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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不是過境而是越界！

近日，美國所謂的第二
屆 「領導人民主峰會」 粉墨
登場。乍看之下， 「民主峰

會」 參加門檻之 「嚴苛」 ，頗有幾分中世紀 「宗
教裁判所」 的氣象。彼時，教皇要求傳教士們
攥緊對聖經的壟斷解釋，教皇得以言出法隨，
號令天下。當下，自詡 「民主燈塔」 的美國，
僅憑100多位來自非政府組織 「民主人士」 的
建議，就把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80多億
民眾的 「民主成色」 劃分為三六九等，參會資
格彷彿成了某種獎賞和恩惠， 「異類」 統統都
被排除在外。

本質是要維護「美國霸權」
細思極恐的是，美西方在2021年12月舉

行的第一屆 「民主峰會」 上大談陣營對抗，彷
彿回到冷戰時期。僅僅兩個月後， 「衝突大片」
果真在烏克蘭上演。烏克蘭危機一年以來，美
國打着 「民主對抗威權」 的旗號，裹挾盟友不
斷加碼對烏克蘭軍事援助。美國國務院甚至大
言不慚地聲稱， 「武器轉讓」 原本就是美外
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事實證明，所謂 「民主
峰會」 討論的關鍵議題並非如何推進全球民
主，而是如何維護美全球霸權。

162年前，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講中描繪
了理想中 「民有、民治、民享」 的美國政府。
遺憾的是，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美國不僅未
能實現這一目標，並且日益陷入民主制度危機。
美式民主愈發背離初衷，淪為極少數人享有的
民主，甚至導致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國會山暴亂
鬧劇。美國國會眾議院經過15輪投票才選出眾
議長，更反映出黨爭惡化、政治極化的民主衰
敗景象。皮尤中心民調顯示，65%的美國人認
為美國民主制度需要重大改革，57%的受訪者
認為美國不再是民主典範。

不知美國在自身政治亂象紛呈、民主沉疴
難愈的背景下，有何底氣繼續舉辦 「民主峰
會」 ，有何資格將世界各國劃分為 「民主」 和
「非民主」 陣營。如今早已不是美國隻手遮天、

把世界玩弄於股掌之中的時代，國際關係民主
化的歷史大勢浩浩蕩蕩，世界各國早已看透
美國民主的霸權本質和虛偽嘴臉，根本不屑
於被邀請參加 「民主峰會」 ，更不屑於重走
美式民主的老路。

3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布《2022年美國
民主情況》報告，通過大量列舉事實和媒體專
家看法，系統梳理和呈現過去一年美國民主的
真實表現，揭示美國國內民主亂象及其在全世
界兜售和強加民主所製造的混亂與災難，讓世
人進一步認清美國民主的真實面目。儘管自身
問題成堆，美國卻仍居高臨下，指手畫腳，充
當民主教師爺，編造和渲染 「民主對抗威權」
虛假敘事，圍繞美國的私利，在全世界劃分 「民
主和非民主陣營」 ，張羅舉辦第二屆 「領導人
民主峰會」 ，向各國盤點和分派 「民主兌現承
諾」 。

打着「民主」旗號搞亂世界
這些做法無論是打着 「道義」 的花言巧

語，還是操着利益的掩飾手段，都隱藏不住
將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推行集團政治、服
務維霸目標的真實意圖。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世界上不存在
放之四海皆準的政治制度模式。正如國家主席
習近平所說， 「通向幸福的道路不盡相同，各
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
中國的 「全過程人民民主」 實踐蘊含着深刻的
時代價值與世界意義，為世界政治文明發展
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提出弘揚和平、發展、
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順應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時代潮流，凸顯出
各國人民企盼美好生活的最大公約數，將
為人類文明朝着正確方向發展注入強大動
力。

奉勸那些將民主政治化、工具化的國家正
視現實和歷史大勢，放棄執念，改弦更張，不
要繼續打着民主幌子搞亂世界，而應為國際關
係民主化真正發揮建設性作用。

規劃融入灣區發展的新目標 美民主峰會真的關心民主？

香港社會必須丟掉對美西方幻想

2023年3月9日，美國《每日野獸》新
聞網專欄作家大衛．羅斯科普夫發表題為
《美國國家安全界對華態度錯在哪裏》
（What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Community Is Getting Wrong About
China）的評論，尖銳地指出── 「人們都
說我們正處於中美關係的十字路口，這種
觀點很有吸引力，但是錯了。不幸的是，
我們已走過十字路口，邁上了錯誤道路。」

在當前美國，羅斯科普夫的評論是喧
囂反華聲浪中難以令人聽聞的清音。就我
們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必須重視的提醒。

美西方當前阻撓我們實現民族復興的
招數是，在創新科技領域，對我國設禁；
在經貿投資領域，削弱與我國的聯繫；在

政治與軍事相結合的領域，對我國畫下兩
條在它們看來是不可逾越的所謂 「紅線」 。

美西方用盡方法遏制中國
二十一世紀人類第四次科技和產業革

命的關鍵是半導體技術和產業，美國已制
定並啟動對我國在該領域全面封殺的部署。
美西方正在打亂而構建對它們有利的跨國
產業鏈、供應鏈，力圖排擠我國；僅願意
在一般商品貿易上維持與我國的關係，說
到底也是因為保持這方面的關係對它們有
利。

在上述範疇，美國對我國的競爭是無
所不用其極，但畢竟不見刀光劍影。在政
治與軍事相關聯的領域，山姆大叔已是磨
刀霍霍，隨時向我們砍來。

為了替它們的行為辯護，美西方提出
關於俄烏衝突和台灣問題的兩個觀點，從
而，為我國畫下它們心目中的兩條所謂 「紅
線」 。

美西方罔顧俄烏衝突的歷史經緯，無
視它們自己一再踐踏中小國家的主權和領
土，給俄羅斯扣上 「侵略者」 的罪名。據
此，美西方警告我國不得向俄羅斯提供援
助以攻擊烏克蘭和逃避美西方制裁。這是
所謂第一條 「紅線」 。

這是美西方隨心所欲的設定。美國和
歐盟起初所指稱的是，中國不能向俄羅斯
提供 「致命性武器」 。然而，3月10日英國
首相與法國總統在巴黎發表聯合聲明，要
求中國不得向俄羅斯提供物資援助。這不
會是漫不經心的變動。按照英法領袖最新
表述，美西方隨時可以把中俄貿易作為中
方在俄烏衝突中援俄的所謂 「證據」 ，而
對我們中國實施空前制裁。

與此同時，美國氣焰囂張地向我們拋
出關於台灣問題的另一條 「紅線」 ，這就
是，我們必須容忍 「台獨」 分裂勢力得寸
進尺而成為事實，否則，美國將動用武力
介入。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任期不到一半，就
先後四次對媒體表示美國將軍事協助台灣
當局對抗大陸，亦即是說，欲置 「台獨」
分裂勢力於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之下。儘管
拜登每次如是說都被白宮較低層級官員予
以否認，但是，美國多個智庫包括具軍方
背景的，都紛紛展開關於美軍阻止中國大
陸以非和平方式統一台灣的兵棋推演，印
證拜登所言不虛。

「樹欲靜而風不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為了替美西方插手

台灣問題辯護，2月23日接受《大西洋》月
刊採訪時，竟然聲稱台灣問題不是中國內
政而是國際問題。3月12日，英國《經濟學
人》周刊報道，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
里諾稱，美國與中國交戰不是不可避免，
也不是迫在眉睫，但是，如果美方對中方
嚇阻失敗，美軍就必須準備打仗並確保獲
勝。阿奎里諾甚至設計了美軍阻止中國人

民解放軍統一祖國的三種場景。這是美國
公然為 「台獨」 分裂勢力撐腰，猖狂阻撓
中國人民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堅持走和平發展
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人民至上發
展理念。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歷次黨代表
大會，全國人大歷次會議，中國共產黨和
中國政府的工作，一貫以發展為第一要務。
中國人民希望自己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隨着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不斷改善，並為之
而努力奮鬥。相反，美國自立國以來，一
貫以對外擴張為宗旨，以窮兵黷武為手段。
美國至今近247年歷史上，只有16年沒有對
外作戰。歷屆美國政府以對外樹敵為其對
外戰略之基礎。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尤其，
上世紀 「冷戰」 結束以後，美國為維護其
全球霸權地位而到處點燃戰火。

「樹欲靜而風不止。」 香港社會各界
必須提高警惕，美西方正在把戰爭向我們
逼近。 資深評論員、博士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下簡稱《綱要》），
至今已四年多。粵港澳大灣區綜合
實力顯著增強，發展成績斐然，粵
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廣泛，國際一流
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形
成。而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大發
展戰略，未來必須繼續深化各城市
的合作交流，讓粵港澳三地在基礎
設施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
設、營商環境、大灣區優質生活圈
等方面攜手發展，加快把粵港澳大
灣區打造成世界級灣區、發展最好
的灣區。

未來五年成世界第一大灣區
粵港澳三地統計部門近日陸續

公開有關數據，顯示2022年粵港澳
大灣區的經濟總量（GDP）超過13
萬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約3.2%，
同時2022年全國GDP總額為120萬
億元人民幣，意味着大灣區這片佔
全國總面積不到0.6%的土地上，創
造了近全國11%的GDP，這是在中
美貿易衝突、新冠疫情、地緣政治
動盪、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外部經
濟環境惡化等多重不利因素下所交
出的亮眼成績，展現出大灣區驚
人的活力和發展動能，可見區內
各城市正一步一腳印地完成《綱
要》的發展目標。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主席
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
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是新時代全

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
「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作為國家戰略，從一開始粵港
澳大灣區的建設就對標三大世界頂
級的灣區，即紐約灣區（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三藩
市 灣 區 （San Francisco Bay
Area）和東京灣區（Greater
Tokyo Area）。各大灣區憑藉得天
獨厚的海港優勢、開放的經濟結
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成為新
科技、新產業、新商業模式的策源
地，也引領區域經濟乃至全球經濟
的發展。

而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經
濟發展水平三個維度來看，粵港澳
大灣區已經躋身世界一流，擁有超
越其他三個灣區的發展潛力。現時
粵港澳大灣區總人口規模超過8600
萬，人口規模約為東京灣區的兩
倍、紐約灣區的三倍，總數亦超過
其他三大灣區總和；經濟總量上，
2022年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粵港
澳大灣區的GDP分別為2.1萬億、
2萬億、1.89萬億美元，可見粵港
澳大灣區已逼近東京灣區，隨着區
域建設不斷推進，相信在2026至
2030年間，粵港澳大灣區的GDP
有望登頂。目前在人均GDP方面，
粵港澳大灣區與其他灣區的差距則
非常明顯，有待大力推動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是世界上內部複
雜程度最高的城市群，不但內部發
展存在差異，也是唯一擁有兩種制
度、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三套
法律、四個核心城市的灣區。這既
是 「一國兩制」 安排下大灣區的獨
特優勢，也給區域的協同發展帶
來了不小挑戰。毋庸置疑，粵港
澳大灣區的發展需要各城市緊密

合作，香港、澳門、廣州、深圳
四大核心城市將借助各具特色的
資源稟賦，擔當起不同的角色，
共同實現發展目標。而粵港澳的
深度合作及融合，又將為未來的
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實現
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正向循環。

深化合作推動高質量發展
目前，香港、廣東兩地的政府

正在就深化合作、共同發展，進行
不同層級的交流和聯繫，一方面鞏
固現有成果，另一方面規劃下一階
段的發展目標。例如今年2月政務
司司長陳國基與深圳市市長覃偉中
已就深港合作舉辦會議，務求用好
平台機制，進一步深化對接；3月
行政長官李家超、廣東省省長王偉
中共同主持了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雙方圍繞 「深化粵港各領域務實高
效合作，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 深入交流，重點加強五個方
面的合作，包括縱深推進 「軟硬聯
通」 、加快橫琴、前海、南沙等重
大合作平台建設、共同推動更高水
平貿易投資，全面深化科技、教
育、人才等領域合作、共同推出更
多惠民政策。可見深港政府已為深
化合作和對接做好準備，筆者相信
未來定能進一步攜手貢獻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經取得階
段性成果，正向着國際一流灣區和
世界級城市群建設邁出堅實步伐。
筆者認為未來隨着《綱要》勾畫的
藍圖逐步實現、區域融合發展的進
一步深入，大灣區將有更美好燦爛
的未來，粵港澳三地政府必須加強
合作，攜手打造世界最好灣區。

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
執業大律師

銳評
曾崇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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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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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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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海恩

台灣當局領導人蔡
英文昨日開始竄訪中美
洲，但10天的行程中有

近4天是在美國境內，並有多場公開活動。
美國媒體還報道，美國眾議長麥卡錫或與
其 「低調」 會面。不論是 「高調」 還是 「低
調」 ，也不論是 「過境」 還是 「正式」 訪
問，蔡英文在美國當局縱容之下已嚴重越
界， 「倚美謀獨」 無異於玩火自焚。而美
國意圖利用蔡當局進行破壞一個中國原則、
破壞台灣和平的舉動，也必將遭到中方強
力反制。去年佩洛西竄台的結局，就是最
好的證明。

這場所謂的 「訪美行程」 ，並非孤立
的事件，更不是美國當局口中的 「慣例」 ，
而是一起經過精心策劃的政治把戲。其目
的，就是要以各種形式擴大 「台獨」 分裂
勢力與外界的正式聯繫，以 「溫水煮青蛙」
的方式破壞一個中國原則，通過形成所謂
的既定事實，來影響國際社會對一個中國
原則的遵守。其本質，就是遏制中國、破

壞中華民族復興的惡毒策略。

美台合謀挑戰大陸底線
蔡當局此次行程，不論美國和 「台獨」

分裂勢力如何美化，三個事實卻是無法掩
蓋得了：

第一，去中美洲是假，到美國才是真。
蔡英文將於3月30日凌晨抵達美國紐約，
並在當地停留2晚。4月4日結束在伯利茲
的行程後，次日蔡英文將再次 「過境」 美
國，在洛杉磯停留2晚。從其安排就可見
貓膩之所在：行程總共才10天，卻有4晚
在美國停留，所謂的中美洲 「民主之旅」
形同 「訪美之旅」 。若真符合 「過境」 安
排，大可在機場 「過境」 ，又何來大張
旗鼓在美國睡4個晚上？而如果不是與
美國當局的密切溝通，蔡英文能如願
嗎？

第二， 「過境」 是假， 「謀獨」 是真。
以蔡英文當局一直以來的立場，到了美國，
難道會安心躲在酒店內與美國當局 「視像

會議」 ？這是不可能的。從其公布的行程
來看，先是會到美國智庫 「哈德遜研究所」
贊助的活動中演講，並接受該智庫頒獎。
這個 「哈德遜研究所」 長期替 「台獨」 分
裂勢力張目，極端反華的美國前國務卿蓬
佩奧目前正是哈德遜研究所 「中國中心」
諮詢委員會主席，過去兩年來又曾多次收
取 「出場費」 竄台，甚至獲蔡英文親頒 「特
種大綬景星勳章」 。該所 「投桃報李」 ，
屆時將頒給蔡英文一個所謂的 「全球領導
力獎」 。蔡英文不過是台灣地區的領導人，
竟能稱為有 「全球領導力」 ，如此赤裸裸
的政治與金權的交易，真是貽笑世人。但
不論頒多少個 「獎」 ，其 「謀獨」 行徑的
本質，已無法掩蓋。

第三， 「慣例」 是假， 「先例」 是真。
美當局是此次行程的 「導演」 ，精心排練，
由於擔心大陸的強烈反彈，更是 「輿論先
行」 。例如借美媒之口宣稱：先前蔡英文
幾度過境，大陸的反彈都很小，因此美國
國務院指出，這次也沒有必要把長期政策

變成過度反應的藉口，云云。這是可笑的
指鹿為馬。以往做錯了，不僅一錯再錯，
如今還要倒打一耙反指自己 「錯得有理」 ，
天下豈有如此道理？過往台當局領導人每
一次 「過境」 ，中方無一不作出強烈反對，
何曾有所謂的 「反彈很小」 ？更何況，美
國眾議長麥卡錫若要與蔡英文見面，這難
道又是 「慣例」 ？整次行程，美台 「合謀」
得如此囂張，意圖製造 「先例」 ，或騙得
了自己，又怎能騙得了世人？

如果說去年美國前眾議長佩洛西竄台，
是美國導演的一齣《美台勾連爛騷》，意
圖破壞一個中國原則，破壞地區和平，那
麼此次蔡英文的 「越界」 行程，則是這齣
爛騷的續集。唯一不同的是，上演的地區
從台灣轉到了美國，人物還是那些人物，
台詞還是那些台詞，當然，結局依然還是
那個結局。如果麥卡錫膽敢與蔡英文會面，
不論形式是 「公開」 還是 「不公開」 ，也
不論藉口是 「民間」 還是 「私人」 ，只要
觸碰到中國的底線，美國當局和蔡英文當

局就要面臨嚴重的後果。正如美國智庫 「德
國馬歇爾基金會」 印太負責人葛來儀
（Bonnie Glaser）日前所指出，若處
理不當，就可能引發軒然大波， 「最後
中國可能進行重大軍演，美中產生更多
摩擦」 。

中方要反制有的是辦法
昨日國台辦發言人明確指出，民進黨

當局出於謀 「獨」 政治私利，製造各種藉
口，利用各種機會，從事謀 「獨」 活動。
台灣當局領導人所謂 「過境」 本質上是 「倚
美謀獨」 的挑釁行徑，企圖製造 「一中一
台」 「兩個中國」 等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
事件；伺機在國際上兜售 「台獨」 分裂主
張，並謀求美國反華勢力的支持。我們敦
促美方嚴格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不安排蔡英文 「過境」 竄
訪甚至與美官方接觸，以實際行動兌現不
支持 「台獨」 的嚴肅承諾。

中方要反制，有的是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