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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正在加快調整其對港政策的步伐。
3月21日，美國國務院就 「美國─香港政策法

」發表2019年報告，由前兩年 「有足夠有餘的理據
支持」（more than sufficient to justiy）延續香港特
殊待遇，變成 「有理據支持」（justify）維持對香
港的特別待遇。

唐偉康說法前後不一

3月22日，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訪美的
香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受美國副總統彭斯會
見，陳方安生並與同行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 「專業議政」議員莫乃光，與國家安全委員會成
員會面。他們始於3月19日的10天美國行，還將會
見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陳方安生和郭榮鏗在3月22日與美方會晤後透
露，美方向他們表示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
的質疑。郭榮鏗甚至又一次 「狐假虎威」，借美方
之口，威脅特區政府和香港居民， 「美國─香港政
策法」是否延續，取決於 「一國兩制」運作是否良
好，香港是否保障自由、民主、法治；而這一切，
需要看美方眼色。

進一步分析不難發現，美國是從今年2月下旬
開始釋放其將調整對港政策的信息。

去年12月28日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在《明
報》 「觀點」版發表《回顧2018美港關係更牢固》
，關於美港關係全是樂觀評估。即使今年2月13日
唐偉康在香港皇家地理學會發表演講，答問環節被
與會者問及，若中美貿易談判失敗，會否影響美國
給予香港優惠待遇的 「美國─香港政策法」，唐偉
康稱，中美貿易談判與港美關係是兩個獨立的議題
，外界將兩者看成一件事，並不準確。中美關係緊
張或引起人們擔心情緒，影響投資，這是中美貿易

談判影響到香港的關係，但亦是唯一關係。
然而，不到半個月後，2月26日唐偉康在接受

電視台訪問時稱，2018年香港發生的政治事件，顯
示高度自治被 「削弱」，香港政治上限制越來越多
。當被問到下一份美國國會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
委員會」報告會否較上一份更嚴厲時，唐偉康稱：
「我相信按我們去年的評估，這說法成立，正確。

」2月27日唐偉康在中環 「美國會」以《香港在印
太經濟的角色》為題發表演講，稱2018年對香港的
高度自治來說，有多個 「不幸的第一次」，包括 「
第一次禁止政黨運作、首名外國記者被拒入境、首
次香港因政見而DQ大批參選人」、 「這些顯示中
央政府逐漸介入香港政府決策。」

香港美國商會在3月跟着官方轉變態度。
去年12月3日我在本欄發表《香港美國商會的

角色正在轉變》，批評去年10月8日香港美國商會
就香港外國記者會第一副主席馬凱申請工作簽證續
期被拒和訪港旅遊簽證僅7日一事發表聲明，稱事
件引起國際商業團體關注，強調任何對新聞自由的
限制均會損害香港作為金融及貿易中心的競爭力；
以及美國商會會長早泰娜在記者會上稱，馬凱工作
簽證續期被拒傳達了令人憂慮的信號，若無新聞自
由，資本市場將無法如常運作，商貿也無法可靠地
運行。

美商會與官方口徑一致

香港美國商會會長早泰娜很快予以回應。12月
10日《星島日報》 「要聞」版刊登早泰娜接受該報

專訪稱，有媒體質疑美國商會 「公開同特區政府和
中央政府唱反調」 「由利益團體變成政治工具」。
早泰娜表示美國商會 「只是代表商界關心香港作為
國際經濟樞紐的競爭力」，沒有政治目的，也沒有
美國官方力量在背後支援。她解釋，美國商會獨立
於美國領事館，沒有官方任務或者政治上的角色。
商會本身目的就是在香港促進經貿聯繫。馬凱事件
中，商會的聲明是在強調營商環境。

但是，今年3月上旬，美國商會就特區政府擬
修訂《逃犯條例》，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提交意見書
稱，修例對於香港作為主要區域商業樞紐的聲譽、
地位有明顯影響，在香港的國際商業社群對內地法
律和司法系統存有極大疑慮；又稱內地法律經常被
濫用，導致外國和本地公司的商業糾紛成為罪行。
美國商會認為，任何促使在香港的國際公司人員，
因為內地政府提出經濟罪行指控被拘捕或移交內地
的修例，都會破壞香港在國際商業運作上作為安全
可靠避風港的觀感。商會甚至以警告的口脗稱，這
將成為國際公司決定是否以香港作基地的因素。

美國商會是否真如其會長公開所說是獨立於美
國領事館，沒有官方任務或者政治上的角色，這不
是本文的關注點。本文只指出一點——美國商會在
提交關於修訂《逃犯條例》的意見書中對於 「一國
兩制」和內地司法的攻擊，與美國總領事最近言論
是同一個腔調。

幾乎同一時段，美國國務院發表2018年度人權
報告，有關中國部分批評過去一年 「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所舉例證和所用語言反映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和香港美國商會的最近言論無
非是替美國政府做宣傳。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內地這則諺語說的是
事情有其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為依歸的客觀規律。香
港必須應對美港關係調整。 資深評論員

重奪社區能助獨人捲土重來？
近日陳方安生、郭榮鏗等反對派政客接連到美

國 「述職」，面提耳命，對於外國主子的重視，香
港反對派大受鼓舞，紛紛衝出來博取表現，就如 「
香港眾志」一眾在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上走火入
魔的行徑，猶如爛仔社團，亦不過為博取主子青睞
。日前到戴耀廷也走出來，表示要啟動所謂 「重奪
社區」行動，打響區選頭炮。一時之間，似乎是山
雨欲來，由大西洋海岸捲起的政治冷風儼然已經襲
港而來。

重施「佔中」故伎搶佔關注

戴耀廷日前宣布，昨日開始進行所謂 「重奪社
區」行動，藉着招募一班社運人士走遍全港18區設
立街站、集會、毅行，呼喚港人關注區議會選舉。
他形容今次行動是要 「吹起集結號、重燃希望之火
」；同時，他亦表示，其兩年前為區議會選舉提出
的 「風雲計劃」，至今有30人積極考慮參選，現在
要聯同由民間團體組成的公民聯合行動走入社區。
他並指 「風雲計劃」目的就是要 「取下452個民選
區議會議席的一半，至少能增加民主派在特首選委
會的議席，加大民主派在特首選舉中的議價能力，
同時增加民主派在立法會的議席。」

戴耀廷所謂 「重奪社區」行動，其實是 「風雲
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搶佔社會關注，花幾個月
時間為 「風雲計劃」熱身，不斷積聚人氣和力量，
做法就如2014年非法 「佔中」一樣，在 「佔中」爆
發前戴耀廷同樣搞了一系列商議、諮詢、造勢、論
壇等活動，不斷為行動預熱炒作。這次 「風雲計劃
」同樣是故伎重施，反映戴耀廷已經吹響了 「港獨
版風雲計劃」的集結號。

在前一段時間，由於反對派各政黨對於 「風雲
」大多持抵制、不配合的態度，令到 「風雲」聲勢

大減，連戴耀廷也多次撰文自怨自艾，心灰意冷，
似乎 「風雲」已經起不了風雲，但目前的情況卻出
現變化，外國的政治大氣候與香港政治小氣候正在
結合，令 「風雲計劃」正出現以下三個走勢：

一是 「風雲」 變 「港獨風雲」 。戴耀廷原來計
劃是招攬上百名 「風雲戰士」 參選沒有反對派參選
人的 「白區」 ，但很快他就發覺根本沒有多少 「政
治素人」 有興趣參與，有興趣參選從政的為什麼不
加入其他反對派大黨，而要跟隨戴耀廷 「瘋暈」 ？
所以戴耀廷在招人時遇到極大困難，甚至一度令他
有放棄念頭。但及後， 「風雲計劃」卻出現大幅調
整，本來打算以 「政治素人」為主突然變成以 「港
獨」分子為主， 「寄居」在毛孟靜、朱凱廸等議員
辦事處的一眾 「港獨」分子，紛紛成為 「風雲」核
心，而戴耀廷不但沒有抗拒，反而全力支持、協調
這些 「港獨」分子出選。

主子下命令反對派配合

現在 「風雲」出選約有30多人，幾乎都是 「港
獨」 「自決」分子， 「風雲計劃」變成 「港獨風雲
」，戴耀廷此舉明顯是為了集結 「港獨」力量，為
「港獨」 「自決」分子提供出路，協助他們喬裝打

扮參選區議會，這意味 「風雲計劃」已經成為一個
「港獨」分子的集結平台，在 「港獨」勢力樹倒猢

猻散，牆倒眾人推之時，戴耀廷為他們及時送暖，
這難道只是他個人決定嗎？當然不可能，背後顯然
是有人在推動，指令戴耀廷要支持、庇蔭這些 「港
獨」分子，為他們搭建平台捲土重來，這就是 「港

獨版風雲計劃」目的，而戴耀廷提出的 「港版黃背
心運動」出發點也是如此。

二是 「港獨風雲計劃」 在初時遭到反對派大黨
的冷待，但近期或者是由於外國主子的指令，他們
的立場已出現改變，變為積極配合。而 「港獨風雲
計劃」 亦與原來版本有了很大不同，再不是主張大
規模參選，而是採取與反對派分途進擊的策略，變
相擔當反對派政黨的 「助攻手」 。 「風雲計劃」的
成員主要參選一些沒有反對派人士競逐，或反對派
政黨不敢競逐的選區，目的一方面是希望藉此 「偷
雞」，通過大包圍參選企圖攻取若干議席，另一方
面也令建制派參選人 「首尾不能相顧」，由於建制
派參選人在大多要面對反對派或 「風雲計劃」挑戰
，令建制派人士難以騰出手來支援其他選區，以配
合反對派的整體部署。 「港獨風雲計劃」將成為今
年反對派區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是外國勢力近期接連 「召見」 香港反對派人
士，而一眾反對派政客亦樂此不疲的到美國 「述職
」 ，接收主子指令，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戴耀廷試
圖在區選煽風點火的 「風雲計劃」 自然再次受到主
子垂青。巧合的是，早前一直說沒有資源的戴耀廷
，現在不但有資源啟動什麼 「重奪社區」 行動，更
不斷擴大 「風雲」 規模，不斷招收 「港獨」 「自決
」 分子，似乎資源問題已經完全解決。就如當年非
法 「佔中」，本來一直籌款金額與目標有很大距離
，但在最後一兩天突然有大筆資金注入，令 「佔中
」成功啟動，當中正在於外國主子一念之間，他們
想要動手，資金就不成問題，而現在國際大氣候黑
雲壓城，戴耀廷的 「港獨風雲」重新得到主子青睞
，似乎是順理成章。戴耀廷已經吹響了 「港獨」 入
侵區選的集結號，現在就看特區政府如何把關，如
何紮緊籬笆。

資深評論員

美國加快調整其對港政策

香港有反對派，外國
也有反對派，但是人家的
反對派，是忠誠反對派（
Loyal Opposition）。不論
他們多麼不滿意現政權的

表現，他們都是忠於自己的國家，絕對不會勾結外國勢力
，做出損害本國利益的事。因為他們都明白，其他國家不
論怎樣把自己打扮得冠冕堂皇，他們所做的一切，實際上
都是為自己一方謀取利益。勾結外國勢力，其實跟與虎謀
皮無異。

香港的反對派則不同，他們往往為了自己一黨一派的
私利，便經常跑到外國告洋狀，損害國家和本港利益。好
像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反對派議員郭榮鏗及莫乃光，
近日竟然接受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訪美，他們還為美
方發布的 「美國—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說好話，聲稱美
方 「絕對有權過問」香港的內部事務，如此之所作所為，
便是罔顧國家和本港利益的典型例子。

其實明眼人都知道，美國藉所謂的 「美國—香港政策
法」做文章，是要配合他們所發動的貿易戰和科技戰。眾
所周知，美國藉中美的貿易逆差發動貿易戰，其真正的成
因，是因為自我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不斷提升
，致使美國擔心我國終將變成超級大國，威脅美國的全球
霸主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國在科技上的領先地位，是他
們能夠繼續維持其霸權的關鍵，而中美的科技差距正在日
漸收窄，美國才會因此不斷拉攏盟友，想方設法圍堵我國
，藉此遏止我國的崛起。

在這背景之下，美國藉 「美國—香港政策法」做文章
，其真正的目的，是要限制美國的科技產品技術出口到香
港，因為部分高科技產品可以軍民兩用，美國擔心部分這
些科技產品和技術賣給香港後，相關技術會因此而流入內
地，並被我國掌握。美國只有污衊香港 「一國兩制」走樣
變形，才有修改 「美國—香港政策法」的藉口，不再把香
港視為單獨關稅區。看過美中經濟及安全審查委員會在
上年年底發表的報告，都會知道美方真正的戰略意圖是什
麼。

由此可見，由美國要求加拿大逮捕華為首席財務官孟
晚舟，到美國向盟友發出警告，切勿使用華為產品，再到
美國現時所打的 「香港牌」，都不過是美國向中國發動科
技戰的一部分。

陳方安生等人若真心捍衛香港的高度自治，又怎會聲
稱美方 「絕對有權過問」 香港內部事務？他們若是心存國
家利益，又怎會接受美國邀請，積極配合美國大打 「香港
牌」 ？

更讓人氣憤的是，美方聲稱本港的政治環境有所改變
及縮窄，但是不論有人喪失議員資格和參選資格，還是政
府取締 「香港民族黨」，都是因為他們觸犯本地法律。至
於有人被捕入獄，他們都是受到本地法院審判，上訴權利
亦受保障，可見香港在 「一國兩制」之下，維持着高度自
治。陳方安生作為政府前高官，又怎會不知美國的指控並
無道理？為何她還要為美國的無理指控背書呢？如此之所
作所為，難道又不算是賣國、賣港求榮乎？

時事評論員

韓流襲港的重要啟示
高雄市長韓國瑜22日登陸香港，獲得高規格接

待。與特首林鄭月娥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會晤，與
香港商界人士交流，簽下近7億港元的農漁產品大
單。兩岸媒體、島內藍綠各陣營均予以高度關注。
「韓流」短暫襲港威力不減，個中啟示值得思考。

從韓國瑜「首秀」的表現看，無疑是得體而機敏的。
面對記者拿他到港澳深圳廈門交流與蔡英文 「

出訪」進行比較、2020 「大選」等問題，韓國瑜一
再強調此次是來 「交朋友、做生意」， 「經濟之旅
、情感交流之旅」。

韓國瑜坦率的語言風格和政治智慧在短暫訪港
行程中充分展示。面對有人質疑他與林鄭吃飯，見
王志民主任，是否有政治意涵，他明確提出，高雄
未來只有朋友沒有敵人，只有道路沒有圍牆，讓高
雄全力拚經濟。

在此前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韓國瑜說，從
來都公開認同 「九二共識」，希望此行將高雄的產
品賣出去，號召更多香港朋友到高雄觀光、投資、
考察。對香港他也不吝讚美，推崇香港的金融、管
理、政府行政效率，還有交通運輸、雙語教育、創
意產業等。韓國瑜在大是大非上毫不含糊，但點到
即止，不陷入政治話語的陷阱，強調拚經濟，讓百
姓 「有感」，這是他的聰明之處。

從兩岸關係角度看，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由
於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兩岸關係跌至冰點，對
立對撞勢頭加劇。今年1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就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
要探索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鄭重呼籲兩岸平等

協商、共議統一。但是如此包容、善意的橄欖枝，
卻被民進黨當局惡意曲解為 「吞併」台灣的動員
令，蔡英文多次發表談話，對 「一國兩制」強硬
拒絕，還高調提出反制綱要，在兩岸交流上設置
新的障礙。

在這種大背景下，認同 「九二共識」、呼籲兩
岸加強經濟合作的韓國瑜登陸，為冰凍的兩岸關係
帶來一絲暖意和生機，代表了台灣民眾希望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主流民意，同時也在傳統偏綠的南台
灣，打開了一個與大陸交流合作的缺口，其重要意
義自不待言。

從島內來看，去年底的 「九合一」選舉，民進
黨慘敗，反映出台灣民心思變，希望拚經濟過好日
子。 「民進黨不倒，兩岸關係不會好」 「兩岸關係
不好，台灣經濟民生不會好」已成為許多台灣老百
姓的心聲。 「韓流」的興起和延燒，正是受到這股
主流民意的支撐。

韓國瑜用 「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
」作為競選口號，正中高雄民眾的 「痛點」。上任
幾個月來，他一直在踐行他的競選承諾，高雄發展
勢頭煥然一新。韓國瑜在香港講話形容高雄 「就像
吃了毒蘋果的公主，經過白馬王子親吻，眼睛就亮

了」。
這一鮮明對比讓台灣民眾真切體會到 「九二共

識」是兩岸關係的通關密碼，良好的兩岸關係是保
障台灣百姓福祉的前提。因此，主打經貿牌的韓國
瑜此行，承載高雄乃至全台民眾的期望。也是他進
一步兌現承諾的舉措。

從港台關係來看，香港是冷戰對峙時期兩岸秘
密接觸的前哨，也是 「一國兩制」率先實施的第一
站，更是兩岸關係的晴雨表。雖然韓國瑜一再強調
此行不談政治，但香港特區政府和中聯辦予以高規
格接待，本身就是一個十分明確的信號。

對大陸而言，北京希望韓此行發揮示範效應，
帶動更多台灣縣市在認同 「九二共識」的前提下與
大陸展開交流。對韓國瑜一行而言， 「一國兩制」
的港澳實踐，無疑將是他們認真考察的對象。在這
個意義上說，香港在兩岸關係中有着承先啟後的重
要地位。完善 「一國兩制」實踐，加大對台灣的宣
介交流力度，是未來香港在推進國家統一大業中的
着力點。

儘管民眾拍手叫好，但民進黨當局對韓國瑜此
行是很不放心的。前幾天， 「行政院長」蘇貞昌特
別提醒 「不要被中國大陸的政治框架給框住」。地
方熱，當局冷；民眾支持，政府 「扯腿」；寧可讓
百姓過窮日子，也要死抱 「台獨」意識形態不放，
這就是當今台灣政壇的荒誕現實。不過，兩岸猿聲
啼不住，如韓國瑜一般的兩岸交流、情感交流的輕
舟，必將駛過萬重山。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理事長

陳方安生賣國賣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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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 平

議事論事

葉建明

香港政情
方靖之

全國 「兩會」勝利閉幕，
香港也和內地一樣掀起宣講熱
。從中聯辦官員到港區代表、
委員紛紛走上講台，分享他們

的 「兩會」觀察，傳遞中央聲音、國家議題。 「兩會」如此受
追捧，實在是因為她太重要了！3月的北京，當之無愧成為中國
政治的集大成，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和立法機構，全國政協是國
家層次的專門協商機構。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裏，作為國家最
高行政機構的國務院，要向人大報告過去一年的工作和新一年
的工作安排；作為國家最高司法機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檢察院也要向人大報告工作。而所有這些報告在提請全國人
大代表審議的同時，還要請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意見。還有，國
家年度財政預算和年度發展計劃的執行情況，也都要由 「兩會
」討論和批准。如此多的 「最高」在這裏匯聚，中央的重大政
策信號在這個平台上集中釋放，唯其如此，一年一度的全國 「
兩會」才被視為觀察中國發展的 「中國之窗」。

中國的政治體制既有現代國家管治體系的共性，也有自己
的獨特設計，這一點從 「兩會」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對中國
政體知之不深的朋友，以為 「兩會」相當於西方國家的兩院，
其實不然。西方國家的上院下院或參院眾院，主要職能都是立
法，是立法體系內的相互制衡。 「兩會」則不同。人大是唯一
的立法機構， 「唯一」可以減少 「扯皮」。政協則是專門協商
機構，不行使國家權力，而是參政議政、民主協商、民主監督
，為立法和決策提供建議。

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司法機構、監察機構，這些中國和
其他國家都是一樣的，唯獨協商機構是中國特有的。與西方基
於選舉的制度設計不同，中國更注重協商，讓協商民主與選舉
民主相互補充、相得益彰。這種制度設計，既能保證多數人的
民主，又能保障少數人表達意願的權利，避免贏者通吃。

時下不少發達國家遭遇治理的困境，動輒公投、退約，習
慣於簡單多數決策，無法提出長遠規劃和有效的解決辦法。其
中的癥結就是不懂協商、不善協商，甚至不屑協商。中國這個
14億人口的大國，這幾十年國家治理水平和施政效率令世人稱
道，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善於通過協商找到最大公約數、畫
出最大同心圓。

「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
諦。」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的這句話，無疑是對
協商民主的畫龍點睛。

人類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很多問題跨越了國界，需要所
有國家至少是主要國家共同面對。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的
協商民主展現出越來越重要的全球意義。遠的不說，香港參
與建設的粵港澳大灣區，包含 「『一國兩制』、三個法域、
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如果各行其是， 「打造世界一流
灣區」就永遠是個夢。唯有相互協商，通力合作，才是人間正
道。

註：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翻譯：李顯
格）

從兩會看中國政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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