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西洋兩岸的齟
齬不斷，但在反華問題
上，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
卻有着天然的默契。

當地時間12月2日，美國副國務卿舍曼
與歐盟對外行動署秘書長桑尼諾在華盛頓
舉行 「美歐涉華對話」 第二次會議。美歐
聲稱對華 「合作」 與 「密切溝通」 十分重
要，但強調 「認真負責地應對與中國的系
統性競爭」 。

美歐對華 「系統性競爭」 是老調重彈，
也是美國對華極端競爭的體現，彰顯美歐
意識形態的 「系統性」 僵化和自以為是的
「政治正確」 ，也投射出美歐的反智、功
利和對華焦慮。

無視疫情內政只顧反華

新冠病毒變種株讓全球陷入新恐慌。
歐洲諸國都在強化疫情防控措施，美國也

如臨大敵。在此情勢下，美歐不考慮抗疫
和內政難題，繼續鼓吹對華進行 「系統性
競爭」 ，自然是反智之舉。

除了反智還有倨傲的功利心態。美歐
雖然強調對華 「系統性競爭」 ，但又強調
「美歐雙方在投資、經濟發展以及展開對

華合作上保持溝通。」 這是重複拜登政府
的對華立場──極端對抗又謀求合作。簡
言之，符合美歐利益的領域和中國談合作，
不符合美歐利益的領域對華進行極端施壓。
這種以勢欺人和居高臨下的立場，是美歐
的迷之自信也是極端不自信。美歐和中國
相比，雖然戰略實力佔優，但以 「系統性
競爭」 的方式逼中國合作，顯然是痴人說
夢。說白了，美歐是重複其 「政治正確」
的廢話。中國以不變應萬變回擊美歐──
「不吃這一套」 。

美歐對華 「系統性競爭」 ，會導致 「新
冷戰」 危險，可是美歐依然發起一波波的
反華浪潮，透析出美歐尤其是拜登政府對

華的深度焦慮與恐懼。美國主導、歐洲附
和、西方配合，希望在其戰略實力佔優的
情勢下，形成結盟反華的強大力量，阻遏
中國發展，阻止中國強大。

美國列出了對華 「系統性競爭」 的清
單，在經貿、科技、人權等領域推進政策
研究以及加強美歐協調。然而，美歐能夠
達成自己的反華戰略目標嗎？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殘酷。雖然西方在政治意識形態上
有着割不斷的紐帶，但是在牽涉不清的系
統性利益方面，友誼的小船則會說翻就翻。
拜登總統已經讓歐洲國家愛恨過幾個輪迴。
但其宣示 「美國回來」 時，歐洲真是群起
響應，以為帶頭大哥美國真回來了。但是
拜登不和歐洲商量就從阿富汗撤軍時，歐
洲國家又覺得 「特朗普回來了」 。

美國將反華重點落在印太區域，形成
美日澳印四國機制（QUAD）和澳英美新
三國同盟（AUKUS），不僅激起了法國與
美國的矛盾（AUKUS截胡法澳潛艇合同），

也讓歐盟重新思考構建自己的保安力量由
於英國脫歐，英國深度融入美國在印太的
反華地緣政治同盟，客觀上也讓歐盟感到
了來自美國的冷落。經過這些事情後，歐
洲議會的反華分子鬧得歡，歐盟中的法德
兩大國也配合美國派出軍艦到南海巡遊，
但雙方已然有了心結。一方面是歐洲議會
的反華聲調明顯高於歐盟各國，另一方面
法德等國在配合美國反華方面不如立陶宛
這樣的小國。在經貿利益和意識形態方面，
法德等歐洲大國更傾向於採取平衡政策。

最終還是要與中國共存

這導致大西洋兩岸的互不信任。在美
國看來，歐盟反華不如英國賣力，也不如
亞太的日本、澳洲甚至印度，比不上立陶
宛等歐盟小國。在歐盟看來，拜登的 「美
國回來」 只是空話，美國並未表現出帶頭
大哥的樣子。尤其在中美元首 「習拜會」

後，歐洲國家感到美國反華只是讓包括歐
盟在內的盟友充當反華棋子為美國壯大聲
威而已。關鍵時刻，美國還是要和中國共
存。

綜上，美歐骨子存在反華基因，除了
意識形態的同質性，也有維護西方秩序的
利益因素，當然也對中國戰略力量的強大
感到焦慮與恐懼。美歐合力反華，在涉疆、
涉港、涉台、南海等議題上向中國發難，
也是雙方的現實選擇。

所以，不管是美歐達成的對華 「系統
性競爭」 共識，還是美國組織的 「全球民
主峰會」 ，乃至甚囂塵上的對北京冬奧會
的外交抵制，美歐還是會發起一波波的反
華大合唱。但是，只要中國頂住壓力，辦
好自己的事，美歐都會和中國進行合作。
畢竟，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引擎，美國和
歐盟都離不開中國的合作。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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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會計師公會須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愛國者治

港」 是 「一國兩
制」 方針的應有之
義，自香港國安法
頒布實施後，撥亂

反正，正本清源，社會恢復安定。在中央
主導下，進一步完善香港法律和相關
制度，全面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實現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
治港」 ，推動香港由亂及治，實現良政善
治，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位於亞
洲的中心地帶，與內地緊密融合，並接通
世界各地，不但是金融服務的首選地點，
也是許多金融機構的所在地。香港金融市
場在有效、透明、符合國際標準的監管下
運作，並強力打擊清洗黑錢等違法犯罪活
動，當中香港會計師公會扮演了金融監管
的重要角色。

香港會計師公會是根據《專業會計
師條例》在1973年1月1日成立。它是香
港唯一法定專業會計師註冊組織，專責監
管、培訓及發展香港的會計專業，已經擁
有超過4萬名會員，其會員會計師在商界

和社會上發揮成功關鍵的功能。香港會計
師公會與世界主要資本市場的11個專業
會計組織是全球會計聯盟的創會成員。

理事當選人必須依法宣誓

選舉產生怎樣的管治者來掌握公權
力，關乎一國一地之興衰。近日香港會計
師公會進行理事會改選，令人關注怎樣才
可以確保選出符合 「愛國者治港」 原則的
理事， 「真誠地」 管理香港會計師公會，
更好地為會員和香港服務，處理會計師註
冊及頒發執業證書、監管會員的專業操守
及水平、會計準則及核數準則、管理公會
的財產和投資等，於本港及海外推動會計
專業的發展。

過去的事實讓大家看到，外國勢力
以香港作為棋子試圖危害國家的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嚴重破壞香港的繁榮
穩定，不斷干涉香港事務、中國內政。為
了防範制止外國勢力或其代理人干涉香港
會計師公會事務，更好地維護公會的優質
管理、會員合法權益和公眾利益，這就必
須堅定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新一屆

選出的理事或自動當選或由行政長官委任
的理事必須符合 「愛國者」 的條件，並簽
署承諾書確認或者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6條的規定，維護
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
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都應
當遵守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維護國
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和活動。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
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
認或者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

另外，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8（n）條的規定，香港會計師公會可以
就規管理事會當選理事的提名及選舉訂立
附例，但須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批准。並可以在會員周年大會或召開會員
特別大會商議及通過理事必須符合 「愛國
者」 的條件，及簽署上述的承諾書或
宣誓，這做法有迫切性、需要性、正

當性，有利維護業界的權益和香港的繁榮
穩定，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在全世界，效忠自己的國家都是公
職人員以及競選公職的人必須遵守的基本
政治倫理。無論在什麼地區，競選公職的
人都要努力通過各種方式展示自己的愛國
之心。這種要求不是香港獨有，而是全球
普遍採用的規則。

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正如習近平主席
強調，只有做到 「愛國者治港」 ，中央對
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
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
到有效維護，各種深層次問題才能得到有
效解決，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並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任由外力干預香港永無寧日

香港與祖國是命運共同體，祖國永
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若是任由外國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香港還有安寧之日嗎？香
港的貿易、航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還能
夠保持嗎？

昨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出版典禮暨
《粵港澳大灣區志》合作備忘錄儀式上視
頻致辭，指出國際上有一些人罔顧事實，
大肆抹黑、污衊香港的選舉制度，只能暴
露出他們的無知、傲慢和偏見。大量事實
證明，他們不是民主課堂裏的 「優等
生」 ，更沒有資格當 「教師爺」 。

新選舉制度彰顯了廣泛代表性、政
治包容性、均衡參與性和公平競爭性。
「愛國者治港」 ，絕不是要搞 「清一
色」 ，強調的是 「港獨」 分子、反中亂
港分子絕對不能進入特別行政區管治架
構。

總括而言， 「愛國者治港」 絕不是
要搞 「清一色」 或 「一言堂」 ，香港會計
師公會理事簽署承諾書或宣誓，理所
當然。堅持依法治港，消除各方面存在的
隱患和風險，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
人治港」 ，良政善治，長治久安，保障香
港的金融體系、繁榮穩定和確保 「一國兩
制」 實踐行穩致遠。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
流基金會副主席


































治港應有道 護港需有方
近日，教育局公布《價值

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
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教育界多
年來亂象叢生，回歸至今已20

多年，但教育 「去殖民化」 工作仍未真正完成，
教育制度存在不少頑瘴痼疾，並產生廣泛而深重
的惡果，已經到了必須認真正視和解決的時候。

比較內地、新加坡、英國及美國的情況，本
港沒有一項綜合社會政策，釐定德育發展的具體
目標及監督施行情況。儘管2010年特區政府曾
提出增設國民教育及德育課程為中小學必修課，
卻遭亂港勢力抹黑阻撓而 「流產」 。

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內容長期未配合社會變化
和政治經濟發展與時俱進地更新，而且教授內容
碎片化，老師任意教授。 「修例風波」 中，教育
局共接獲247宗有關教師專業失當的投訴，不少
「黃師」 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以偏激思想誤導
學生，宣揚 「違法達義」 等歪理，在課堂上發表
仇視國家民族、污衊政府、抹黑警隊等反中亂港
言論，致使部分學生無法建立正確價值觀，被利
用作暴亂棋子。

據統計，黑暴期間在超過一萬名涉嫌違法的
被捕者中，四成為學生，而其中十八歲以下者竟
達四成半。教師是青少年人生的引路人，被稱為
「靈魂工程師」 ，然而在 「黃師」 長期的誤導教
唆之下，香港有部分新一代喪失靈魂，蔑倫悖理。

針對這些情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去年的
施政報告中特別強調實施優質教育，分別從師資
和教育制度入手，包括將高中通識教育科改革為
公民及社會發展科。這次《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試行版）的發布，內容上要求學校引導學生樹
立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等十
項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培養學生勤奮和樂於勞動
的美德，成為有自理能力、勤奮向上、有責任感
及堅毅精神的新一代。整個課程架構全面、均衡、
富有針對性，各界普遍認為，這是解決本港教育
困局，完成香港 「二次回歸」 ，鞏固和發展 「愛
國者治港」 ，開啟香港由亂及治、由治及興新局
面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

這份架構所涉及的，不僅僅是社會變革發展
的需要，也是關係香港教育培養什麼樣的人，乃

至香港向何處去的大方向問題。中國傳統文化認
為教育的根本目的，首先在於 「傳道」 ，然後才
是 「授業、解惑」 。而所謂 「道」 ，就是真理，
就是為人之道，也就是強調培養學生的人格品質。

國家 「十四五」 規劃綱要第43章《建設高質
量教育體系》中明確提出， 「全面貫徹黨的教育
方針，堅持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堅持立德樹人，
增強學生文明素養、社會責任意識、實踐本領，
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
班人。」 香港作為國家一個特別行政區，應從中
得到啟示和遵循參照。

事實上，就連歐美也非光重書本知識，美國
在培養青少年行為素質和良好習慣方面，定出的
要求竟達36項之多，包括愛國心、責任心等。可
見 「求學首重德，做事先做人」 作為教育之首義，
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加快推進教師宣誓安排

愛國立德，奉公守法，乃 「做人」 的根本。
提升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就是香港當務之急。社會
各界普遍認為政府必須重視 「三國」 教育，即國
史、國學與國情教育。要讓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真
正落到實處，必須將之融入各科教學中，分階段
有序推進。要以增強學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
為起點，以豐富多彩的活動作為載體，引導學生
感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要以弘揚愛
國主義精神為核心，以家國情懷教育以及 「仁者
愛人」 的社會關愛和 「正心篤志，崇德弘毅」 的
人格修養教育活動為重點，從愛國歷史事件、歷
史人物的學習了解做起，讓學生認識國家前途命
運和個人的關係，建立文化自信，使學生自覺維
護民族團結、國家尊嚴和國家的核心利益。

要開展和做實做好這些教育工作，師資是一
個關鍵。雖然目前政府已有加強教師的德育培訓
和提高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從入職管理着手等，
多方面提高教師質素。但是，作為肩負培植建港
興港人才責任的 「靈魂工程師」 ，尤其是官校和
津校的教師，理應與公務員一樣宣誓擁護基本法
及效忠香港特區。據悉，當局正研究宣誓安排事
宜，市民期望盡快付諸實施。

教育改革 任重道遠

美對華系統性焦慮與恐懼

在12月4
日 「國家憲法
日」 ，香港特
區政府與香港
中聯辦合辦以

「憲法與 『一國兩制』 」 為主題的網
上座談會。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致辭
中特別強調，憲法確立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根基，保障 「一國兩制」 實
踐行穩致遠，引領 「一國兩制」 事業
與時俱進的重要意義。沒有憲法，就
沒有 「一國兩制」 和香港特區。憲法
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香港在常規時期
的規範調適，更彰顯於非常時刻的正
本清源、撥亂反正。駱主任的講話，
對於香港社會全面準確認識憲法與
「一國兩制」 的關係，具有重要意
義。

護港是市民共同責任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
人大四次會議以高票表決通過《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
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這一里程碑式
的修訂工作，正是在憲法和基本法的
規範調適下，對香港選舉制度進行的
正本清源。

值得指出的是， 「愛國者治港」
基本的要求，是讓適合治理香港的、
有能力治理香港的、可以領導香港在
「一國兩制」 框架下探索民主富強新
道路的愛國香港人，進入特區管治
架構。從9月開始的第一場選舉委
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到本月19
日的立法會換屆選舉，筆者深刻地
意識到，香港的選舉和政治底色正逐
漸形成 「和諧進取、活潑健康、為民
為國、為港為家的新局面，新氣
象。」

也正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

兆佳所言，愛國者為基準的新選制形
成了一種良性的競爭生態，候選人即
便成功當選也面臨着 「拚政績」 的後
續壓力，這必然會成為香港議會政治
的 「新常態」 。毋庸置疑，這些即將
被考核被選舉的愛國愛港者們，其道
阻且長，肩挑重擔。

但是光有愛國的治港者，香港社
會是否可以順暢無阻地圍繞 「一國兩
制」 來運行？換而言之，如果管治階
層和政府是全面貫徹落實了 「愛國愛
港」 原則，是否也能讓香港民心在
「護港」 方面 「同心同德」 ？筆者針

對這一問題，提出以下兩個方面的思
考。

一方面，我們必須意識到，
以 「愛國」 為根本底色的管治隊伍是
少數者，而廣大的愛國護港者才是能
托起治港階層的基石。我們不妨將香
港比喻成為一棵大樹，治港者是枝
幹、是紅花，那麼護港者便是土壤、
是陽光、是綠葉；若是沒有好的土
壤，沒有甘願 「化作春泥更護花」 的
綠葉，沒有好的光照，那麼香港這棵
樹要麼長不大，要麼枯萎，不可能開
得出紅花，更不可能長成參天大樹。
換而言之，治港不只是 「上位者」 的
事情，而是香港人的事情，是每一個
把香港當作自己家的市民的事情。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完善選舉制
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將有能力的 「愛國
者」 篩選出來作為管治階層，而這一
過程的生成和維護是建立在每一個香
港人將 「愛國」 作為 「治港」 的出發
點和落腳點才能完成的，他們就是
「愛國的護港者」 。

另一方面，治港者也要意識到，
治港除了為民 「治事」 ，也要為社會
「治心」 。 「治港」 本身不僅僅是一

個頂層設計的政策制定和落實，也涉
及到與基層的對話和溝通。光是政府

愛國愛港，光是治港者是合格的愛國
者，從根本上是無法形成一種真正的
發展向心力和社會凝聚力的。沒有形
成護港者和治港者的互動、交流和相
互監督及成長，那麼 「愛國者治港」
極為容易地淪為一種 「真空」 的存
在，喪失其應有的政治生機和可持續
的生命源泉。

為香港未來培養守護者

故此，治港者要主動自覺地
把 「愛國愛港」 的言語行為宣揚出
去，要說得出做得到，要帶動更多的
人，形成一種深厚的愛港、護港的氛
圍，進而在共同創造香港的歷史進程
脈絡中，塑造一種與時俱進的愛國觀
和國家認同。培養護港者，在很大程
度上，也是治港者的本職。唯有治港
者和護港者在愛國的價值認同上形成
高度的一致性，那麼 「一國兩制」 才
會成為香港主體建構的過程中，自覺
主動的心態。

「愛國者治港」 原則不是什麼新
的事物，從來都是中央治港方針政
策。這是對 「港人治港」 實踐所提出
的具體要求。沒有形成市民的普遍愛
國情懷，沒有將香港大眾變成堅定不
移的護港者， 「愛國者治港」 就極為
容易陷入一個 「精英化」 的自我博
弈，缺乏新鮮的後備力量和人才補
給。治港有道和護港有方本身就是一
體兩面的愛國路徑，治港同時也要培
養護港的基礎，這才是可持續愛國愛
港的政治管理。所以，新選制在很大
程度上，不僅是在選未來的管治者，
也是在培養未來的香港守護者，重
塑新的香港基層民心、民風和民
意。

中國僑聯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
會常務副會長

議事論事

陸文英

國際關係

張敬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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