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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駐港總領事見證特區政府成立

包潤石：動感之都仍活力四射
包潤石（Richard Boucher）曾於1996年至1999年擔任美國駐香港

總領事，親眼見證了1997年香港回歸。包潤石說，回歸二十年，香港依
舊是動感之都、活力之都，經濟實力、創造力及領導體
系仍然很強，他看好香港的經濟前景，認為內地發展越
好，香港會發展得更好。

外眼觀潮 大公報駐紐約記者 黃曉敏

根據香港回歸史料記載，回歸前，英
國政府曾一度試圖鼓動西方國家集體缺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就職儀式，即在出
席完中英兩國政權交接儀式後集體退場。
但是，這個建議遭到了法國、加拿大等國
政府的反對，最終英國不再堅持抵制就職
儀式，決定派駐港總領事鄺富邵和中英聯
絡小組負責人戴維斯參加。唯一與英國行
動一致是美國政府，因此在交接儀式結束
後，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奧爾布賴特與英國
首相貝理雅一樣離開了香港會展中心，美
國駐港總領事包潤石則代表美國政府，出
席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成立儀式。

最先想起那場大雨
回顧二十年前的那一天，包潤石說他

印象最深的有兩點。 「首先想起的就是那
天的大雨。雖然在那之前也見識過香港的
黑色暴雨，但是在那種關鍵的時候，大雨
一陣又一陣地下個不停，確實令人印象更

加深刻」。政權交接前，外界對香港的前
景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和預測，因此 「有人
說老天爺在哭」， 「但中國人不這麼看，
中國人認為大雨預示着風調雨順，未來會
更好」，他笑道。

二是交接儀式在新建的會展中心新翼
舉行。當時會展中心為了趕在交接儀式前
交付使用日夜施工，但日期臨近卻還有些
工程沒有完工，加上回歸前中英之間的大
小政治爭拗，很多人擔心，會展中心的建
設進度趕不及活動的需要。他說到， 「那
天我陪着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前往會展中心
出席儀式，我們穿過長廊來到會展新翼，
順着自動扶梯往上走，來到交接儀式現場
時，所有工作在最後一刻終於準備就緒，
一切都進展得那麼完美。」

「內地發展越好 香港更好」
在被問到對 「一國兩制」及香港回歸

二十年所取得各方面成就看法時，作為前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和退休外交官，他的回
答保持了美國官方一致的口徑，即 「一國
兩制」在香港的實施總體是成功的，但也
出現了官方聲明中那些令人擔憂的事件。
不過，曾經擔任過聯合國經濟與合作組織
副秘書長多年的包潤石，對回歸二十年來
香港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主動給予了大力
褒獎。

包潤石說，回歸二十年，香港還是香
港，還是那個活力四射、動感十足的城市
，香港的的經濟實力、創造力及領導體系
仍然很強。香港的國際經濟和金融地位也
得到了加強，香港仍然是做交易最好的地
方。

包潤石表示，香港擁有大量的專業人
才、獨立完善的法律體系以及得天獨厚的

地理優勢，仍將是東亞、東南亞地區的貿
易和金融交易中心。隨着產業價值鏈的轉
移，自動化生產的普及，香港在服務和科
技領域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在金融、貿
易方面的優勢無可比擬。

對於香港的未來，包潤石說，他仍然
看好香港的經濟前景。 「中國內地發展得
越好，香港也會發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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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versaryth

【大公報訊】駐倫敦記者李威報道：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26日召開慶祝香港回歸
20周年招待會，駐英大使劉曉明稱，要確
保 「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並堅決
反對 「港獨」活動和外部勢力以任何藉口
干涉香港事務。

劉曉明表示，香港回歸是中國近代
史上的一件大事，實現了包括廣大香港
同胞在內的中國各族人民的百年夙願，
值得每一個炎黃子孫感到驕傲和自豪。
而香港歷經百年滄桑，終於回歸祖國的
懷抱，標誌着香港同胞從此成為這塊土
地的真正主人，香港的發展邁入一個嶄
新的歷史階段。

「20年前的7月1日，我有幸參加了香
港政權交接儀式。當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
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思緒萬千，終生難
忘。」劉曉明說，20年後回首香港走過的
歷程，對回歸的意義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他指出，香港回歸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新征程、開創了香港繁榮發展的新

時代、開創了人類社會制度的新實踐、開
創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新典範。他說，
鄧小平先生提出的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
，先後在香港、澳門成功實踐，展現出強
大生命力，也開闢了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
統一的嶄新道路，令中華民族最終實現統
一充滿信心。

針對香港回歸20周年，但仍有人對
「一國兩制」的前景感到憂慮，擔心中

國政府的政策會變，劉曉明表示，香港
20年來的成功實踐充分說明， 「一國兩
制」是一項好政策，好政策就不會變。
他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話說， 「無論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挑戰，我們對 『一
國兩制』方針的信心和決心都絕不會動
搖，我們推進 『一國兩制』實踐的信心
和決心都絕不會動搖。」

劉曉明表示，堅持 「一國兩制」、確
保香港的長期繁榮與穩定，更好發揮香港
的橋樑作用，最重要是堅持初心，全面落
實不走樣；二是堅定信心，搶抓機遇不放

鬆，包括 「一帶一路」、 「十三五」規劃
建設以及即將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發展規劃，都將給香港未來發展帶來新機
遇；堅守底線，激濁揚清不動搖， 「港獨
」沒有出路，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 「港獨
」活動。

他最後稱，中國政府支持香港發展對
外交往與合作，但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
以任何藉口干涉香港事務，希望英國各界
人士尊重香港回歸的現實，尊重中國對香
港的主權，全面理解 「一國兩制」，妥善
處理香港問題，使香港繼續成為中英關係
中的積極因素，推動中英關係 「黃金時代
」發展。

另外，第22屆 「倫敦香港龍舟同樂日
」於25日在泰晤士河北岸的倫敦皇家阿爾
伯特碼頭隆重舉行。這是全世界第二大龍
舟比賽活動，每年都吸引英國及海外人士
約一萬人參與。今年總共有40隊業餘龍舟
隊伍參賽，包括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東亞
銀行等機構。

劉曉明：港成中英紐帶橋樑

【大公報訊】駐紐約記者黃曉敏報
道：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的2016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中國香港、瑞
士、美國位列前三，中國內地排名第25
位。而這個年報也被認為是最權威的各
地區競爭力排名之一。香港仍然是全球
經濟和中國內地經濟的重要中介，也是
外資進入中國內地的超級入口，截至
2015年中國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地區
依舊是香港。

美國國務院日前發表的聲明稱，美
國與香港之間在經貿金融、文化科技學
術交流、法律執法、海關行動、出口管
控等方面都開展着良好的合作。根據美
方統計，有1400多家美國公司在香港經
營。2016年雙邊貿易總額達420億美元。
去年，美國單邊貿易順差最大的地區是
香港，達280億美元。香港是美國僅次於

中國內地的第二大貿易夥伴。2016年，
香港是美國第五大牛肉出口市場，第七
大出口農產品出口市場，製成品和服務
業的第九大出口市場。

在人文交流方面，大約有8.5萬名美
國公民住在香港。2016年，訪港或在港
轉機的美國公民約130萬。平均每
年有127萬香港居民到訪美國。香
港作為美國留學生的來源，排名第
21位。每年有1500多名美國學生在
香港學習。

包潤石說，在國際經濟體系中
，香港仍然是關鍵的獨立的一個成
員，香港仍然是世界銀行、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亞太
經合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
政府間國際組織或機制的一個獨立
成員， 「因此香港仍是西方企業最

青睞的營商基地，也是美國企業在亞洲
的首選之地。在 『一國兩制』下，美國
將會繼續保持與香港密切的經濟關係。
雖然中國內地經濟不斷發展壯大，但是
，這不僅不會削弱香港的經濟地位，反
而會讓香港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

外資進華超級入口 美企在亞首選
【大公報訊】駐紐約記者黃曉敏

報道：包潤石是一位美國高級職業外
交家，曾於1996年至1999年擔任美國
駐香港總領事。1999年至2000年任亞
太經濟合作組織的美國高級官員，
2000年起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2001
年兼任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2006至2009年，任負責南亞和中亞事
務的助理國務卿。2009年至2013年任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副秘書長。從政
府退休後，包潤石應邀到布朗大學沃
特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擔任高級
研究員。

包潤石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興奮
地表示，他目前還擔任滙豐銀行東南
亞區域的顧問，六月底前往香港開會
。在接到開會通知時他就想，既然那
麼接近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日，為

何不在香港多住幾天，過完 「七一」
後才走。他的太太知道他的想法後也
鼓勵說，那一定會很有意義。 「這是
我從駐香港總領事崗位上卸任，時隔
十八年後第一次回到香港，又是在政
權交接20周年這一特殊的時刻，我覺
得特別有意義。」包潤石深有感觸地
說。

闊別十八年，記者問回到香港後
有什麼特別想去的地方或想吃的東西
時，包潤石開心地說， 「不知道那家
北京小館還在不在，特別想念他們家
的餃子和烤鴨。我喜歡吃餃子、麵條
和路邊攤」， 「不過時隔這麼多年，
香港變化那麼大，說不定早就不在或
者搬走了。」說到這裏，他的語氣顯
得有點淡淡的憂傷， 「不過我也想試
試新餐館，聽說開了好多時尚餐廳。」

闊別18載回故地 念舊食想嘗新

▲今年2月，香港時裝設計師譚玉燕（左）
參加紐約時裝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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