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蹂躪香港逾一年的黑暴運動日趨平息，
但追究相關罪行的行動不容鬆弛。律政司公
眾秩序檢控組有大批這類案件有待處理，它
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對所有疑犯提出適當的
控罪。檢察官將得充分考慮犯罪證據，根據
保安局資料，這些案件涉及6種與暴力有關
的犯罪行為。
當中，最嚴重的罪行涉及用汽油彈燒傷

警官，黑衣暴徒不斷向警方及其設施投擲汽
油彈，有一位警員在尖沙咀警察局出勤時就
被汽油彈嚴重燒傷。任何人如此施暴都應控
以謀殺，即便不能推斷其意圖殺人，亦可控
以意圖造成嚴重傷害人身罪。兩種罪行都可
判處終身監禁，程度較輕者則可判處有期徒
刑。
第二種情況是警員在出勤時遭暴徒投擲

腐蝕性液體攻擊而被灼傷。 公眾秩序檢控
組應考慮對暴徒控以謀殺未遂罪，或控以意
圖通過投擲腐蝕性液體以造成嚴重傷害人身
罪，最高刑罰可達終身監禁。

第三類案件是暴徒使用刀、箭等鋒利物
件傷害警察。很明顯，罪犯應予以嚴懲，應
當控以意圖嚴重傷害人身罪，並加控在公共
場所管有攻擊性武器罪。

第四類是暴徒使用包括磚塊、鐵棍等硬物
襲警。公眾秩序檢控組顯然不僅應考慮控以
用攻擊性武器襲警罪，還可以考慮控以意圖
傷人而襲擊他人、並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
並可依據證據控以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
罪。

第五類是用改裝武器襲警並造成傷害。
除了控以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外，還可控以攻
擊他人致實際身體傷害罪或更嚴重的罪行，
包括傷害他人罪。
最後一類就是在驅散行動中暴徒對警員

拳打腳踢。瘀傷等輕傷可以襲擊致造成身體
傷害罪提出檢控，否則亦可以襲警罪代替。
儘管香港的刑罰較輕，但法院有責任恪

守 鍾 安 德 法 官 （Justice Gareth
Lugar-Mawson）在2002年於高等法院判
決時所說過的一席話：襲警毫無疑問是嚴重
罪行，除特殊情況外，都必須判處監禁。

此外，我們經常說受害者理應看到犯案
者受到應有懲罰，不僅是為了伸張正義，也
是為了讓受害者得到寬慰。這個道理同樣適
用於執勤時受傷的警務人員身上。
總而言之，警隊在6月30日頒布香港國

安法之前面臨數十年來最嚴峻的威脅，在這
種情況下仍然處變不驚，以卓越的表現拯救
了香港。香港內外的一些顛覆勢力欲以犧牲
香港來打擊中國內地，他們沒料到警隊會有
如此決心捍衛這座城市。警隊在暴徒和炸彈
襲擊者面前無畏無懼，保障生命安危，守衛
法院、公共設施、大學、企業和商舖，讓街
道恢復平靜，還市民安穩生活。
香港警隊殫精竭慮，使「一國兩制」實

施得不走樣，他們倘若奪得諾貝爾和平獎，
受之無愧！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報的英文

版發表在《中國日報》上，內容有刪節 ）

抗疫經濟「兩條腿走路」香港對接國家「雙循環」
今天的香港正處在一個重要關口，面對新冠疫情和經濟嚴重衰

退，必須堅持防疫抗疫和恢復經濟「兩條腿走路」。中央已經確定

新的發展戰略：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

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香港的角色和定位，一直以來都是隨着國家

不同階段發展戰略作出調整和適應，並從中得到巨大的發展機遇。

香港需盡早研究和部署實現在國內國際市場「雙接軌」，參與國內

國際「雙循環」及國家「十四五」規劃。這將是香港經濟復甦和未

來發展的關鍵，也應該是今年施政報告的重點。香港不僅要不失時

機打造亞洲醫療健康投資平台，加強推廣香港防疫抗疫科技，而且

要為「香港製造」和金融業全面參與「雙循環」創造條件。

林建岳 博士 全國政協常委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保護主義和
單邊主義抬頭，新冠肺炎疫情更導致全球經濟步入
寒冬，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自然首當其
衝。香港如何在防疫抗疫的同時，恢復經濟，走出
困境，應該是今年施政報告的重大主題。

港未來發展離不開國家「雙循環」戰略
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經濟的恢復和發

展對外圍的經濟環境有很大的依賴性。環顧全球，
世界貿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巨大衝擊，一片蕭條，預
計今年全球經濟將下滑5.2%，發達經濟體的經濟萎
縮幅度甚至可能達到7%。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
中國成為全球首個恢復增長的經濟體，今年下半年
的經濟增長有可能達到6%左右，全年達到3%或以
上。香港的命運與祖國的發展緊密相連。國家的經
濟率先回暖，不僅為世界經濟的復甦注入了動力，
更讓香港看到了恢復經濟的希望，加強了我們對香
港經濟前景的信心。

中央已經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雙循環」戰略既是推動國家產業鏈升級，令生產、
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賴國內市場，也將進一步推
動內地市場的高水平開放，吸引更多國際的商品及投
資進入內地市場，通過內需和外需「雙循環」相互促
進，為國家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活力。

香港應該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將對接
「國內國際雙循環」，積極參與國家「十四五」規
劃，作為今年施政報告的一大重點。香港不僅需要
盡快落實「港康碼」，恢復兩地通關，為香港接通
「國內大循環市場」創造條件，而且應該爭取國家
支持香港在疫後主辦國際性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戰
略論壇」，邀請中央領導人及相關中央部委首長和
國際層面有影響的重要嘉賓出席並主講，以加強香
港在國家「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中的角色和功
能。

打造香港為亞洲醫療健康投資平台
作為背靠祖國面向全球的國際商貿中心，香港面

對新冠疫情出現的新需求和國家「雙循環」戰略機
遇，需重視在以下兩大產業發揮所長，大顯身手。

一是將香港打造為亞洲醫療健康投資平台。在新
冠疫情之下，醫療產業成為全球最矚目的產業。香
港可以發揮香港中西匯聚的優勢，打造成亞洲醫療
健康投資平台。例如，可以由香港貿發局舉辦具代
表性的亞洲區醫療健康大會，將世界最新醫療健康
相關的藥物、技術、行業趨勢及投資機遇「帶入」
亞太區，特別是中國內地；同時，亦將中國的醫療
健康產品包括中醫藥物、針灸技術等推廣出去，並
且可以爭取中央提供政策支持，聯動「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積極參與亞洲醫療健康投資平台，
支持及滿足發展中國家對醫療的需求，以構建習近
平主席提出的「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二是加強推廣香港防疫抗疫科技。香港有不少醫
療科技產業近年發展迅速，在當前各國對於醫療科
技需求殷切的環境下，香港可以加強對防疫抗疫科
技的推廣，利用香港的平台，做好防疫產品和服務
買賣雙方的配對工作，並將接洽網絡延伸到其他東

南亞國家和海外市場，以擴大本地企業的客戶群和
新商機。同時，特區政府可以主動透過科學園、數
碼港等渠道接觸更多提供醫療科技的初創和科技公
司，引介貿發局進行與海外市場的配對工作，從而
加大推廣規模，提升宣傳效率。香港亦可以協助內
地醫療科技公司開拓國際市場，實現「雙接軌」。

依託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參與「雙循環」
香港要發揮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雙接軌」

角色，全面參與國家「雙循環」戰略，還需做好多
方面部署：加強推廣香港品牌，便利港商於內地銷
售產品，協助「香港製造」參與「國內國際雙循
環」；爭取放寬本港業界准入門檻，加強大灣區金
融市場互聯互通，深度參與內地金融市場，利用香
港業界的國際經驗和金融網絡，在「雙循環」戰略
中發揮更大作用，做大做強香港金融市場；加強推
動香港電子商貿，對接「國內大循環市場」；以粵
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為依託，參與「國
內國際雙循環」及國家「十四五」規劃。

近日，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之一，本人參加
了全國政協湖北視察考察團，親見、親聞當地的抗疫奇
跡，與人民英雄陳薇院士、張定宇博士及眾多奮戰在抗
疫一線的科研、醫務、基層服務等先進代表現場交流，
收穫良多，感受深刻，深深震撼。對比香港目前的抗疫
情況，頗有啟發。
真正感受到什麼是中國精神。年初疫情突襲，湖北

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面對嚴峻、複雜的疫情，湖
北人民同心同德，表現出強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克服
了許許多多外人難以想像的困難，在視察中，聽着一
個個奮戰在抗疫一線的經歷故事，幾次禁不住眼眶濕
潤。疫情期間，無論是領導幹部、醫務人員、科研人
員、基層服務志願者等等，全體中國人萬眾一心，團
結一致，同甘共苦，風雨同舟，不屈不撓，迎難而
上，意志頑強，勇於犧牲奉獻，甚至捨生忘死；科研
工作者求真務實，不斷創新。比如陳薇院士在交流中
提到，很多人問疫情會不會通過蚊蟲傳染，孕婦擔心
會不會傳染給寶寶，全世界都關心疫苗進展……面對
層出不窮的新難題，科研人員不捨晝夜忘我地研究攻
克。所有這些故事，都讓我心生感佩，為自己是一名
中國人而倍感自豪。
真正感受到什麼是中國力量。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

情，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統攬全局，果斷決策，僅僅用1個
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疫情蔓延，3個月左右時間取得武
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最關鍵的是費用
全部由國家承擔，試問，全世界有幾個國家做到？一個
14億人口的大國，做到水不停、暖不停、通信不停，物
質供應不斷，社會秩序不亂，試問，全世界有幾個國家
能如此？中國抗疫的勝利成果，也真實體現了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
的價值追求，國家抵禦風險能力強，治理效能高。這不
僅是中國的奇跡，也是世界的奇跡。如今，湖北及內地

所有城市，都已恢復日常秩序，復工復
產；政府在抓經濟的同時，防控預警也從
未鬆懈，已經進入常態化。
真正感受到什麼是中國擔當。開放合作，命運與共，中

國在抗疫的同時，也積極參與抗疫國際合作，許多中國
醫務人員剛在國內完成抗疫任務，又被調往國外支援，
他們的辛苦付出，及時挽救了很多外國患者的生命，也
為世界戰勝疫情、恢復經濟秩序注入了信心和動力。
內地抗疫成果珠玉在前，可為目前疫情之下的香港提

供一些借鑒。
一是做好宣傳引導。學習內地抗疫為先，生命至上

的精神。香港市民有人命關天的基本共識，香港人也
有不怕苦不怕難的「獅子山精神」，需要從各方面做
好宣傳引導，讓市民放下偏見，放下爭執，以抗疫大
局為重，理解及配合政府抗疫舉措，形成高效運轉的
組織體系和強大合力，齊心抗疫，奮勇爭先，共克時
艱！
二是做好抗疫常態化的充分準備。香港是國際化城

市，各國人士往來密切，外國疫情變動時刻關乎香港抗
疫成效。應堅持常態化科學精準防控與應急處置相結
合，完善預防、檢測等各項體系，做好包括醫護人員培
訓、醫療物資儲備、儲備及培訓一定數量的志願者、加
強基層公共衞生和防疫知識科普教育，始終繃緊疫情防
控這根弦，確保不反彈。
三、學習內地的果斷決策，非常時期須有非常手段；

同時恢復經濟也應有魄力，並拿出利民惠民的方案。
四、學習內地公務人員，到一線支援，倡議民間組

織、志願者到一線為民眾服務。
五、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醫療互通互認機制，推行互認

健康碼，可快速、有效地測試各人員的健康狀況，便於
三地交流往來；設立粵港澳大灣區防疫協調中心，成立
防疫專家小組，鼓勵三地民間組織定期舉辦防疫經驗交
流會。

見證「中國奇跡」致敬「中國精神」
孟麗紅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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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檢計劃達到預期目標圓滿結束，眾多
團體和市民昨自發前往歡送內地檢測支援隊
員離港。但《蘋果日報》前日頭版指，本港
普檢計劃估計耗資 13 億元、平均花費
4,023萬元才揪出一名患者，該報昨日頭版
又改稱，揪出一宗確診個案要香港納稅人支
付天價1,656萬元，兩天報道皆指責普檢計
劃花錢多、不值得。人命至上，救命的價
值，豈可用金錢來點算？毒果報救命之前先
算賬，如此思維和邏輯，荒謬之外，盡顯冷
血，再次暴露毒果報與攬炒派政治病毒上
腦，為挑動對國家的仇恨、對特區政府管治
的不信任，什麼冷血的手段都使得出來。
此次普檢直接或間接識別出42宗確診個

案，若沒有普檢計劃，42名隱形患者在社
區活動，極可能引發更多社區爆發和群組出
現，造成疫情的蔓延，衝擊本港的中小學復
課安排及限聚令放寬舉措實行。毒果報以花
多少錢來看待普檢效益，其角度荒謬、缺乏
基本科學常識，與絕大部分港人的感受背道
而馳。

不過，毒果報救命之前先算賬的做法，
與其一切以政治為先、一切以禍港為先的慣
常做法一脈相承。新冠疫情當前，他們想的
是發動醫護罷工；政府要為港人普檢，他們
馬上指是「基因送中」。毒果報及攬炒派政
治病毒上腦，眼裏哪有人命關天的常識？哪
有港人生命健康第一的觀念？在其思維和邏
輯中，冷血不要緊，政治算計高於一切。

毒果報及攬炒派極度冷血思維與邏輯，
倒是與其美國主子做法相似。特朗普在抗疫
上不尊重科學、罔顧人命，不全力抗疫，卻
熱衷「甩鍋」轉移視線，作為世界上醫療條
件最發達最先進的美國，現在卻是全球疫情
確診人數、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最新一期
的美《時代》雜誌封面，用近日美國死亡病

例數構成了「200000」的數字，數字象徵
過去幾個月因感染新冠肺炎逝世的美國人直
逼20萬，這數字超過美國在越戰中死亡人
數的三倍。
抗擊新冠疫情，中國尊重科學、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已成功控制疫情，並成功重
啟經濟。要講救命的投入，這裏可以告訴毒
果報一組數字：至5月底，國家用於新冠肺
炎重症患者的人均治療費用超過15萬元，
少數危重患者治療費用達到幾十萬甚至過百
萬元；截至5月底，內地共成功治癒3,000
餘名80歲以上新冠肺炎患者。按毒果報救
命之前先算賬的邏輯，國家救助百姓的這花
費貴不貴？用最精銳醫療資源搶救80歲以
上老人值不值？

還有，國家把人民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
放在第一位，果斷關閉武漢的離漢通道，
國家調集4萬名醫護人員星夜馳援，10多
個省份的綜合醫院重症醫學骨幹團隊，整
建制接管新病區。在國家眼裏，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一國之內，互相支援、生
命馳援、命運與共，是常識、是基本操
作，理當如是。
正因如此，當香港疫情嚴峻、每日確診

個案上百、特區政府求援中央時，國家義不
容辭、立即調集廣東、福建、廣西等醫護人
員組成檢測支援隊馳援香港，立即將香港的
檢測能力，從以前的每日不到7,000個，迅
速提升至10萬多個，甚至有一天達到20萬
個，支援隊員全身投入、忘我為港。所有香
港市民都看在眼裏、銘記在心。
這份血濃於水、並肩奮戰、命運與共的

情誼，請問毒果報及攬炒派，你們懂嗎？國
家關愛香港的情懷、香港因為有祖國強大後
盾面對任何挑戰都成竹在胸的那份自豪，你
們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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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莫飆

2010年以來，深圳經濟產業結構出現了深刻變化。
在渡過新一輪轉型衰退後，經濟增長從高速度轉向了高
質量，生產方式從以山寨模仿為主轉向以創新製造為
主。
深圳人均GDP五年增加1萬美元，達到2.4萬美元，

每平方公里產出GDP、財政收入分別達8億元（人民
幣，下同）和2.8億元，均居全國大城市首位。工業
增加值率五年提高4.9個百分點。地方一般公共預算
收入年均增速是GDP增速的1.8倍。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最低工資標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均居全國領
先水平。
制定實施了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

意、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7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規劃政策，深圳成為中國內地新興產業規模最大、集聚
性最強的城市。產業總規模近2萬億元，新興產業年均
增長20%以上，增加值佔GDP比重超過35%，對經濟
增長的貢獻率接近50%。
前瞻布局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機器人、可穿戴設備

和智能裝備等未來產業。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4,742
家，五年新增3,698家。萬元GDP能耗、水耗，化學需
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減排量都顯著下降。
深圳創新能力有了明顯提升。全社會研發投入佔GDP

的4.02%，5年翻了一番，建成了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
心、國家基因庫和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室，國家、省和市
級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業技術
中心等創新載體累計達1,107家，是前30年總和的3.6
倍，IT領袖峰會和BT領袖峰會等成為促進創新創業的重
要平台。
其中，2011年制定並開始實施一項支持新一代信息技

術的五年規劃，到2016年取得了圓滿成
功。五年時間，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增加
值翻了一番，達到4,052億元，到2019年已經超過了
6,500億元。2019年該產業的國內發明專利公開量
43,273件，截至2019年底的有效發明專利量為65,460
件，發明專利公開量在北京之後居第二位。

知識產權規模、質量水平快速提升是深圳走向創新增
長的顯著標誌。

一是深圳的專利優勢系數為2.5，深圳單位產出中創新
份額處於全國領先位置。2019年，深圳國內專利申請量
為 261,502件，佔全國專利申請總量 6.23%，其中，發
明專利申請量 82,852 件；專利授權量 166,609 件，佔
全國專利授權總量6.73%。
二是深圳專利技術具有了比較明顯的國際競爭力。

2019 年全市 PCT 專利申請量 17,459 件，佔全國
30.7%，智能製造業 PCT 專利申請量增長較快。深圳、
北京等十座城市當年的PCT專利公開量為37,003件，其
中，深圳佔比近50%。深圳在美歐日韓等的發明專利公
開量分別為7,308件、7,636件、897件和988件，以較
大優勢位居全國各大城市第一。
三是深圳既有專利具有較高市場價值。2019年，深圳

專利權質押登記涉及專利1,063件，平均每件專利質押
金額305萬元，質押金額1億元以上有7件。截至到
2019 年底，深圳有效發明專利138,534件，維持年限5
年以上發明專利所佔比例超過85%。
四是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地位顯著，職務專利申請量

佔全市專利申請總量的91.2%。
（走向世界城市前沿的深圳系列六之四，未完，明日

續）

深圳創造綜合發展環境引鳳築巢
唐傑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 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