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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底的布宜諾斯艾利斯G20峰會到今年大
阪G20峰會，7個月的時間裏中美兩強給全球市場奉
獻了一場跌宕起伏的貿易博弈大戲。現在，這場大
戲從激烈博弈又回到緩衝平靜期。

6月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美國總統特
朗普通了電話。兩國元首決定在大阪G20峰會期間
舉行會晤─中國媒體強調 「應約」二字，可謂意
味深長。在此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向中國喊
話，表現出和習近平主席進行會晤的意願。強調如
果中美兩國元首沒有在大阪G20峰會期間會晤，他
將對中國輸美剩餘3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

「極限施壓」 反噬美國企業

特朗普半是哀求半是威脅，宛若萬聖節上 「不給
糖就搗蛋」的幼稚孩童，凸顯美國在對華貿易戰疊加
科技戰用力過猛後的無奈。美國來勢洶洶的關稅武器
和科技施壓，中國蒙受重大損失的同時，也傷及美國
市場。近日，600多家美國企業向特朗普發出公開信
，要求美國放棄對進口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英特爾、賽靈思、高通等美國芯片製造商亦向
特朗普政府施壓，要求美國政府放寬對華為的銷售
禁令。這些響應美國政府號召對華為斷供的企業，
因為禁令使其財務遭受巨大損失。因此，他們要求
美國政府放寬對華為進口零部件的禁令，因為這些
芯片大多運用在華為手機和電腦上，不會幫助華為
的技術和設備。因此，他們向美國政府強調，放寬
對華為的銷售禁令並非為了幫助華為，而是為了避

免美國企業遭受損失。
在18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就擬對3000億美元

中國商品加徵關稅舉行的聽證會上，越來越多的美
國企業反對擴大對中國產品徵收關稅。他們發出了
「需要中國」的呼聲。

中美磋商破局，美國對華採取 「極限施壓」措
施，並沒有達到特朗普總統預期的 「美國優先」效
果，反而讓美國企業怨聲載道。這表明，40多年的
貿易聯繫使中美兩國形成深度利益攸關關係。美貿
易戰疊加科技戰打擊中國，必然導致零和結果。

中美兩國激烈博弈的這段時間，美國對華施壓
手段不可謂不猛─尤其在科技領域集中圍剿中國
華為。結果卻是，華為主業並未受到影響，已在全
球拿下46個5G訂單。更糟的是，當美國通過國內法
強制美國和全球跨國企業對華為芯片、零配件斷供
，並在相關標準甚至系統架構上對華為採取釜底抽
薪的打擊後，華為營收雖受到衝擊─尤其是智能
手機出貨量，但華為也在啟用 「備胎計劃」，構建
自己的生態系統。在此情勢下，反而是斷供華為的
美國企業坐不住了。因為在美國企業的供應鏈和利
潤鏈上，斷供和限制華為也將大大降低自己的市場
營收。

相關美國科技企業要求白宮放寬對華為進口零
部件禁令，凸顯特朗普總統號召美國企業圍剿華為

的策略錯誤。

「流氓行徑」 禁華為索償

更可怕的是，美國對華為圍剿也讓美國企業和
全球市場陷入深度焦慮─中美科技或有脫鈎風險
。果如此，中美將陷入科技冷戰，全球科技產業也
因為面臨兩邊選站而遇到挫折。美國也將承擔阻礙
全球科技發展的道德責任。

美國企業的焦慮，讓美國政府陷入挫敗感，
某些政客甚至發出和美國國格不相稱的極端言論
。6月17日，美國參議員盧比奧要求修改美國國
防授權法，禁止中國華為公司通過美國法院向美
國企業索要專利費、尋求損害賠償。這種違反基本
法治常識的言論，在美國網友那裏被斥為 「流氓行
徑」。

美國 「極限施壓」遭到中國沉着應對。貿易戰
疊加科技戰，開始讓美國企業難以承受。因此，特
朗普總統才希望和習近平主席在大阪G20峰會進行
會晤，以便換個手段解決中美貿易糾紛。

中美元首會晤可以，但美國還是要守誠信、重
承諾，要談就要換位思考互相尊重，而不是採取霸
凌主義的立場。

互利共贏才是中美繼續談判磋商的核心要義，
若將談判視為壓迫中國屈服的手段，就失去了繼續
談判的意義。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
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大阪G20峰會凸顯美國挫敗感
中美關係
張敬偉

焦點評論
方靖之

是反修例還是反人倫反人性？痛香港陷入泛政治化漩渦
誰都知道現時反修例只是一個假議題，因為政

府已經宣布無限期暫緩《逃犯條例》修訂工作，並
且讓草案 「自然死亡」。而這場風波是以反修例作
號召，修例既然已經不存在，所謂反修例自然無從
說起，有關風波亦應告一段落。

然而，反對派以及激進分子仍然不依不饒，繼
續要延續這場風波， 「民陣」繼續策動各種政治行
動，為的並非是反修例，而是為了 「兩票」，即鈔
票和選票。至於激進派不斷在社會上策動各種激進
行動；有青年更因此而批鬥父母，這些都說明這場
風波已經變質，變成一場破壞香港的行動，變成一
場破壞人倫、破壞人性、撕裂社會的行動，這才是
廣大市民最憂心的地方。

偏激思想造成家庭對立

這場風波的參與者主要是一班青年學生，他們
對社會有不滿，要表達訴求可以理解，但現在他們
的所作所為不但已經逾越法律的界線，更逾越了社
會道德的底線。日前有年輕人更在網絡上載批鬥父
母短片，向青年人鼓吹所謂 「沒上街的父母根本沒
有愛過你」的過激言論。

在短片中，該青年從父母反對暴力行為、要求
子女交家用、無法提供充足的物質條件給子女等多
個角度，企圖論證其 「香港的父母由個仔出世這一
刻都不停索取他」、 「每一個父母從來都無諗過可
以給予到什麼給子女」、 「大難臨頭各自飛」、 「
有事沒事都要不斷剝削年輕人」的荒謬結論。最後
他更以 「愛不愛年輕人，在是否上街這件事上會表
達得一清二楚」作結，企圖 「要挾」父母、離間親
情。

這些短片當然不能代表所有年輕人，但卻反映一
個危險的趨向，就是這場反修例風波已逐漸在撕裂社
會，製造家庭對立。一些年輕人因為家人不支持其行
動，就採取過激的言論去斥責家人，甚至出現 「不上
街就不愛你」的謬論，這些歪理在年輕人中不斷傳播
，令不少人驚嘆 「文革」重來。

這種為抗爭而反人倫的歪風，最早正是由一班
激進派政客煽動，在2014年非法 「佔中」時，時任
理大講師、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就不
顧教育工作者身份，不僅鼓吹年輕人出來反抗，更
聲稱反 「佔領」的家長是豬，鼓吹年輕人與 「港豬
」劃清界線，呼籲子女與父母斷絕關係，終生不相
往來云云。

在當時令不少 「佔中」參與者因此與父母反目
，繼而投入街頭 「佔領」。反對派不斷煽動這種世
代之爭、家庭之爭，目的就是要挑動年輕人的不滿
及反叛，令年輕人不再聽從父母的勸阻，而全身投
入激進派的抗爭。

父母愛護子女，自然不希望子女犯險，更不希
望子女被一些人煽動參與違法抗爭，最終一生前途
毀於一旦。因此，大多數父母都不會支持子女參與
這些激進衝擊，但父母愛護子女之心恰恰成為激進
派眼中的絆腳石。因此，反對派及激進派分子一直
向青年鼓吹各種歪理，煽動他們批鬥父母，最終演
變成短片中的偏激青年。

反修例風波發展至今，已經由反修例變成反人
倫、反人性，惹來愈來愈多市民反感。反對派要延

續這場風波，靠的只有入世未深的青年、一班已經
被他們 「洗腦」的青年，繼續將風波炒作下去。他
們不單利用青年，更煽動青年利用父母的愛護之心
迫父母支持他們抗爭，迫父母上街，否則就威脅老
死不相往來。眼中只有政治，只有對抗，而沒有了
人性，對父母沒有了基本的尊重，一切以政治掛帥
，這些就是香港未來的棟樑嗎？

政治掛帥毒害年輕一代

這些短片正正反映了反對派及激進派對香港青
年一代的毒害，激起社會輿論的批評，令有關短片
被迫急急刪除，最可笑的是一班反對派打手，包括
一些名為廣告專家，實際卻是黎智英打手的人，急
急撲出來護主，指這條短片是假的，是故意插贓嫁
禍云云。真可笑，這些極端言論就算不用看這條短
片，在激進派人士聚集的多個討論區，早已不勝枚
舉，只要上去看看就知道，難道所有的留言都是
插贓嫁禍？這些反對派打手完全沒有良知和底線
，一直在煽動這種批鬥風氣，煽動青年反人性反
人倫，現在眼見玩得過火，引起民意反彈，又說是
插贓嫁禍，完全是輸打贏要，這些人自甘當某些
政治勢力的打手，有什麼資格出來扮專家、充權
威？

社會撕裂對立，全港市民都沒有贏家，既然反
修例目的已經達到，還有何必要延續這場風波？甚
至如一些激進分子所言要癱瘓政府部門運作，搞得
社會風波不斷，對市民有什麼好處？不過徒令別有
用心者得益，徒令親者痛仇者快。這場風波是時候
平息了。

資深評論員

近段時間，香港頗
不安寧，太平山下不太
平。無論是香港朋友，
還是關心香港的內地朋

友，都在問：香港怎麼了？香港為什麼？還有更激烈
一點的疑問：香港想幹什麼？

而不管有什麼樣的疑問和費解，我和我身邊的眾
多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心疼香港！哪怕激烈
一點的，也是愛之深，痛愈切。

我們總以為，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可能對一些
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這並不奇怪。
但如果事事陷入「泛政治化」漩渦，把一個簡單的法律
問題，弄成反中的政治議題，把僅僅針對逃犯的舉措
，鼓噪成人人 「在劫難逃」的大災難。這就難以理喻
了，一個理性的社會不應該如此。

我們總以為，香港有多種訴求，市民對政府一不
滿意就上街，一言不和就遊行，未嘗不可。但如果有
意將遊行搞成對抗、圍堵政府、阻塞交通，甚至搞暴
力打警員、破壞公共設施，這就超出和平的底線了，
一個法治的社會不應該如此。

我們總以為，政府出台一項政策，初衷都不會跟
老百姓對着幹。在設計和實施過程中，可能會有種種
不完美，可能會有一些瑕疵疏漏，也可能令少數人不
開心。大家可以批評瑕疵、可以表達不滿，但如果藉
着疏漏瑕疵逼特首辭職下台，這就不免逼人太甚，一個
公平公義至上的社會不應該如此。

我們總以為，香港人愛自己的家，我們也希望她好
，中央更對她疼愛有加。香港體量小、經濟單一，在競
爭激烈的國際背景下，面臨諸多挑戰，本已不容易，更
需要大家齊心協力建設好。但好端端的家底，常常有一
些人折騰她，損耗她。令政府疲於應對，無暇顧及望眼
欲穿的民生。搞事、搗亂除了發泄情緒，能解決什麼問
題呢？普通市民能得到什麼？一個明智的社會不應該如
此。

我們總以為，香港的警員是最值得尊敬的。無論
你什麼時候需要幫助，他們總是處理及時專業，彬彬
有禮。炎炎夏日，他們冒着暑熱執勤本已十分辛苦，
如果有人拿堅硬的磚頭、尖銳的鐵枝砸向執行公務的
警員，於心何忍！於理何在！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員被
罵得灰溜溜，一個正義的社會不應該如此。

心疼香港，希望她盡快平復躁動，盡快回到理性
平和，盡快恢復正常運作。

港事港心
君 子

持續數星期的《逃犯條
例》修訂風波，隨着政府宣
布暫緩修例，總算暫告一段
落。看到好不容易稍為緩和
的社會氣氛，再次陷入撕裂
局面，相信大部分市民都與

筆者一樣感到痛心，因此這篇文章不希望再糾纏於誰是誰非
，只想跟大家說幾句肺腑之言。

連日來，為數不少的年輕人走上街頭與警方對峙，甚至
爆發衝突，雙方流血收場。社會上兩極化聲音不斷互相指罵
，這些言語和肢體的衝突場面，已引起市民的情緒困擾，更
令人難過的是有市民在抗議期間墮樓死亡，這是沒有人願意
看到的悲劇，亦顯示出社會已慢慢步入非理性的漩渦，越陷
越深。

事到如今，不論立場如何，筆者也懇請各位先停一停，
想一想，先問問自己是否值得為這次的爭議，賠上社會的和
諧，家庭的和睦。平心而論，政府在這次爭議也並非一步不
讓，政府先後就草案作出兩次修訂，最後亦順應民意暫緩修
例，希望可平息社會紛爭。而這次修例的主責高官團隊，包
括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亦逐一向市民公開致
歉，並承認工作存在不足。

對於政府的回應，市民可以持不同意見，這正是香港擁
有言論自由的可貴之處。但筆者想指出的是，民主並不是脅
迫，市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的同時，亦需尊重其他人的自
由。民主亦不是人多就有道理。民主是要懂得包容聆聽其
他人的意見，要懂得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協商，懂得妥協讓
步。

民主講包容非脅迫

筆者相信大部分上街的年輕人都是關心社會，都是和平
理性，明白你們對政府不滿，亦尊重你們表達意見的權利。
筆者只想勸告各位年輕人別再用違法方式去表達意見，懇求
你們三思而後行，別以自己的前途作賭注，你們都是香港社
會的未來，試問誰又想看到年輕人因一時衝動犯下大錯？被
關進牢房？這對我們的社會百害而無一利。筆者在此亦呼籲
一眾成年人好好勸導身邊的年輕人要知所進退，在適當的地
方繼續發揮年輕人的熱血，共同為社會進步努力。

無可否認，這次爭議已令年輕人對政府的信任造成動搖
，筆者希望政府能夠深刻反省，汲取教訓，未來能夠與年
輕人再次同行，修補關係。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法律的每個
階段，都可以設立與年輕人溝通的機制，廣納年輕人的意
見，期望通過多重溝通，尋求最大共識。即使意見出現分
歧，亦能夠達至互相體諒，互相理解，以爭取年輕人的支
持。

政府當務之急是將施政重點聚焦於民生事務，挽回民望
，帶領市民走出政治爭拗的死局，讓社會氣氛回歸平靜，維
護社會穩定，將這次修例爭議對社會造成的傷害降至最低，
這才符合香港的最大利益，亦是大多數市民的期望。

最後，筆者留意到社會上有人提出訴求，要求政府對所
有被捕的示威者撤控。筆者希望大家明白香港始終是法治社
會，社會上每一個人，包括政府，都需要依法行事，違法者
必須受到法律制裁，承擔法律責任。而且香港奉行司法獨立
，撤銷控罪並不由得行政長官一個人說了算，否則就是行政
干預司法，若開此先例，定必對法治精神有嚴重損害，絕不
可取。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

放下分歧 走出困局

議事論事

李曠怡

包圍警總就是踐踏法治！
讀者來稿

陳祖光

心痛了
6月21日，相信是所有現職和退休的警察最痛

心的一日。香港警察總部，除了是香港警察隊的權
力及指揮核心重地外，還是所有香港警察信心的支
柱，更是香港社會法治的象徵。當日有大量自以為
有理想就可以洗刷一切既有的法律和道德的年輕人
，圍堵了警察總部，封鎖了總部各個出入口，遮
蔽總部牆頭上各個保安攝像器，向總部外牆及幾
名被迫派到正門防守的警員掟擲雞蛋及雜物。阻礙
及粗言侮辱警察總部上下班人員和當值的警察。
這個景象，從電視新聞傳到各個退休警務人員家
中，現今仍歷歷在目。警察和意氣風發任意妄為
的示威年輕人，形成了強烈對比。這不是勝利與失
敗者的對比，而是人類文明的悲歌，又再重新在香
港奏起。

我們所見到的是沒有法治的人類世界，有如弱
肉強食的原始人類社會，以多欺少，以強凌弱。這
可能是你們理想的第一步。一群自以為有理想的年
輕人，親手摧毀了香港的法治，甚至以青年一代理
想主義，拍成短片去挑撥父母子女倫常愛孝關係，
去批鬥父母對青年人理想的冷漠。我並非心痛警察
總部的懦弱，而是心痛着 「文革」的批鬥，竟然會
在這片善良的土地上重新上演。文明的倒退，竟然
會由香港青年人強調的所謂自由民主理想而展開。
你心能不痛嗎？

心碎了
警察總部被圍堵，似乎是對香港教育的一大諷

刺。教出一班動輒使用暴力、出言辱罵、不接受意
見的年輕人，若有人，包括父母家人不認同，他們
便惡言惡形相向，這就是香港教師教出來的新一代

嗎？這就是自由開放文明的教育結果嗎？這種思想
獨裁，跟你們口中要批鬥的獨裁者，又有什麼分別
？這是香港社會發展的進步還是倒退呢？

從今次圍堵警總看，香港警察的尊嚴已所剩無
幾，而香港的所謂法治又還有幾分？真的想向終審
法院的法官們和法律殿堂上的最權威學者們乞求一
點意見。這場圍堵以及當中的非法行為，在他們的
司法世界裏是怎麼的一回事。司法果真是要為政治
服務嗎？不是應該去制衡社會的亂象嗎？ 「民陣」
要求特首將事件定為非暴動，前政府高官勸喻特首
特赦參與這場暴亂的年輕人，連保安局局長在立法
會上被問及事件中有否非法集會，也支吾以對。可
想而知，這的確是一場暴亂，最少也是非法集會，
「雞食放光蟲」，不猜也知道了。

既然事實擺在眼前，非法集會、阻塞道路交通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刑事毀壞、阻差辦公等違法
行為，不都是明明寫在香港法律上，明令禁止的嗎
？為什麼還可以要求特赦，不予追究，這不是妨礙
司法公正嗎？連捍衛司法的司法人員，滿有理想的
法律學者，你們的所謂正義去了哪裏。而只使用驅
趕作用的催淚煙，去抵禦致命攻擊的警察，卻被人
評為使用過分武力，甚至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追究警察的責任。公然犯法可特赦，依法執法受
追究。不單只對警察，甚至一切有良知的人來說，

真是荒謬。
政府暫緩修例是政治決定，但連管治權也放下

了，你能不嘆息。警隊跟從這種無奈的放下，默默
看，有法不執。連代表警察最高尊嚴的警察總部，
也在雞蛋漿、鐵馬雜物、牆上塗鴉、粗言穢語中侮
辱殆盡。基層及前線的警務人員就只能默默忍受。
作為現職警察，相信他們那顆見義勇為的心，在極
度難過下破碎了。

那司法公義又怎能獨存？法官及學者們，請你
們不要坐在天上看，地上的火，最終會連正義女神
手上的天秤也燒掉啊！

茫茫前路
年輕人要打倒香港政府的那種狂熱，讓人驚慌

。若她在這種情況中倒下，如何是好？香港現有
的制度，還可靠嗎？若不回歸理性，大家都以所謂
「公民抗命」，大家都以上街口號取勝，那要文

明議會做什麼？還要走回槍桿子出政權的路上嗎
？何況槍桿子不在你們手上呢。香港人怎麼會不
怕？

還未絕望
雖然我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有懷疑，現在香港社

會的亂局，擁有審判權的人，可能要負上一大部分
責任。但我相信法治，因為香港擁有一支文明警察
隊伍。若一切進入混亂狀態，最終香港社會的亂局
，還是要我們這些文明警察隊伍去維持。各位現職
的同事，請將你們所剩無幾的尊嚴，好好保存在良
心內，忍辱負重。總會有一天，大家都醒過來的時
候，香港警察就要作為香港治安的最後保障。我願
與你們同行。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前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