區繁榮穩定的基本國
策，但先講「兩制」和「高度自
治」，而不講「一國」的原則，是行
不通的，「那只是事物的一部分，不
是全部。」「一國兩制」是國家的基
本國策，全世界透過香港和澳門與內
地做生意。香港不僅是國家平台，也
是國際平台，所以要讓國際社會深入
認識「一國兩制」。

王振民：青年應承擔歷史使命
王振民說，從現在開始到未來的
20年至30年，是當代青年的責任，
主要靠內地與香港青年共同發揮作
用，勇敢地承擔起歷史責任和使
命，強調青年人扮演着極其重要的
角色，應該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何建宗：特首及官員宜參與對話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主席何建
宗表示，香港修例風波讓人痛心之
處在於政治全方位進入各種人際關
係，造成家庭、朋友和同事關係的
撕裂。一個值得香港人思考的問題
是：政治訴求是不是已經影響到基
本的價值觀？
他認為，香港現在最缺乏對話和信
任，因此應盡快在全港十八區搭建對
話平台，包括搭建涵蓋老中青三代的
跨代對話平台，讓不同的界別和年齡

層的人擁有和平渠道表達意見，會
議、公開論壇或網上渠道均可。同
時，除特首以外，特區政府其他不同
級別官員都應該參與對話。

田飛龍：須護未成年者心智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
田飛龍在研討會中亦表示，「一國
兩制」是中國決心融入世界體系的
體現，並在很大程度上是保障了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如果沒有
了「一國兩制」，香港很容易會被
周邊平台和城市快速超越。
他認為，基於「一國兩制」框架
和基本法規定的秩序重新確認法治
底線，是香港社會對話重建的基
礎。他認為，修例風波是對香港社
會的價值內耗，香港社會需要展開
一場關於核心價值的辯論，並定下
反對侵害這些價值的規矩。
他又指，香港的政治重建必須聚
焦如何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和心
智，讓他們健全地理解不同的政治
觀點和立場，理性作出選擇，避免
造成一代人的心靈創傷以及價值觀
的扭曲。
他相信，香港青少年的心理教育
和心理援助可能已是修例風波之後
無法迴避的課題，而如何對警察、
政府、國家和世界建立帶有光明的
觀念和世界觀，對他們自身的進步
和選擇也非常重要。

鄒平學：灣區融合大勢所趨

■一眾嘉賓研討「香港再出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兩制之辯》中英文版新書發佈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昨晨突擊行動搜出一批致命武器，包括一
支9MM半自動手槍以及105發子彈。這是本土恐
怖主義在港發展到行動階段的嚴重警號，所幸警
方果斷出擊，關鍵時刻防止了嚴重血腥暴力襲擊
的發生。香港出現本土恐怖主義組織，是煽暴、
縱暴派以謠言歪理，煽動仇恨政府及警隊的必然
結果；他們如今繼續煽動仇恨、鼓吹和美化暴
力，只會把更多人帶入歧途、助長本土恐怖主義
氾濫。全社會必須認識到：只有止暴制亂，才能
剷除本土恐怖主義的土壤，香港市民包括「和理
非」人士，一定要果斷徹底地與暴力割席，令社
會恢復理性；而政府更要高度重視本土恐怖主義
的現實威脅，給予警隊止暴制亂更大的授權和支
持。

借修例風波發動的暴力運動已歷時半年，本港
警方昨天首次在突擊行動中檢獲槍械。警方相信
該手槍有優良發射能力，擬在昨日的民陣遊行集
會時射擊警員或嫁禍警員傷及無辜途人。初步調
查，被捕11人屬於一個激進組織，曾在10月20
日以大量汽油彈攻擊旺角警署。警方對本土恐怖
主義有組織、有預謀的恐怖暴力計劃，高度警
惕、及時偵破、果斷撲滅，保障了市民的生命財
產安全，更向社會清晰傳遞警方堅決打擊任何本
土恐怖主義暴行的強烈信號。

本土恐怖主義指本地居民採用暴力行為製造恐
懼，以達成其推動在政治、宗教等意識形態上的
目標，歷史上的北愛爾蘭運動，近年美國的白人
至上極端主義，皆是造成重大傷害的本土恐怖主
義。本港煽暴派、縱暴派臆造所謂「制度暴
力」，以「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煽動對政府的
仇恨，把盡忠職守、維護法治的警察抹黑為「黑
警」，把警察依法執法誣衊為「濫暴」，用「公

民抗命」「違法達義」等歪理，
把破壞法治、暴

力打砸者美化為「義士」「勇士」，更以所謂
「爆眼女」「831太子站警暴殺人」「新屋嶺強
姦」等謠言，持續煽動、推高社會仇恨情緒。這
正是本土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

當社會充斥敵視甚至仇恨，暴力便無阻擋地肆
意橫行。先是暴力針對政見不同者，再到無差別
地恐襲市民；從打砸立法會、警察總部、政府總
部，到針對中資銀行、商戶、港鐵的縱火破壞，
再到對所有不同意見商戶進行無差別暴力攻擊；
在極度仇警下，黑衣魔對警車投擲汽油彈、陷警
車於熊熊大火，以遙控炸彈襲擊警車，繼而發展
到襲警搶奪警槍、對前線警察利刃割頸、箭射警
察等，縱暴派、黑衣暴徒不斷升級的暴力，讓香
港受到本土恐怖主義的嚴重現實威脅。

本土恐怖主義嚴重威脅香港人權自由、港人生
命安全、香港穩定繁榮。警方首次檢獲致命槍械
發出清晰、嚴重警號：本土恐怖主義不再是危言
聳聽，亦不是縱暴派口中的什麽陰謀論，而是已
經走向行動階段的現實危險。面對本土恐怖主義
的扎根、蔓延的苗頭，任何漠視不顧、心存僥
倖，都是對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城市穩定繁榮的
極大傷害。

因此，全社會應達成共識：只有止暴制亂，才
能從根本上剷除本土恐怖主義生長的土壤。特區
政府有法律和道義責任保護市民，應向社會清晰
傳遞絕不姑息任何暴力、不容任何本土恐怖襲擊
行為的立場，並高度重視、主動作為，成為反本
土恐怖主義的強勢主導者，包括授權警隊更大依
法執法權力、支持警隊強力止暴制亂，制定打擊
本土恐怖分子的嚴厲舉措；司法機構要以更嚴
厲、有力的法律手段，震懾暴恐行為、強勢遏止
本土恐怖主義犯罪行為；香港市民包括持「和理
非」態度人士，更要果斷、堅決地與暴力割席，
遠離極端思潮，恢復社會理性。

只有止暴制亂 才能剷除本土恐怖主義土壤
據海關總署昨日發佈數據，中國今年前

11個月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8.5萬億元人
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2.4%，較預期好之
餘，還呈現多個亮點。中國外貿重拾增
長，顯示中國在中美貿戰中沉應對，堅
守底線、堅持多邊主義、以深化改革開放
來增加經濟動能的應對策略奏效，調結
構、穩增長的中長期戰略發揮作用。中國
絕不會被美國挑起的貿易戰打垮，未來發
展會堅持多邊主義、堅持深化改革開放、
堅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絕不會拿原則底
線作交易。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有
「一國兩制」這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只
要盡快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在祖國這
個強大後盾下，肯定可以度過修例風波導
致的經濟困難。

最新發佈的貿易數據呈現多個亮點，說
明經過數年的轉動力、調結構、培育競爭
新優勢，中國經濟的發展新動能愈發明
顯。

第一是貿易多元化，持續培育新的市場
體系。今年前11個月，中國穩居世界第一
大貨物貿易國地位。雖然中美貿易總值下
降11.1%至3.4萬億元，但中歐貿易總值增
長7.7%達4.4萬億元，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
增長12.7%達3.98萬億元。數字反映中美貿
易佔外貿總值的比例持續下降，已經不足
12%，美國挑起的貿易戰對中國的「殺傷
力」已大不如前。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中
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達 8.35
萬億元，增長9.9%，高出整體增速7.5個百
分點，未來隨着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
的投資與貿易往來增加，相信其佔整體對
外貿易的比重也會持續提高。

第二是外貿主體呈現良性發展。在企業
主體上，民營企業成為中國第一大外貿主
體，佔外貿總值的42.5%，挑起對外貿易的
大樑；在產品結構上，機電產品出口達
9.09萬億元，佔出口總值的58.4%，出口產
品的附加值和技術含量愈來愈高。

第三是經濟增長動能持續向內需轉變。
中國11月進口由降轉升，增長2.5%，進口
增速是 8 月以來首次轉正，反映國內需求
改善。早前在上海結束的第二屆進口博覽
會，意向成交額達到 711 億美元，較上屆
增加 23%。這是中國主動增添的貿易管
道，顯示中國由「世界工廠」轉型為「全
球超市」的堅定進程。受生產和新訂單指
數推動，11月中國官方製造業PMI意外回
升至50上方，並創下8個月高位。這一系
列數據，都反映伴隨着前期逆周期調節政
策進一步落地，中國經濟運行開始顯露由
降轉穩的跡象。

美國挑起對華貿易戰，美國國會近期更
無理通過涉港、涉疆的所謂「法案」，利
用意識形態手段干預中國內政，對兩國貿
易關係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然而，中國的
經濟基礎是穩固的，改革開放的步伐是堅
定的，中國有充足底氣應對外圍經濟起
伏，美國無論高舉貿易戰大棒還是打「香
港牌」「台灣牌」「新疆牌」，都不可能
打垮中國，更不可能妄想中國拿自身核心
利益作交易。明乎此，香港人要心中有
數，現階段應盡一切努力止暴制亂，加速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搭上祖國轉型發展的
快車，讓本港經濟走出低谷、重拾
輝煌的正途。

外貿數據回暖提升應對貿戰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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