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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宣告，全港中
小學於農曆新年後將會有限度復課，假
若學校安排全體老師每兩周進行檢測，
就可進行全面復課。這政策的安排，意
味着全港中小學學生，家中度過的「隔
空授課」的階段在假期後將會結束。教
育局的宣布，無疑對全港40多萬位雙職
父母（包括筆者）來說，注入一支「強
心針」，終於打破中小學生「自我督
促」的窘局！

政府每項推行的政策，猶如雙刃劍，
皆有兩面性利弊。但是，今次反對全面
復課的，竟然是以政治掛帥的部分老師
與校長！教育局為了保障學生的安全，
避免感染新冠肺炎，於是要求學校的老
師，每兩周進行檢測，確保沒有感染新
冠肺炎。教育局的做法，合情合理。事
實上，根據教育局統計數字，全港有60
多萬中小學生；而中小學教師則有6萬
名，每10名學生就有一位老師。從公
共政治角度，一般所推行的政策，都是
取易不取難。按上述師生比例，應該找
誰來做檢測？其次，由於年齡小的學生
在陌生環境下做檢測，相對較為困難，
及影響相關檢測結果。相反，如果以老
師為對象，一來是成年人，二來他們了
解檢測的重要性，大部分老師都會予以
配合。

最惹人憤怒的是，今次校長、老師出
來反對的理據，非常牽強，簡直不配為
人師表！有某中學校長日前在電台節目
上，他批評有關安排對學校造成極大困
擾，因為行政上不可行，學校除了老

師、全職員工外，還有其他教學人員，
人數「眾多」，不知如何追蹤。試問一
間學校，區區只有50多位教職人員，如
何難以追蹤？試問大家都嚴守政府所頒
布的「限聚令」、保持社交距離，及做
足防護措施，對於防範老師的感染，有
何困難？另外，這位校長更表示，學生
佔學校大多數，只有老師進行檢測，學
生不需要做，會造成「師生間矛盾」。
筆者看不清只得老師做檢測，會帶來什
麼矛盾。但是，有網民即時揶揄：「每
年都有定時測驗、考試，這不是造成師
生矛盾？為何不取消呢？」作為校長、
老師，應該以身作則，不應以政治掛
帥，盲目反對政府的政策。

筆者希望這班「盲反」的校長、老師
思考一下，假若學生不能在校園一個真
正學習的環境下學習，沒有學生間的互
動，他們只能靠視像會議形式來授課，
他們真的可以好好吸收知識嗎？每位老
師心裏都知道答案。再者，假若學生繼
續以視像會議形式上課，學習進度已較
預期中為落後，日後學校要追回學生的
進度，真是難上加難。

最後，筆者希望教師組織能夠放下政
治成見，對教育局的政策決定，不要抱
持政府卸責的態度，若果雙方各執一
詞，又豈能做好復課的準備，怎能達成
「清零」的目標？另一方面，教育局亦
要了解學校的困難，做好配合工作，譬
如成立檢測隊，協助學校收集老師唾液
樣本進行測試，簡化檢測進度，降低擾
民的程度，達至「雙贏」。

中國是全球碳排放量第一大國，每
年佔碳排放量的25%以上，與第二高排
放量的美國相加超過了全球 40%的碳
排放。中國面臨最突出的問題是以重
化工為主的產業結構、以煤為主的能
源結構和以公路貨運為主的運輸結構
沒有根本改變。從行業看，目前我國
電力行業、交通行業、建築和工業碳
排 放 佔 比 分 別 達 到 41% 、 28% 和
31%，強度依然很大。而美國的傳統
能源也佔據很大的比重，美國現時化
石能源發電量仍佔全國的 61%。目
前，中美兩大國的碳減排任務仍然十
分繁重。

中國已經明確了碳達峰、碳中和目
標：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
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綠色金融、智慧能源、新能源汽車、節
能環保等行業將在中國迎來更大發展機
遇。

截至目前，北京、天津、山西、山
東、海南、重慶、雲南、甘肅、新疆等
9省（區、市）都提出了明確的碳排放
達峰目標。國家已開展了三批共計87個
低碳省市試點，共有82個試點省市研究
提出達峰目標，其中提出在2020年和
2025年前達峰的各有18個和42個。

可見，落實減排政策已經成為我國新
一輪改革周期從上至下的行動共識，相
信在近兩年，清潔能源、低碳行業將迎

來更蓬勃的發展，而傳統
產業轉型也將進一步加
速。

作為我國最具活力和影
響力的的城市群，粵港澳
大灣區也進一步細化了環保領域的實
踐。2020年7月，廣東省人民政府通過
了《關於貫徹落實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意見的實施方案》，全面支持綠
色債券、基金、跨境發債、綠色金融創
新、綠色認證標準。

對於碳排放的控制，方案指出，要充
分依託廣東的碳交易平台，開展碳排放
交易外匯試點和碳金融業務創新，支持
符合條件的境外投資者以外匯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碳排放權交易，鼓勵境外
投資者以人民幣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碳排放權交易。明確設立廣州期貨交易
所，制定廣州期貨交易所籌備及運營保
障機制，繼續研究上市品種，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綠色產業的重要金融基礎設施
平台，並且支持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在香
港、澳門發行經過綠色認證、加註綠色
標識的債券，支持廣東地方法人金融機
構在香港、澳門發行綠色金融債券及其
他綠色金融產品，募集資金用於支持粵
港澳大灣區綠色產業、項目建設。隨着
各國疫情之後對於環保與綠色的大力投
入，可持續發展的全方位落實將進一步
加快。

駱主任講話顯示中央呵護香港這個家
國安法實施後，如何看待香港這個家？駱惠寧主任在中聯辦新春酒會的致

辭作出了「四個判斷」，至少帶出了三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一國兩制」

方針不變，「一國」底線更牢，「兩制」的空間活力會更大，憲法、基本法

賦予香港的各項權利和港人習慣的生活方式，會得到更好的保障；二是中央

強硬打擊破壞國安搞亂香港的極少數人，關顧保護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希望

香港家和人興，期待解決港人生活的深層次矛盾，讓市民有更多獲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三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空間更大，參與國際競爭的底氣會

更足。駱主任面向未來的「四個判斷」，不僅準確概括了香港最新形勢的本

質特點，而且表達了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呵護和期待要求，揭示了建設好香港

這個家的正確方向，對香港新一年及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經歷了極不尋常的2020年，香港接下來會怎
樣？還會有什麼變化？這是香港社會各界普遍關
注的問題。在昨日的中聯辦2021年新春「雲酒
會」上，駱惠寧主任以《讓香港這個家變得更
好》為題致辭，用「四個判斷」作出了回答。

「一國」底線更牢「兩制」活力會更大
駱主任對香港這個家有「四個判斷」：一是

「一國兩制」的方針不會變，且「一國」底線
會更牢，「兩制」活力會更大；二是憲法、基
本法賦予的各項權利不會變，且守護香港安寧
的能力會更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成效會更好；
三是大家習慣的生活方式不會變，且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步伐會加大、廣大市民的生活質量
會提高；四是自由市場優勢和面向世界的格局
不會變，且融入國家發展的空間會更大、參與
國際競爭的底氣會更足。

駱主任的「四個判斷」至少回答了三方面的問
題：一是堅持「一國」底線，「兩制」還有沒

有空間與活力？二是中央強硬打擊反中亂港勢
力，如何同時呵護香港？三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會否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優勢？

讓港人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有人擔心「兩制」的

空間與活力會被壓縮？對此，駱主任回答是：
「一國兩制」方針不變，「一國」底線更牢，
「兩制」活力會更大，堅持「愛國者治港」，
堅決執行香港國安法，憲法、基本法賦予香港
的各項權利和港人習慣的生活方式，會得到更
好的保障。大家所看到的事實是，「黑色暴
亂」對「一國兩制」造成嚴重衝擊，對香港的
法治秩序造成嚴重破壞，對港人的基本權利造
成嚴重威脅。正是中央連續就香港國安立法等
作出重大決策，街頭不再暴力肆虐，市民重享
安全自由，香港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把
「變形」和「走樣」的都糾正過來，「兩制」
的空間與活力將會更好地重新展現出來。

駱主任談到，習近平主席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
長官述職報告時，特別關心香港的疫情狀況，牽
掛大家的身體健康和工作生活，特別強調中央全
力支持香港抗擊疫情，表達了中央對香港的呵護
和關顧，表明了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事
實上，中央強硬打擊搞「港獨」、「黑暴」、破
壞國安搞亂香港的極少數人，為的是保護絕大多
數香港市民。駱主任在致辭中，不僅希望香港這
個家家和人興，而且指出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的步伐會加大，廣大市民的生活質量會提高，並
期待解決影響廣大市民生活的深層次矛盾，讓香
港這個家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體
現了習主席執政為民的民本情懷。

有人說，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會影響香港的國
際地位和優勢。駱主任的回答很清楚：香港的
自由市場優勢和面向世界的格局不會變，且融
入國家發展的空間會更大、參與國際競爭的底
氣會更足。數字顯示，面對美國在金融、高科
技等多方面的圍堵，香港作為連接中國與世界

重要橋樑的作用更加突出， 2020 年，共有
9,025間國際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地區辦
事處或當地辦事處，比2018年的8,754間多了
271間。顯然，香港用好共建「一帶一路」、粵
港澳大灣區重大機遇，當好國內國際雙循環的
「參與者」和「促進者」，香港經濟的國際競
爭力只會進一步加強。

致辭飽含對「香港這個家」的真誠真情
駱主任來港履職以來，多次講話提出「珍惜香

港這個家」、「建好香港這個家」、「家和萬事
興」，不僅飽含了對「香港這個家」的真誠和真
情，更表明了中央對香港的呵護和期待，極大鼓
舞了香港社會逆境自強不息的信心和士氣。正
如駱主任所說，有習主席和中央的關心支持，
有偉大祖國做堅強後盾，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一定能夠共同努力，擼起袖子攜手奮鬥，把香
港這個家建設得更好，寫下「香港好、國家
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的新篇章！

在牛年新春酒會致辭上，中聯辦駱惠寧主任指出，
儘管世界在變，國家在變，香港也在變，但是「一國
兩制」的方針不會變，憲法基本法賦予的各項權利不
會變，大家習慣的生活方式不會變，自由市場的優勢
與面向世界的格局不會變。他還強調，在特殊節點、
面對特殊情勢，習主席的殷殷關切情滿香江、鼓舞人
心。因此我們比任何時候都堅定這樣的信念：在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堅定向前發展的歷史趨勢沒有
誰可以阻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沒有誰可以阻
擋。香港是中國的香港，國家好，香港一定會好，這
是歷史的大邏輯。

中國共產黨作為成立百年的大黨，之所以能夠帶領
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最核心的就在於
它的人民情懷。就拿新冠肺炎疫情來說，這是新中國
成立以來在中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
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面
對這樣的危機和大考，中國在世界面前完成了漂亮的
答卷：不但控制住了疫情，更實現了經濟的穩步增
長。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
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採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

底的防控舉措，堅決遏制疫情擴散蔓延
勢頭，同時，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
發展工作，盡快恢復生產和生活秩序，
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不可能實現的。
而且，中國還廣泛開展疫情防控國際合作，給予其他
國家和地區力所能及的援助。這一切，都充分體現了
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情懷與歷史擔當，贏得全國人民的
由衷認同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愛國者治港」，也正是堅持以人民情懷為本的具
體體現。「天地之大，黎元為先」。唯有「愛國者治
港」，才能準確理解和踐行「一國兩制」，才能與國
家戰略同頻共振，也才是真正地愛天地之間的每一個
國民，也才能避免將民生問題政治化，真正地為香港
740萬市民負責。「愛國者治港」，意味着在香港的治
理問題上，體現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體
力量。「愛國者治港」，說到底就是相信香港市民有意
願和能力推動改革發展，有動力表達意願、創造經驗、
貢獻才智，在國家的堅強領導下，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和
挑戰，都能夠與全國人民一起凝聚磅礴偉力，戰勝各種
艱難險阻，解決好香港社會的深層次問題。

「愛國者治港」就是堅守人民情懷
蔡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
展
綠
色
金
融
大
有
可
為

潘偉傑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郭德心 香港經濟師學會會長

政治撕裂、黨派分裂、社會分化、民意分散，已成
當今美國的一大特色。特朗普執政四年，奉行極端主
義，帶頭在國內和國際上搞分裂，導致美國政治、外
交被完全扭曲。如今特朗普雖已黯然下台，拜登已入
主白宮，但美國的黨爭並未因此消停，也不會消停。

美國的黨爭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朝野兩黨之
爭，另一類是朝野兩黨的內部之爭。這兩種黨爭各有
特色，各有派系，互不相讓。

美國兩黨之爭惡果不斷溢出
去年的這個時候，正是美國大選的黨內初選開始階

段，民主黨內共有30多人參加競選，內部鬥得不可
開交，包括相互揭底，曝光隱私，互相攻訐詆毀，互
相批判挖苦。如果沒有點兒心理忍耐力，臉皮不厚實
一點，是經受不住的。至於誰對誰錯，是否事實，有
人關心也沒人關心。誰的嗓門大，誰的煽動力強，誰
的財力厚，誰的根基扎實，誰的支持者多，誰就是贏
家和真理。

美國的黨爭表現在各個方面，聚焦點是國會山和府
院之爭。去年以來，美國圍繞疫情應對、總統彈劾、
經濟社會紓困、種族平等、醫療保險、外來移民、槍
支管制、校園安全、財政預算和美墨邊境建牆等，進
行了連續不斷的爭鬥，既有歷史之爭，也有現實之
爭，而黨爭的根本在於爭權奪利。

激烈的黨爭不僅限於美國聯邦層面，也擴大到了美
國各地方州，蔓延到了美國經濟、社會、民生的各階
層、各領域。共和黨人代表了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
右翼保守主義、極端民粹勢力和傳統宗教勢力，以及
美國傳統大佬和軍火、石油等傳統資本主義集團的利
益，而民主黨人則代表了美國的政治、經濟、金融、
產業、科技等方面的新自由主義勢力。至於兩黨在本
質上有多大差別也談不上。

去年美國因為疫情氾濫、特朗普遭遇彈劾指控，非
裔遭白人警察粗暴執法，街頭少數族裔抗議結局，再
加四年一度的大選，美國的兩黨之爭到了你死我活的
程度，而特朗普的種種極端主義、狂妄自大和政治私
利圖謀，又一次次地點燃了兩黨之爭的烈火。

美國美其名曰為「民主政治」，實際上兩黨之爭害
苦了國家與民眾。而且兩黨之爭的惡果還不斷溢出，

蔓延到了美國的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領域。兩黨之爭
的結果是美國該辦的事不辦，該做的事不做，該發展
的不發展。美國的基礎設施已經嚴重落後，國內沒有
一條高鐵，連高速公路也變得破舊起來。美國民眾很
憤怒，但又很無奈。

美國新一輪黨爭又開始了
拜登一直在呼籲美國團結凝聚，但談何容易。最近

以來，美國新一輪黨爭又開始了，突出圍繞的是兩件
事，一是對特朗普的彈劾，二是美國抗疫救援計劃。

佩洛西等民主黨人指控特朗普煽動了今年1月6日
的國會山暴亂事件，已在眾議院通過對特朗普的彈
劾，他們還在竭力推動參議院審議通過對已經下台的
特朗普的彈劾，但共和黨的大多數出於黨派利益和立
場考慮堅決反對。特朗普彈劾案將從2月8日起開始
審議，兩黨都在集聚力量，準備進行最後決鬥，美國
的政治大戲又將開場了。

美國疫情繼續氾濫，經濟低迷，失業人數高居不
下，大量貧困人群衣食無着，境況悲慘。拜登新官上
任，提出了高達1.9萬億美元的抗疫和經濟紓困一攬
子計劃，希望借此推動美國經濟振興和基建計劃，但
共和黨人認為數額太高、負擔太重，堅決不同意。國
會兩黨議員立場嚴重分裂對立，拜登正在與共和黨議
員分批單獨協商推動。

令人關注的是，最近共和黨內部開始了激烈內鬥，
黨內分成了反對特朗普的傳統溫和派和力挺特朗普的
極端強硬派兩大陣營。後者要求清算在眾議院投票彈
劾特朗普時，倒向民主黨一邊的10名共和黨眾議員
的政治責任，有人提出要開除其中的帶頭人、共和黨
眾議院會議主席、前副總統切尼的女兒麗玆·切尼，
而切尼等溫和派則堅決要求黨內清除「特朗普門生」
馬喬麗·泰勒·格林等極端派，並與特朗普劃清界限，
以挽救共和黨。

但溫和派的勢力顯然不如強硬派。特朗普在佛羅里
達州的海湖莊園遙控指揮，施加強大壓力。格林宣稱
他已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將在全國發起反攻，為共和
黨今後的中期選舉和下屆大選集聚政治力量。這場內
鬥對共和黨和美國政治都將產生重大影響。黨爭之下
的美國，不會平靜！

美國深陷黨派之爭不可自拔
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