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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本報經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有效

近三、四個月以來， 「新八國聯軍」 相繼表態稱反對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企圖
迫使特區政府撤回修例。《大公報》記者整理事件脈絡，發現外國勢力在回歸後頻頻介
入港事，做賊心虛，而他們搞亂香港不外乎三種伎倆，包括：勾連 「告洋狀」 的漢奸、
搶佔道德高地以及撤資恐嚇。事實證明，外國政要都是雙重標準，自相矛盾。美國國會
和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主席麥高文早前就自曝會建議美國政府在中美貿易戰
談判上，將香港人權及自由狀況放入議程。有政界人士直指， 「新八國聯軍」 反香港修
例的連串不尋常舉動，其實是為了配合中美貿易戰，藉此增添攻擊中國的籌碼。

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修逃犯例近日再度升溫。上周，
歐盟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出 「外交照會」反對修例；
美國跨黨派國會議員聯署要求特區政府撤回《逃犯（修
訂）條例》。有份參與聯署的麥高文在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等人訪美時曾與他們會面，此後麥高文聲言會建
議美國政府在中美貿易戰談判上，將香港人權及自由狀
況放入議程，要求美國總統特朗普關注香港《逃犯（修
訂）條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一針見血地指
出，外國勢力這些舉措只是為了配合中美貿易摩擦和地
緣政治因素，乘機抹黑香港，遏制中國。

精心部署干預港事務
《大公報》記者整理外國勢力的伎倆，發現他們慣

用的第一招，就是勾連 「告洋狀」的漢奸。自從《逃犯
（修訂）條例》在今年二月提出之後，反對派就接力到
美國、加拿大及歐洲唱衰香港。今年三月，前政務司司
長陳方安生、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莫乃光到美國
告洋狀，陳方安生更與美國副總統彭斯短暫會面，陳太
更引述對方稱美國 「非常關注香港人權及自由狀況」。

今年五月，李柱銘等人再到美國，包括出席CECC
聽證會、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會面等。美國國務院此
後發出聲明，稱修訂《逃犯條例》威脅香港法治，又
稱蓬佩奧支持香港長久以來保護人權、基本自由和民
主價值，這些均受基本法保障。已過氣的香港政治人
物及前立法會議員，居然會獲得美國如此高規格的會
見？美國事後還發聲明向特區政府施壓，顯然一切都
是精心部署。

用人權自由做幌子
而外國勢力總是以冠冕堂皇的藉口反對特區政府修

例，美國國務院的聲明直言，蓬佩奧支持香港長久以來
保護人權、基本自由和民主價值，以此搶佔 「道德高地

」，但這樣根本是自打嘴巴。今年三月，美國國務院發
表《2018年國別人權報告》，蓬佩奧在報告序言就表明
： 「就國際關係而言，經濟利益一直大於人道主義問題
。也就是說，無論一個國家的人權記錄如何，只要符合
本國利益，美國就會與這個國家合作。」由此可見，在
修例問題上，美國關心人權及自由根本就是借題發揮。

至於撤資恐嚇，1995年，美國《財富》雜誌封面故
事就預言過 「香港已死」。美國商會今年就《逃犯條例
》發表的意見書，揚言修例會成為外國公司是否選擇香
港，或者是否以香港作為基地，評估風險的重要因素，
攻擊修例 「可能進一步削弱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競
爭力」云云。這些論調，聽起來和當年的 「預言」何其
相似。

事實上，《財富》雜誌在2007年認衰，坦言 「我們
錯了」，承認有關文章誇大，事實上香港經濟發展良好
。資料顯示，外資駐港公司的數目由2017年的8225間增
加至2018年8754間，升幅為6.4%，日本、美國及英國排
名二至四位。由此可見，外國一直稱外資撤離香港，但
事實上外資公司數目不斷上升，所謂 「撤資」，不過是
恐嚇手段。

維基解密：涂謹申為美保護人物
【大公報訊】記者海芯葆報道：美國此次在反對

香港修逃犯例方面尤其 「大聲」，資料顯示，香港回
歸以後，美國頻頻干預香港事務，為滲透香港無所不
用其極，並與反對派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維基解密在
2011年披露的文件，踢爆民主黨涂謹申是美國駐港總
領事館 「嚴格保護」人物。涂謹申利用最資深議員身
份，不斷 「拉布」阻止《逃犯（修訂）條例》法案委
員會選出主席，之後又赴美國 「告洋狀」。

2011年，維基解密踢爆涂謹申是美國駐港總領
事館 「嚴格保護」人物，他曾經向領事館聲稱，民
主黨已認出幾名北京派來的滲透者。民主黨一個 「
特別委員會」對此展開了長達八個月的調查。

2007年後，民主黨內黨爭不斷，頻頻分裂，從
機密文件提供的線索來看，這種現象與涂謹申當年
負責的 「特別委員會」報告有極密切關係，民主黨

內一些看法便認為是涂謹申製造 「白色恐怖」，打
擊對手，方便自己在黨內上位，接李柱銘的 「大佬
」地位。

涂謹申當年沒有正面回應自己與美國是否密切
來往，只稱對維基解密的內容感到 「好奇怪」，聲
稱過去與美國人員交往時，只是分析香港的社會、
經濟狀況等。

2013年，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僱員愛德華．斯諾
登接受報章專訪，稱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自
2009年起即入侵香港及中國內地的計算機，目標包
括香港中文大學、公職人員、企業及學生電腦，更
主動提及美國中情局在港行動基地就在美駐港總領
事館之內。2014年，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曾指出，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規模比其他地區大，職員人數由
回歸前600多人，增至過千人。

斯諾登案證港移犯把關嚴謹

美國政府和部分政客對修訂《逃犯條例》意見
多多，聲稱背後有政治目的、中央藉此操控香港云
云。不過資料顯示，美國向香港申請引渡時，曾採
取投機取巧的手段蒙混過關，事敗後更輸打贏要、
無理指責特區政府的嚴謹把關，稱是 「刻意放生」
、破壞雙方關係云云。

2013年，美國中情局人員斯諾登在香港揭發，
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大規模監控民眾、私人或政府
機構等。美方其後以斯諾登涉嫌泄露國防與情報資
料等罪為由，按與香港於1996年簽署的長期引渡協
議，要求特區政府移交斯諾登返美受審。

時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於當年6月25日、即斯諾
登離港後兩天表示，律政司早前收到美方提供的臨
時拘捕令文件後，隨即按《逃犯條例》、雙邊協議
訂明的程序及原則展開研究，亦即如今修訂《逃犯
條例》後仍會沿用的第一重把關程序。

不足一周，特區政府向美方提出多項查詢，包
括：美方指控斯諾登的罪行，是否屬彼此雙邊協議
中列明的罪類，即在雙方司法管轄區均屬犯罪方可
移交的 「雙重犯罪原則」；美方可否交代他們將會
用到的證據，以便律政司判斷案件是否足以呈上法
庭作第二重把關；為何美方外交、法院文件及港方
出入境紀錄，對斯諾登的姓名出現三種不同表述，
而且美方文件未提供斯諾登的護照編號作核對；希
望美方澄清有否如斯諾登所講，入侵香港電腦系統
，由此判斷引渡申請是否涉及政治檢控。

但直至斯諾登離港，美方對上述查詢未作回應
，導致臨時拘捕令無從發出。而事實上，港、美雙
邊引渡協議，由雙方共同簽署，美方不會不清楚移
交程序與保障原則，最後為何保持沉默，你懂的。

事件顯示，律政司在移交逃犯事宜上的把關極
為嚴謹、細緻入微，絕非表面功夫、行禮如儀，美
方暴跳如雷，卻也無話可說。而無論修訂《逃犯條
例》前後，律政司的第一重把關、法庭的第二重把
關以及雙重犯罪原則、政治罪不移交原則，都保持
不變。

新 聞 縱 深
大公報記者 郝 壽

修 逃 犯 例 大公報記者 海芯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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