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
迎來70華誕。70載風風雨雨，70載春華秋實，經歷
70年的發展，我們親眼見證了國家翻天覆地的變化，
見證一項項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中國從曾經的飽受
列強侵略發展為獨立富強，從一個貧困國家躍升為全
球第二大經濟體，從毫無國際話語權到積極參與國際
秩序、引領貢獻世界發展。這70年極不平凡，值得隆
重慶祝，值得回望總結，繼往開來。

面對諸多挑戰
而回望這70年發展歷程，過去這7年尤為重要，尤

為具有標誌意義。《易經》有云： 「七日來復」 ，意
指宇宙運行規律為7天一循環，如果把過去70年的發
展分為十個階段，那麼距離今日最近的這7年就是一
個承前啟後的重大轉折點，對於下一個7年、未來發
展方向具有重大奠定和決定作用。而過去這7年是中
國發展極為特殊、極為關鍵、極具風險的階段，國家
發展面臨多重內外挑戰與矛盾。從世界格局上看，過

去7年，整個世界格局出現重大調整和動蕩，歐洲債
務危機惡化、伊核危機、敘利亞局勢惡化，美國民粹
保守主義興起，對整個世界經濟發展都造成極大不確
定性和挑戰；從執政難度上看，過去7年是執政進入
歷史魔咒的敏感期，歷史教訓顯示，一個政權連續執
政一個甲子，容易出現惰性思想、隨性行為、慣性思
維，容易出現掌控不力、治理懈怠、矛盾爆發的危險
問題，稍有不慎，就容易發生人亡政息的嚴重後果；
從國家改革發展來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
經濟快速發展，但也面臨發展瓶頸和轉型升級問題，
以犧牲環境和過度依賴資源投入的粗放式發展模式難
以為繼，需要調整轉型，而隨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
發展貢獻越來越重要，局部性、低層次的開放也已難
以適應新時代開放需求，國際國內都需要中國施行更
大範圍、更高水平的開放；再從社會發展來看，社會
矛盾需求已經發生轉變，從 「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
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轉換為 「人民
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
矛盾」 ，民眾已經不再單純滿足物質生活需求，而是
上升到物質、精神同步發展的新高度，對於生活環
境、生態環境、文化發展都有了更高需求，這都對執
政黨和國家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此多的風險和困難，讓這7年發展之路成為新中
國歷程中尤為濃墨重彩的一個篇章，儘管面臨諸多挑
戰，但是中國依然迎難而上、砥礪前行，不僅走出了
現代治理新路，而且推動了國家發展巨變，實現了國

力綜合躍升，更為未來發展制訂出清晰的戰略定位和
方向。

取得輝煌成就
過去7年，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創新治

理理念、完善治理結構，構建符合執政黨建設規律、
國家發展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新型治理體系，
形成了開放、包容、高效、科學的治理格局，走出了
以加強執政黨治理為牽引，以深化國家治理為中樞，
以參與全球治理為途徑的 「三位一體」 的治理新路，
不僅提高了國家治理的整體性，而且提升了國家治理
水平。其次，在 「中國不能關起門來搞治理，必須融
入世界」 的理念指引下，十八大以後，中國積極構建
面向世界、融入世界的開放治理格局，主動積極參與
全球治理， 「一帶一路」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
展示了中國新型大國形象，也為世界經濟增長和全球
治理貢獻了中國力量和智慧，中國正從規則接受者轉
變為規則制訂者，從被動參與者轉變為塑造者。

過去7年，國家綜合實力得到顯著提升，形成了以
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建設為保障，文化建設為靈
魂，社會建設為條件，生態文明建設為基礎的國家發
展新格局、新體制、新模式。經濟上，中國 GDP 從
2012年的54萬億元增長到2018年的90萬億元，GDP
總量穩居世界第二，特別是這段時期中國科技快速發
展，培育出眾多高科技企業和新經濟企業，經濟發展
模式亦在逐漸向高質量、可持續轉變，無論從經濟規

模實力還是經濟發展強大後勁，中國都展示了持續向
好向上的良好勢頭；政治上，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
央緊密結合中國的政治現實和長期政治發展經驗，充
分發揮政治優勢，不斷鍛造政治核心，不斷完善政治
體制，不斷增強政治能力，政治發展取得歷史性成
就；社會建設上，中國大力推動社會治理創新，逐步
建立起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
織體系，社會保障體系亦在不斷完善，面對經濟發展
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的社會問題，中國又打響了全
面脫貧攻堅戰，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減少到
2018年底的1660萬，有效緩解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和
區域差距；此外，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在這段時
期亦得到充分重視和歷史性發展，通過總結中國優
勢、提煉中國經驗、包裝中國文化、傳播中國文明，
中國軟實力與世界融合共享，柔性展現了當代中國影
響力。面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生態環境建設和
環境保護理念在此時期亦快速推進，綠水青山就是金
山銀山的理念已成為全國指導思想，環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麗、藍天就是幸福的觀念已成為共識，7
年來，全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的PM2.5平均濃度均
大幅下降，環境得到顯著改善，開闢出協同發展新格
局。

7年放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但對於新中國的發
展卻是意義深遠，回望總結7年發展歷程和經驗，既
是承前亦是啟後，7年一輪迴，期待下一個中國發展
新篇章！（上）

萬家成

輝煌成就七十載 濃墨重彩這七年

目前，修訂《逃犯條例》已是刻不容
緩，也看不到反對的理由，可是反對派卻
一味將事件政治化，發起強烈猛攻，不斷
擾亂議會、上街請願、到美國遊說，無所

不用其極，近日更出現立法會法案委員會鬧雙胞，實
在令人擔心。

反對派百般阻撓
港男涉嫌在台灣殺死女友造成一屍兩命，逃返香港

後，法律卻奈他不何，顯示現有法律確有漏洞，若不
加以堵塞，將會使香港變成 「逃犯天堂」 。有鑑於
此，保安局才向立法會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現
時，疑犯正因洗黑錢罪在港服刑，預期於今年10月刑
滿出獄。如果屆時仍沒有適當的法律依據移交疑犯往
台灣受審，將不能限制他的出入境自由，令他有可能
因而逃離法網。由此可見，修訂《逃犯條例》時間是
緊迫的，容不得拖延。

可是，在立法會上，審議進程卻遇到重重阻遏，反
對派議員涂謹申主持法案委員會，開會兩次共花4小
時，仍因故意 「拉布」 而未選出主席，結果，在多數
議員支持下，立法會秘書處以書面決議形式，通過改
由石禮謙主持會議。可是，反對派不甘示弱，竟不服

決議，繼續在涂謹申的主持下，另行開會，使法案委
員會鬧出雙胞。必須明白，反對派此舉是破壞議會之
舉，石禮謙主持的會議才具有正當性，涂謹申等人不
應從中作梗。

另外，有人提出 「港人港審」 方案，意即在境外犯
事的港人交由本港法庭審訊。表面上，這似乎能保障
港人的利益，使港人安心。然而，細心一想，就知道
這種提議根本不切實際。試想想，若境外案件在港審
議，必須在境外搜證，當地的執法人員能全力協助本
港法庭搜證嗎？若是對境外法庭沒有信心，那麼對境
外執法人員的信心又是從何而來呢？提 「港人港審」
只會令審議橫生枝節。

反對派惹人反感
市民須看清楚，反對派此輪針對《逃犯條例》的攻

勢是別有用心的。今年11月24日就是區議會選舉投
票日，反對派平時不用心做地區工作，只想憑藉政治
化議題，製造輿論，填補地區服務的缺失，以爭取選
票，這已是他們的慣常伎倆，如今只是故技重施。不
過，我們都相信，只要特區政府能得到廣大市民的支
持，法例的通過應是無往而不利的，高鐵 「一地兩
檢」 等案例就是明證。現在當局要做的，就是反覆向

市民陳明利害，曉以大義，並在議會上據理力爭，使
法案能順利通過。

內地、台灣、澳門和香港四地交往頻繁，卻竟然沒
有一套完善的逃犯移交機制，長此以往，必對四地治
安造成負面影響，從而影響營商環境。作為工商界人
士，我們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強烈

譴責反對派各種橫蠻阻撓修例進程的行為。
《逃犯條例》的修訂開宗明義是為了堵塞法律漏

洞，當局也已照顧各方的顧慮，對移交的罪行有所規
限，並申明不會移交政治犯，如果反對派依然製造事
端，破壞條例的修訂的話，必然惹人反感，遭市民唾
棄。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 盧錦欽

阻修例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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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冒雨請願支持修訂《逃犯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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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美貿易談判又生變數，正當各
方都在期盼貿易協議或將很快達成時，美
國總統特朗普忽然再次無徵兆變臉，威脅
或於美國時間本周五對中國2000億美元進

口商品再次加徵25%關稅，令全球市場一片震驚，全
球股市債市油價皆應聲下跌。這突如其來的變臉也為
中美貿易談判前景投下了諸多變數，不得不令人擔
憂。

美圖遏制中國高科技
我們應該清楚而深刻地認識到，美國在2018年發起

的這場所謂貿易戰，表面上看是一場貿易摩擦，但本
質上，它是對中國先進技術崛起的一次全面的狙擊。

中國近年來努力推進產業升級，提出 「中國製造
2025」 ，就是要努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提升中國硬實
力，從經濟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而美國正是擔心中
國產業升級後將與自己形成直接的戰略競爭，影響美

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進而影響了美國的全
球霸主地位。所以，美國此番挑起的貿易摩擦所涉及
的領域主要集中在中國正在進行產業升級的中高端產
品上。高新技術行業是美國最具出口競爭力的行業之
一，故美國長期限制該行業對中國的出口。不僅如
此，美國還試圖遏制中國的技術進步，比如通過各種
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貿易和投資規定以及類似美國外國
投資委員會基於國土安全考慮而實施的單邊審查工
具，制約中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發展。在美國貿易代
表辦公室公布的1300多個獨立關稅項目中，其所涉及
的產業幾乎全部集中於 「中國製造2025」 所支援發展
的產業，事實上這些產業佔中國出口至美國貨物貿易
的比重較小。因此，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真正目的顯
而易見。

亂雲飛渡仍從容，這是中國本色，無論外部環境如
何變幻，我們只要自己練好內功，保持戰略定力，以
不變應萬變，就一定能實現既定的製造業強國目標。

如今，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發生，我們
必須牢牢抓住科技創新這一個核心競爭力，後發制
人，才有可能在未來的競爭中保持主動權。可喜的
是，目前全國各地都在大力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
園區，它是中國創新體系的重要部分，依託高校和
科研機構，是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平台。科技園區是
一種居於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創新組織形式，是體現和
實現協同創新的重要載體和實現和諧發展的實體。科
技園區可以令創新能力大大增強，是因為創新資源的
聚集達到一定規模後，就會形成專業化的創新體系，
所以科技園區的建設和發展對產業調整和科技創新具
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港可吸引人才助國家
而作為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面對複雜的國際貿

易環境，必須加快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的步伐，同時集
中優勢資源，助力香港成為大灣區的科創 「領頭

羊」 。如前文所說，貿易摩擦的真正矛盾核心在於中
國的科技力量的崛起。科技的關鍵是資金與人才，在
目前看來，中國投放到科研的資金不算短缺，所以最
重要的因素是人才。在科技領域，我們要把注意力放
在研究生與留學生身上，美國科技很大程度地倚靠華
裔與印度裔的科學家，華人大幅回流對美國科技界是
噩夢，但對中國卻是好事。在外國居留時間長的科技
人才往往適應了西方的生活工作環境而不願回內地，
而香港在這方面倒是有不少優勢，香港政府應創造條
件，加快吸引他們到港工作，這對香港及內地的高科
技發展都有好處。

除了科技驅動，中國還有廣闊的消費市場空間，有
龐大的優質勞動力，更有 「一帶一路」 帶來的國際市
場，我們有理由也有信心相信：只要改革開放的腳步
不停歇，只要我們把自身建設做牢做好，只要以包容
合作的心態面對外部，就沒有力量能夠阻擋中國向前
發展。

港區長沙市政協委員 金霖沅

中國須以不變應萬變

熱門
話題

中美貿易談判日前因美國總
統特朗普突然變臉威脅加稅充
滿不確定性，前景極不明朗，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已率領中方代表團抵美展開第十
一輪談判，但結果如何還未可知，美方談判代表萊
特希澤在本周三已發布聲明，基本上確認有計劃美
國時間本周五將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提升至
25%，中國商務部昨作出回應如美加稅，中國亦將
採取反制措施。如果新一輪談判未達到理想結果，
中美關稅之戰再度燃起，勢必對全球市場和經濟又
是一次震蕩，本港所受衝擊將更大。

香港作為細小外向型經濟體，容易受外部市場變
化動蕩影響。去年以來，中美貿易戰拖累全球市場
和經濟增長，加上貿易戰雙方都是香港最為重要的

兩個貿易夥伴，香港是中美貿易重要轉口港，因
此，港經濟勢必會受直接衝擊。本港立法會於去年
研究發布了一份《中美貿易衝突及其對香港經濟的
影響》，報告評估了貿易戰將對香港出口轉口、金
融服務業、製造業及食品等多行業都會造成打擊，
而香港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首季度經濟放緩亦證實
這一點，2018 年第四季度 GDP 增速降至 1.3%，創
2016年以來新低，今年首季GDP增長更大幅放緩至
只有0.5%，是逾十年來最差表現，不僅進出口錄得
負增長，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私人消費開支等亦下
降，說明貿易戰及環球市場動蕩對香港經濟衝擊是
多行業、多方面，亦會波及市民生活。

現時可謂香港經濟面臨嚴峻挑戰時期，環球經濟
增長受壓，外部需求疲軟，而且經濟數據說明香港

內部市場、投資、消費等亦在放緩。特首林鄭月娥
昨表示香港出口表現疲軟，情況令人擔憂，港府積
極開拓東盟等市場，亦協助中小企；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金管局總裁陳德霖亦都已表示密切關心市場
波動；本港不少企業、銀行和商界亦都表明會因應
貿易戰走向及時調整策略，減少損失；而市民消
費、投資情緒亦轉審慎、消極。

各界都關注、擔憂香港經濟，本應是全港凝心聚
力一齊渡過經濟難關和挑戰之時，可本港立法會卻
烏煙瘴氣，一片混亂，圍繞《逃犯條例》修訂反覆
拖延 「拉布」 ，某些反對派議員更製造出 「雙胞
胎」 會議和主席鬧劇，近日連維持立法會運作服務
的秘書處亦被其捲入紛擾中，令立會陷入困局和撕
裂。為填補法律漏洞和處理案件而提出修訂的逃犯

條例，卻逐漸被誇大扭曲，上升為政治事件，引發
社會爭吵對立，無故消耗香港。試問，香港政治紛
爭不斷，官員議員和社會各界都被糾纏於條例修訂
之中，如何專注齊力應對環球市場挑戰，如何維持
香港經濟穩定？作為關係香港發展、代表市民利益
的某些議員們全身心只製造流會、阻礙議程，卻不
關心香港經濟正面臨的困難，不關心外部市場環境
動蕩，不關心各界對經濟擔憂，不和政府一齊出謀
劃策協助香港經濟穩定增長，顯然是本末倒置、別
有用心。

當前，貿易戰走向依然撲朔迷離，市場動蕩不能
小覷，香港經濟受影響放緩已是事實，所以，別再
無謂爭鬧了，香港還是踏踏實實、好好搞經濟吧！

別鬧了，香港還是好好搞經濟吧

香港商報評論員 趙燕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