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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主動措施應對美亂港法案

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美國反華
政客以各種手段不停攻擊抹黑香港，試
圖打擊香港，又通過有關法律和行政命
令來 「制裁」 香港，例如將香港視為
「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 ，取消給予優
惠政策；將特區官員、法官、檢控人員
列入 「制裁」 名單等等。現在還有了更
變本加厲的動作，令香港市民倍增反
感。

抹黑香港「法案」性質惡劣
11月29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

員會通過所謂《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
證法案》。法案由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克
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吉姆．
麥戈文（Jim McGovern）共同提出。
法案要求美國國務卿在議案生效30天內，
認證包括華盛頓、紐約和三藩市的三個

香港經貿辦是否值得延長目前享有其特
權、例外與豁免。

若國務卿認證這三個香港經貿辦不
應再繼續享有這些外交待遇，三個經貿
辦將在180天內停止運作；但若國務卿認
為香港經貿辦繼續享有這些外交待遇，
香港經貿辦將得以延長一年的運作，或
直到下一次進行評估的時間。但是，如
果國務卿認為香港經貿辦可繼續享有外
交待遇，國會也有權利提出否決決議。
如果決議獲得通過，將迫使行政部門撤
銷香港經貿辦的外交待遇，並關閉所有
運作。

特區政府強烈譴責美國眾議院外委
會通過所謂《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
法案》，完全漠視香港特區在 「一國兩
制」 下的地位，惡意污衊實施香港國安
法的正當和合法目的，詆毀特區政府正
當依法保障人權和法治的事實，粗暴干
預香港事務。

特區政府強烈譴責這些因個別政治
利益而破壞貿易關係的圖謀，並嚴正促
請美方不再違反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立即停止對香港特區的政治抹黑攻擊和
干涉香港事務。若美方一意孤行，該法
案破壞港美本應互惠互利的關係，最終
會損害美國及其企業的利益。

雖然這個法案還需要等待參眾兩院
各自院會審議，表決通過後將送交白宮
由總統簽署成法，但應該看到此法案的
影響非常惡劣，說明美國反華政客已經
鐵了心繼續打壓香港，儘管美國在香港
享有重大的經濟利益。

特區政府數據顯示，美國對香港的
貿易順差過去十年達2849億美元，是其
全球貿易夥伴中最高，有超過1200家美
國公司在港設有業務。美國與香港如此
脫鈎，其經濟利益的影響不可謂不少，
這也是參眾兩院審議法案、美國總統簽
署法案時必須考慮的代價。

其實，美國政客是 「項莊舞劍，意
在沛公」 ，是妄圖藉着 「打香港牌」 遏
制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事實上，美國眾
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在通過所謂《香港
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後，還通過
了多項涉及中國的法案。第一是通過了

由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邁克爾．麥考爾和
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葛列格里．米克
斯聯手提出的《防止對手發展關鍵技術
能力法》，目標在於要求美國公司向政
府匯報其針對中國公司有關開發人工智
能、量子計算、高超音波和半導體的投
資計劃，並要求美國企業必須提出報告
有關對中國先進技術的投資，並希望藉
由更嚴格的審查來阻止中國獲得任何可
能破壞美國國家安全的技術。

第二是通過了由委員會亞太小組主
席金映玉和多位跨黨派議員提出的《維
吾爾政策法》。第三是口頭表決一致通
過了由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吉姆．麥戈文
和外委會主席邁克爾．麥考爾共同推出
針對2002年《西藏政策法》提出的修
正案。這些針對中國的議案，無不透射
出美國政客對中國步步緊迫，無理打
壓。

說美國政客無理取鬧，也是鐵證如
山。例如美國打壓華為手機，已經到了
無以復加的地步。白宮發言人皮埃爾
（Pierre）曾經說：雖然我們通過專業人

士的拆解沒有發現華為Mate60 Pro晶片
設計與美國有關，但是我們要強調這款
晶片仍然嚴重侵害了美國在2025年的知
識產權。

反制美反華政客組織
美國政客提出的涉疆、涉藏法案，

更是基於許多虛假的事實。美國政客還
一再藉着虛假的資訊在涉疆、涉藏問題
上抹黑中國。當然，造假與抹黑更是美
國政客的強項，否則就不會發生美國出
兵伊拉克的事情了。

筆者多次指出，美國政客對中國的
打壓不會終止，因此，光靠批評是喚不
醒他們的，譴責也只是為了讓世人知道
其險惡用心。

同時，我們是否也可以研究更加有
效的應對措施，例如對那些積極提出反
華議案的美國政客，以及那些積極有關
議案的境外反中亂港組織如 「香港監察」
等作出反制。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香港湖北社團
總會顧問

航天英雄訪港為創科發展增添新動力

作為金融
界的旗艦盛
事，香港金融
科技周2023在

11月初圓滿舉行，今年主題為 「金融
科技新定義」 ，集中探討綠色金融、
風險投資、家族辦公室等新興領域的機
遇。

政府一如預期地在活動中作出有關
促進虛擬資產和Web3.0可持續發展的重
大宣布，鼓勵相關技術在實體經濟的應
用和創新，以及完善現有虛擬資產的監
管架構。

縱觀全球，虛擬資產的發展並沒有
因早前知名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破產而
停下腳步，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上月中
已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以太坊現
貨ETF的申請，加密貨幣生態圈又再次
沸騰。

回到香港，特區政府在JPEX涉嫌詐
騙案件後公布發展虛擬資產的未來方向，
足證其不甘落後發展數字經濟的意志。
除了將監管範圍覆蓋至更多產品和服務，
包括穩定幣、投資產品代幣化、虛擬資
產託管服務等，政府也應把握時機健全
現有機制，尤其是以零售投資者的角度
出發，針對JPEX案件突顯的風險加以處
理，如可疑交易平台進行市場推廣時的
守則、監管機構與執法部門的合作機制
等，方能增強市民對虛擬資產的信心。
假若政府後知後覺，未有汲取經驗，忽
視監管漏洞，類似事件很有可能再次發
生，後果也會更加嚴重。

除了虛擬資產，Web3.0也是政府
近年銳意發展的領域。事實上，Web3.0
的願景來自於對Web2.0缺陷的反
饋。Web2.0打破了Web1.0中用家只能

單向瀏覽內容的不足之處，使用者可以
在此互動機制中創作內容，而社交媒體
正是一例。不過正因如此，少數科技公
司掌握了大量用家的個人資料，用家對
其的依賴也引發私隱安全的風險。
Web3.0的數據以分散式賬本（DLT）形
式儲存，去中心化的特徵有望達到把資
料擁有權返還給使用者的宏大目標。

新技術能惠及實體經濟
政府在金融科技周中展示對Web3.0

的態度，恰恰說明了金融科技在現今時
代下的新定義。不論是電子支付、雲端
運算，甚至Web3.0的底層技術區塊鏈，
新技術的效益已經不再局限於金融業的
運作和發展，更能惠及實體經濟的各個
部分。例如在物流業，智慧合約可以促
進貨物追蹤和付款，提升供應鏈管理效
率；貿易融資方面，公司能把採購單據
上鏈讓銀行處理其貸款申請，提升雙方
的信任程度並減低重複融資的風險；甚
至將現實世界中的資產如房地產、藝術
品以代幣化方式 「分割」 成若干等份，
讓投資者可以較低本金入手，大大降低
投資門檻。

政府在推動Web3.0產業發展有着舉
足輕重的角色，包括加強在電子政務範
疇的應用，讓市民在日常生活更容易接
觸相關技術，加深大眾對Web3.0的認
識。

Web3.0發展仍然長路漫漫，但若
香港要在全球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特區
政府必須及早做好未來的長期規劃，廣
納業界意見解決痛點，才能把發展數字
經濟的願景變成事實。

作者分別為團結香港基金研究部聯
席主管、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

推動Web3.0發展
加強電子政務應用範疇

美國會否回歸基辛格大外交戰略?
美國前國務卿基

辛格博士逝世。這位
百歲老人，帶走了一
個波瀾壯闊的時代，

也給中美關係留下了豐厚遺產。
世人猶記，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

格兩度秘密訪華，不僅拉開了美國對華外
交的帷幕，也為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歷史
性訪華打了前站，更為以後中美建交奠定
了基礎。當然，除了基辛格在中美關係破
局上作出的貢獻，他還推動了美蘇簽署第
一、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避免了
美蘇 「冷戰」 時期的 「熱核」 風險。在中
國幫助下，基辛格也讓美國走出越戰泥潭，
並因此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回顧歷史，人們才會恍然大悟！20世
紀70年代上半葉，美國的全球戰略處境
相當尷尬，美蘇 「冷戰」 對峙力不從心，
越戰泥潭讓美國反戰情緒沸騰，阿以衝
突讓美國左支右絀。在此情勢下，中美
關係緩和，形成了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
新格局，緩解了美蘇 「雙超」 爭霸的壓

力，強化了美國對西方世界的領導力，
解決了越戰等困擾美國的地緣政治困局。
在此情勢下，也給美國解決中東問題提供
了契機。

「現實主義權力平衡大師」
想到未必做到，做到未必做好。但是，

基辛格不僅想到了對華緩和的關鍵戰略，
而且用實際行動打破了中美關係的圍城，
疏通了中美兩國從高層到民間的溝通管道，
雖然不時有梗阻有挫折。但事實證明，基
辛格當年秘密訪華的 「破冰之旅」 ，通過
撬動中國這個世界大國的槓桿，不僅為中
美關係正常化打下了基礎，也破解了美國
的戰略困境，更深刻影響了 「冷戰」 進程，
確立了後 「冷戰」 時代全球多極化格局的
走向。

正因為如此，基辛格被視為 「現實主
義權力平衡大師」 「真正的戰略家」 。從
過去看現在，從現在推未來，中美關係已
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亦可知曉
基辛格打破中美關係隔絕的深遠意義。簡

言之，當年基辛格的秘密訪華，不是簡單
的策略之舉，而是基於長遠的戰略目標。
只不過，他充當了敢想敢為敢做的外交先
鋒作用，而且在其退出美國權力核心之後，
依然重視中美關係的發展。這位睿智的百
歲老人，從1971年到2023年共訪華100多
次，這在外國政治家中絕無僅有。

基辛格一生都為中美關係所努力，正
如他自己所言： 「中國已經成為他生命中
的一部分」 。基辛格逝世後在其官網發布
的回顧紀念文章中，涉及中國的部分多達
11處。今年7月，基辛格生前最後一次訪華，
還為維護中美關係奔走。當中美關係成
為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基辛格博士
一生心繫中美關係的努力顯得尤為重要。
從52年前的秘密訪華到其終生維護中美關
係，基辛格以個人努力為中美兩個大國留
下了豐厚遺產。這也是中美兩國所共同體
認的。

在中國，他被視為最著名的 「中國人
民的老朋友」 。習近平主席的唁電對基辛
格予以高度評價，稱其 「是世界著名戰略

家，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
在中國輿論場和民間，懷念和緬懷基辛格
博士的文章登上熱搜榜。這在中美關係糾
結複雜的今天，更顯基辛格對中美關係作
出的重大貢獻，更折射了重感情的中國人
把基辛格博士視為真正的 「老朋友和好朋
友」 。

在美國，基辛格退出權力中心後，美
國歷屆政府（不管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
重視基辛格對美國外交尤其是中美關係方
面的意見。哪怕另類的特朗普當政時期，
也強調尊重基辛格。有分析認為，拜登政
府似乎不太重視基辛格的意見，但是拜登
總統在基辛格逝世後稱讚其 「他敏銳的智
慧和深遠的戰略定力顯而易見」 。

衝突對抗不符中美利益
拜登政府忽略或冷落基辛格，有些美

國政客和媒體甚至將基辛格稱為 「過氣政
客」 ，和美國國內的反華環境密切相關。
當反華成為美國政府和政界主調，被視為
「過氣政客」 的基辛格更顯得清醒與睿智。

尤其是在其生命最後時刻依然訪華，強調
中美合作的重要性，認為中美雙方應該共
同努力推動雙邊關係重回正軌。

從中美關係的發展，尤其是中美元首
在舊金山實現雙邊會晤看，不管美國政府
採取系統化的對華遏制政策，最終還是不
得不選擇對華關係緩和的外交路線。這也
凸顯，基辛格博士對中美關係的評價是正
確的，雖然美國國內反華聲音甚囂塵上，
儘管拜登政府對華實施不斷加碼的極端競
爭措施，但還是回到基辛格博士所謂的中
美關係正軌上來。

客觀而言，這不是基辛格 「親華」 也
不是基辛格神機妙算，而是這位百歲老人
50年來對中美關係大戰略作出的理性判斷。

基辛格博士已逝，他帶走的是一個波
瀾壯闊的時代，也開創了中美雙邊關係的
大戰略大格局。無論世界局勢如何風雲變
幻，不管中美關係如何跌宕起伏，中美兩
強都應沿着務實雙贏的道路穩定前行，衝
突對抗不符合中美雙邊利益。

國際關係學者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昨日結束為
期四天的訪港行程，轉往澳門訪問。一如
過往，本次航天員和航天科學家香港的訪
問，再次成為城中盛事，激發更多港人對
國家航天事業的關注。

觀察香港各界的表達和媒體的關注焦
點，本次航天員訪港與20年前有很大的變
化。如果說20年前，航天員楊利偉首次訪
港，是對香港進行航天科技的普及，幫助
香港青少年認識國家進步的話，此次不僅
是帶給香港認識國家航天最新成就的機會，
進一步激發青少年對國家的自豪感和參與
國家科研的熱情，更是對香港參與國家航
天事業的充分肯定和讚譽，鼓勵香港更加
積極地投入國家航天事業，為國家航天發
展作更大貢獻。

這是一個質的飛躍。體現的不僅是國
家航天事業的騰飛，也展現香港作為國家
的一個特區，參與國家航天科技的步伐在
加快。香港創新科技的氛圍前所未有的濃
厚，港人的科學素養明顯提升。

激發港青投身國家航天事業
今年是我國載人航天的20年。2003

年10月16日，楊利偉乘坐神舟五號飛船，
代表中國人踏上了逐夢太空的征途。今年
10月26日，神舟十七號將3名中國航天員
送往 「天宮」 空間站。如今中國已經成為
太空領域的重要存在。僅僅20年，中國建
成了自主建造、獨立運行的 「天宮」 空間
站，可支持各項研究及實驗。未來十年中
國空間站將邁入應用與發展的新階段，並
將對全球開放，打造 「太空公港」 模式，
充分發揮中國空間實驗室作用，促進空間
科學與技術的成果產出及轉化。

今年也是航天英雄首次訪港的20年紀
念。2003年，楊利偉結束了大約21小時的
太空遊返回地球，不到半個月就來到香港。
那時候，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大多對航天科
技知之不多，提問多是從好奇的角度。代
表團也着重幫助香港學生認識中國在航天
科技上的成就，培養學生學習了解太空科
學和航天科技的興趣。

但隨着國家航天代表團陸續訪港，與
香港青少年密切交流，青少年提問越來越
專業，越來越有針對性、目標性。比如 「香
港同學想投身國家航天事業，必須具備什
麼特質和能力？香港同學又可以做出怎樣
的貢獻」 等顯然是深思熟慮的提問。不少
學生明確表示，要做太空人，投身國家航
天事業。

20年間，跟隨中國航天等步伐，香港
次第展開中國航天科技展、傑出科學家講
座、中學生 「少年太空人體驗營」 、與航
天員 「天地對話」 等大量相關活動，培養
了香港青少年的科學愛好，上九天攬月的
種子就這樣扎根在了多少香港青少年心中。

香港參與國家航天事業也是 「跑步進
場」 。從2019年，嫦娥四號探測器實現人
類探測器首次月背軟着陸，香港理工大學
的 「相機指向系統」 拍攝月球圖像，發揮
了重要作用後；同樣是香港理工大學，研
發了關鍵採樣儀器，成功應用在嫦娥五號
身上，完成了月壤的自動化採集工作。
2021年 「天問一號」 火星探測器發射成
功，有兩支香港科研團隊參與其中，同樣
也是來自香港理工大學。據悉，目前參與
國家航天事業的香港高校和研究機構，已
經不限於理大。

香港不只是參與研發。2016年神舟十
一號載人飛船升空時，航天員在天宮二號
空間實驗實裏進行的一系列空間實驗，其
中有三個實驗來自於香港學生的設計。

今天，港人上太空已經不再是夢想。
去年，國家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

代表團團長、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副
主任林西強日前在香港透露，共有20餘名
候選對象進入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最後
定選階段，當中包括多名來自港澳地區的
候選對象。

林西強說，明顯感到港澳地區參與國
家載人航天事業建設的範圍越來越廣，程
度越來越深；國家重大航天項目中的港澳
元素、港澳貢獻也越來越大。他希望能夠
看到港澳地區的航天員進駐祖國的空間站，
港澳科教界設計的載荷在空間站開展實驗。

香港高校參與更多尖端項目
回望20年，我們不僅看到國家航天事

業突飛猛進，更直觀感受到香港跟隨國家
科技發展的步伐。從中我們獲得信心和自
信，並可以得出如下啟示：

第一是增加對香港發展的信心。跟隨
國家科技進步的步伐，香港創科發展空間
很大，前景無量。香港高校的科研實力是
實實在在的，成果轉化也顯而易見。未來
香港不僅會更多參與國家載人航天事業，
也一定會參與更多其他尖端項目，包括被
卡脖子項目，能實現中央希望的建設國際
創科中心的目標，香港經濟高質量轉型必
然成功。

第二是增強香港青少年對未來的信心。
國家發展和香港進步給了今天香港青少年
更多人生選擇和更宏大的目標。20年航天
英雄在香港持之以恆的播種，已經有青青
小苗露頭，既收穫了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
也收穫了他們的科學素養和目標。香港的
下一代是大有希望的一代，也是接棒創科
發展的新一代。

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在香港掀起的旋
風不會因為他們離去而冷寂。相信代表團
訪港會成為香港創科發展的新催化劑，並
繼續成為香港奔赴國際創科中心的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
務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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