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之際，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慶祝大會講話時提及香港，指出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要
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內地學習、就業、生

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
香港青年的發展之所以如此重要，除了因為 「少年強、青年強則中國強」

外，與2014年違法 「佔中」 開始，一直到去年的 「修例風波」 ，香港青年成為
一系列社會運動，甚至暴力事件的中堅分子不無關係。對於其成因，社會普遍
認為是本港青年對國家的認同感薄弱，還有本港國民教育的缺失。

根據警方統計數字，截至去年底因參與違法事件而被捕的人士中，接近八
成的年齡介乎14-30歲，他們的父母大多數是60後及70後，在求學時期因為港
英教育制度，導致他們沒有機會接受正確的國民教育，80年代至千禧年代的經
濟繁榮及勞動力短缺，也讓這些父母因為忙於工作而將國民教育、培養國家認
同感甚至家庭教育的責任交給學校。在缺乏適合的教育及上述對愛國及內地的
負面觀感的影響下，這批90後及00後的青年未能對國家歷史與發展有根本認識
。雖然科技發達令資訊更流通，但科技發達亦更便利攬炒派透過網絡及社交媒
體灌輸各種抹黑國家的訊息，這班青年朋友與內地的同齡人猶如生活在 「平行
時空」 ，對國家的認同感薄弱，甚至產生離心力自然不難理解。

應研究設內地實習津貼

要進一步做到習主席指示 「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內地學習、就業、生活
」 ，達到 「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 的期許，加強
香港的國民教育必不可少。筆者早前參與倡議成立的港澳青少年憲法基本法深
圳研修基地，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於今年7月中正式成立，為香港
的青年朋友們學習憲法與基本法提供理想場地。

除此以外，特區政府亦需要為香港青少年到內地提供便利，例如可向內地
的港資企業提供資助，為應屆畢業生提供最少一年期的就業津貼，吸引這些企
業招聘本港畢業生在內地工作。教育局亦應建立中央資訊平台，集合國內高等
院校的課程資訊，並對部分與香港未來發展息息相關的專業課程提供學費資助
，讓香港青年在內地畢業後除選擇在當地發展外，亦可選擇回港發展事業。

此外，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特區政府亦應在灣區內每個城市設立辦
事處，並邀請本港青年組織或專業團體利用辦事處開設辦公點，以及利用特區
政府的官方層面為這些青年組織或專業團體穿針引線，與當地相關機構進行對
接，多舉辦聯誼活動，協助香港青年在當地建立朋友圈，更快融入當地生活。

筆者認為，對國家認同感與情懷的培養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參加一個數
天的交流團或為期數星期的實習計劃便可以建立起來，實在需要香港社會各界
同心協力，啟發和引導香港的青年朋友們逐步走上 「有國才有家」 的方向。筆
者於此與各位熱愛祖國、熱愛香港的朋友們共勉。

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

10月5日，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接納司法人
員推薦委員會的建議，
在取得立法會同意後任
命英國最高法院副院長
賀知義（Lord Patrick

Hodge）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10月
9日，英國32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聯名
致函英國大法官兼司法大臣巴克蘭（
Robert Buckland），反對賀知義
接受任命，稱：賀知義如果接受任命
，會令英國法官參與香港特區政府侵
犯人權的所為，也如認同香港國安法
有缺陷的原則與程序，這種聯繫或會
令英國的獨立司法系統聲譽受損，云
云。香港媒體在報道時提及，賀知義
在2018年討論司法獨立時，批評中國
無司法獨立。

上述相關信息，提出來兩個相關
聯的問題──英方對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持什麼立場？香港任命其他實行普
通法的國家法官出任香港終審法院非
常任法官，應當遵循什麼原則？

須擺脫英國政府的干預

英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履行憲制權
責制訂香港國安法是惱羞成怒。英國
攻擊香港國安法違背中英聯合聲明。
但中英聯合聲明第一條是── 「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
（包括香港島、九龍和 「新界」 ，以
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一九九
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 制定並執行香港國安法，正是中國

政府行使對香港主權的應有之義。英
方對香港國安法表現得氣急敗壞，證
明其對香港回歸中國心有不甘。

就在香港國安法生效第三天，7
月2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公開表示，
他要在華為是否參與英國5G網絡建設
上謹慎行事，因為不希望重要的基礎
受制於 「潛在敵對國家供應商」 。很
快，英國政府改變之前態度，宣布華
為被排除於英國5G網絡建設。

視中國為潛在敵國的觀點和情緒
瀰漫倫敦。據《衛報》當地時間10月
8日報道，英國第一海務大臣、海軍
上將托尼．拉達金（Tony Radakin
）當天在樸茨茅斯暗示，中國海軍有
能力 「通過北部海域航道直接到達北
大西洋」 。報道認為，他此言意在暗
示 「中國對英國構成戰略威脅」 。

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必須重
視，相比較美國，英國在香港的勢力
和影響尤甚。美國在香港的勢力和影
響，表現在美資和受美國扶持的團體
、人員上，也包括美式文化。英國在
香港的勢力和影響，則有五方面，一
是經濟實力和影響，主要由英商來體
現；二是文化實力和影響，既由馬會
作為機構來代表，也由傳統核心價值
作為無所不在的滲透來體現；三是在
特區政府，得益於傳統公務員體制和
資深政務官隊伍平穩過渡；四是司法
機構，執行英國培植的普通法制度，
接受西方法律薰陶，尤其終審法院擁
有外籍法官；五是在媒體、教育、法
律及其他專業界的實力和影響，得之
於西方教化。

為了香港繁榮穩定，中央政府允
許香港司法獨立，設立終審法院，聘

請其他實行普通法的國家法官出任香
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香港終審法
院及其他法院有外籍法官。這樣的制
度安排，需要兩個條件，一是特區法
官整體上完成從九七前效忠英國到九
七後效忠中國轉變，二是特區法官整
體上保持對兩大政治對抗陣營的政治
中立。至今，這兩個條件都沒有具備。

法官效忠國家天經地義

法官的國籍，在有關國家與中國
關係友好時，不成問題。問題是，美
英以及 「五眼聯盟」 開始與中國對抗
。香港法院有這些國籍的法官，也就
自然產生他（們）效忠誰的考驗。尤
其，在涉及香港國安法案件時，英國
及 「五眼聯盟」 其他國家的法官是維
護中國國家安全抑或迴避？的確，會
令他（們）頗費思量。行政長官不能
低估 「五眼聯盟」 與中國關係進一步
演變會對有關國籍的法官所產生的壓
力。

我不主張目前考慮減少或取消香
港各級法院的外國籍法官。但是，特
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必須重視，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快演變，香港
的外國籍法官難免要做留或走的抉擇
。特區法院如果繼續保留外國籍法官
，必須考慮他（們）本人對待中國和
中國司法制度的立場。司法機關是政
權機關。要求香港司法機關效忠國家
是天經地義。要求香港法官效忠中國
，要求香港外國籍法官在他（們）祖
國與中國對抗中做抉擇，不應被視為
不合理地把香港司法機關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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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深圳經濟特
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充分肯定了深圳過去四十年的成就和
貢獻。事實上，深圳可以說是國家在改
革開放大事業中，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
的成功範例。

由零開始的四十年奇跡

中國的不同區域和城市，在過去四
十年的改革開放奮鬥中，都交出了亮麗
的成績。例如上海和北京，它們不但自
身城市發展取得驕人的成就，同時也輻
射全國，也在長三角和環渤海灣的經濟
帶中，發揮着龍頭的角色。但無論是上
海、北京，還是其他大城市如天津、武
漢以至廣州，它們都有很悠久的發展歷
史。遠自晚清的自強運動開始，就開展
經濟發展的步伐，再經歷了新中國的不
同發展階段，才有當下的經濟面貌。但
就只有深圳，它是唯一由零開始，是在
鄧小平開展改革開放事業大旗之下謀劃
，發展到今日卓立於世的世界級現代化
城市，深圳的成就，有它自己的特殊意
義。

習主席的講話中，以五個 「歷史性
跨越」 ，勾畫出了深圳的成就：40年來
，深圳奮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大

力推進科技創新，實現了由一座落後的
邊陲小鎮到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大
都市的歷史性跨越；40年來，深圳堅持
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實現了由經濟體
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性跨越；
40年來，深圳實現了由進出口貿易為主
到全方位高水準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跨越
；40年來，深圳實現了由經濟開發到統
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發展的歷史
性跨越；40年來，深圳率先完成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了由解決溫飽
到高品質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事實比事實，數字比數字，深圳過
去四十年的發展，以世界任何一個城市
發展的標準，都是奇跡。

當然，中國經歷過去七十多年的努
力而取得的成就，是全國上下，各省市
、自治區一起努力的共同成果，稱得上
奇跡的事例，可以說是比比皆是。筆者
年前和香港的智庫代表團訪問貴州之後
，曾經在報章以《天心無定 事在人為
》為題撰文，非常認同貴州的成就。在
中國數千年歷史中，都幾乎是 「貧瘠」
代名詞的貴州，由國民琅琅上口的順口
溜：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身無
三分銀」 ，搖身一變成全世界其中一個
重要大數據中心。其餘包括上海的浦東

、浙江的義烏，都是在短短的十多年奮
鬥中，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成就都可
以放入 「世界奇跡」 之列。深圳，不過
是奇跡之中的奇跡，驚嘆之中的驚嘆而
已。

習主席在講話中，總結了 「十項認
識」 ，包括：一是必須堅持黨對經濟特
區建設的領導，始終保持經濟特區建設
正確方向；二是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通過改革實踐推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是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敢
闖敢試、敢為人先，以思想破冰引領改
革突圍；四是必須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
，不斷提高 「引進來」 的吸引力和 「走
出去」 的競爭力；五是必須堅持創新是
第一動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中贏得主動權；六是必須堅持以人民為
中心的發展思想，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人民群眾；七是必須堅持科
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使法治成為經濟特區發展的重要保
障；八是必須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的理念，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全
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九是必須全面準確
貫徹 「一國兩制」 基本方針，促進內地
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相互促進；十
是必須堅持在全國一盤棋中更好發揮經
濟特區輻射帶動作用，為全國發展作出
貢獻。

港人要更新對深圳認識

這 「十項認識」 中，幾乎全部都是
適用於全國各區域和城市的發展。而這
「十項認識」 ，第一項和第十項可以說
是串連一氣、首尾呼應。任何一個區域
和城市，都不是可以孤立獨自發展，所
有區域和城市，都是在國家中央層面領
導和指引下發展，沒有中央政策的領導
和指引，任何發展都談不上！所以深圳
的奇跡，不只是由深圳單獨創造出來的
奇跡，而是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由中
央政府領導下眾多奇跡的其中一個。故
此，深圳的發展就不能只思考深圳，而
是要在全國一盤棋的思維下，發揮好輻
射帶動作用，也就是要有全國觀、大局
觀。所以習主席在講話中，特別要求中
央各部委要充分理解中央的意圖，也就
是要理解全國整體和深圳特區的相互互
動的戰略關係。

習主席在講話中，也特別強調深圳
在大灣區以及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
政區的關係，印象中是第一次用上 「融
合發展」 以及 「市場一體化」 的表述，
特別是和香港關係。毋庸置疑，深圳有
今天的發展，和香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深圳高科技的兩大龍頭企業，華為和
騰訊，其創立之初，就是充分利用了香
港的市場和資源。而要發揮更強力的輻
射作用，深港通過 「融合發展」 及 「市
場一體化」 ，其引擎帶動的力量應該可
以倍升。

約在六、七年前，一位深圳副市長
在會見香港媒體參訪團時，特別指出，
請香港的媒體負責人，要重新認識深圳
，也好讓香港人重新認識深圳。因為許
多市民，仍然停留在到深圳購買廉價物
品的印象。

深圳潛心苦練，十年間已由廉價代
工，晉身為高科技之都。今時今日，深
圳的高科技已經登堂入室，更上層樓，
香港市民更需要更新對深圳的認識。在
未來發展大策略： 「逐步形成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 之中，港深聯動可以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和更大的作用。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全國政協
委員

香港能否再次抓住深圳發展機遇？

近年來，香港亂象頻生
。追溯亂源，首在教育走了
邪路，次在司法失卻公允。
尤其前者，不獨讓香港教育
誤入歧途，更使教職人員失

去方向，自然是誤人子弟，害國害港不
淺。

香港教育誤入歧途，教協難辭其咎
。可以說，教協沒有協助香港教育走上
愛國愛港正道，反而變成了 「邪教」 。

教協全稱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但這個協會一點都不專業，並非專業
團體，而是一個有着鮮明政治立場的工
會。媒體曾列出了近年來教協失去專業
本分而進行政治鼓噪的 「騷操作」 ：
2012年7月29日，教協聯同 「學民思潮
」 ，發起反國教遊行，教協提供交通津
貼鼓勵教師帶學生去 「罷課集會」 ；

2013年3月29日，教協支持非法 「佔中
」 ，編製相關通識教材，誘導學生參與
「佔中」 ；2014年，教協製作大量黃絲
帶給教師在校內派發宣傳 「佔中」 ，鼓
勵全港師生於9月26日參與違法集會；
2015年4月2日，教協鼓吹分裂國家、煽
動族群仇恨的《香港城邦論──光復本
土》，公然在校園宣揚 「港獨」 意識；
2019年，教協煽動並引導學界加入 「修
例風波」 ，分別在6月13日及14日和8月5
日號召業界罷工；2020年1月，教協宣布
成立所謂 「援助基金」 ，為被捕者眾籌
提供法律援助等，間接支援暴徒和 「黃
師」 。

樁樁件件，每次香港出現街頭暴力
，教協都發揮着關鍵作用。

此外，教協成員也有不少在考評局
擔任重要職務。如教協理事張銳輝在考

評局擔任獨立專題探究中最高職位超過
六年。此人今年更獲任命負責評卷的試
卷主席。而教協理事、 「仇警教師」 賴
得鐘亦曾擔任考評局通識教育科目委員
會主席。由此不難理解，香港歷史考卷
中不乏為英國殖民主義者和日本侵略者
唱讚歌的考題，亦使香港學生參與到街
頭暴力和襲警行為中，很多青少年更是
缺乏國家概念，不僅崇洋媚外，而且養
成 「港獨」 思維。

令人擔憂的是，教協高層除了在考
評局擔任重要職務，其會員更是遍布各
級校園。整個教育系統幾乎都被其侵入
滲透。在此氛圍下，香港教育幾被教協
控制，香港愛國愛港教育自然難以落實
。教協變 「邪教」 ，教師極端，教育偏
頗，學生極端，成為香港教育的惡性循
環。所謂 「學高為師，身正為範」 ，香

港教育界很難覓其真諦。街頭暴力遭遇
疫情來襲，教協依然蠢蠢欲動。其政治
躁動依然配合西方反華，而且成為攬炒
派的嘍囉。為反中亂港鼓舞呼應，為亂
港分子鳴鑼開道，繼續在青少年中播撒
「港獨」 種子，教協一刻也未停止其政
治躁動。

當教協變成 「邪教」 ，自然要扶正
祛邪。一方面，要通過系統性的整合，
讓教育局承擔起主導香港教育的行政責
任。另一方面，編纂符合愛國愛港方向
的通識教材，補上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
短板。更重要的是，將反中亂港播 「獨
」 的教協成員清除出教育系統，肅清教
協流毒，才能從根本上祛除邪教洗腦，
正本清源。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因此愛國是第
一要務。教育也好，司法也罷，都不能

偏離愛國正道。不愛國的教協，自會變
成西方反華的工具、攬炒派的棋子和走
上邪路的政治組織。教協要生存，必須
走愛國愛港正道，摒棄亂港播 「獨」 的
邪路。否則，教協不僅會被愛國教師所
拋棄，也會成為港人公敵。

香港走到了十字路口。教協也好，
其他政治組織也罷，是繼續配合西方反
華勢力在港製造衝突混亂，還是改弦易
轍充當建設性的反對派，必須做出正確
選擇。作為直轄於中央的一個特區，所
有香港團體和組織，也有必須承擔的責
任和使命，那就是必須高揚愛國主義的
旗幟。不愛國的團體和組織，也不會真
愛香港，更不會愛香港人，只能是西方
敵對勢力的反華工具和棋子。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大
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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