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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已將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
關稅從 10%上調至 25%，中國商務部對
此深表遺憾，稱將不得不採取必要反制
措施。中美貿易戰再次升級，但中國內

地股市10日報復性反彈，而有資料顯示，即使中美貿
易戰升級，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相當有限，因現在中
國經濟的主要驅動力是消費持續增長，在2015年以來
的16個季度中的11個季度，消費對中國GDP增長的
貢獻率超過60%。而最新公布的一系列資料也顯示，
消費拉動對中國經濟的驅動力會繼續增強。

中美貿易總額下降
發端於去年第一季度的中美貿易摩擦，從上半年的

舌戰到下半年的實戰，層層加碼，到去年12月1日習
近平與特朗普在阿根廷會晤前夕達到高潮。這對中國
經濟的影響在去年逐漸顯現，去年第一季度中國GDP
增幅為6.8%，第二季度回落到6.7%，第三季度回落到
6.5%，第四季度回落到 6.4%，全年中國 GDP 增長
6.6%。

中美貿易戰明顯衝擊中國金融市場，去年上證綜指
年跌幅超過 814 個點或 24.6%，深證成指年跌幅超過
3801個點或34.4%，分別位居全球股市2018年跌幅榜
的第一和第二位。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年貶值
幅度達3290個基點或5.035%。

但是，今年以來，有關影響逐漸減弱，今年第一季
度中國 GDP 增長 6.4%，與去年第四季度持平；中國
內地股市到 5 月 10 日收盤，今年以來上證綜指仍有
446個點或17.89%的累計升幅，深證成指今年以來累
計升幅更達1996個點或27.57%，分別位居今年以來全
球股市漲幅榜的第一和第二位。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到4月底仍有1432個基點或2.1%的升值幅度。5月10

日中美貿易戰再次升級後，內地股市不跌反升，上證
綜指暴漲88個點或3.10%，深證成指更暴漲358個點
或4.03%，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內地投資者對貿易
戰升級的影響已經看得很淡。

從長遠看，中美貿易戰升級對中國經濟總的衝擊力
將變得有限。一是美國只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今
年前四個月中美貿易總值為1.1萬億元，只佔中國外
貿總值的 11.5%。二是中美貿易戰已影響到中美貿
易，5月8日公布的資料顯示，今年前4個月，中美貿
易總值為1.1萬億元，下降11.2%，其中，中國對美國
出口 8330.4 億元，下降 4.8%；自美國進口 2628.5 億
元，下降 26.8%；對美貿易順差 5701.9 億元，擴大
10.5%。中美貿易戰繼續升級，勢必還將繼續衝擊中
美貿易，使得中美貿易額佔中國外貿總額的比例繼續
下降，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會繼續減弱。三是貿易已不
再是中國經濟主要推動因素，2008年，中國的淨貿易
順差還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8%，而到了2018年，這
個數字僅為1.3%左右，低於德國和韓國。

內需拉動經濟趨明顯
現在中國經濟的主要驅動力是消費持續增長，而最

新公布的一系列資料也顯示，消費拉動對中國經濟的
驅動力會繼續增強。

今年五一，內地重新開啟小長假模式，中國 「五
一」 4天假期出遊人次近2億，拉動消費作用明顯。

過去，中國經濟三駕馬車是出口、投資和消費，而
近年消費拉動作用更加明顯。2015年以來的16個季度
中，有11個季度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60%。
長遠來看，內需拉動將會更加明顯，強勁的內生需求
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中國有廣闊的內需市場，而消費始終是拉動經濟增

長的重要力量。另外，中國就業基本穩定，居民收入
不斷提高，這決定了中國消費市場平穩增長的良好態
勢。

內需市場是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最大來源。中國目
前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隨經濟水平不斷提高、
全面脫貧奔小康戰略的實現、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持續
擴大、消費結構不斷優化，中國消費市場的潛力還將
繼續釋放。

從消費規模看，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消
費規模持續擴大，今年有望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
另外，消費結構不斷改變，旅遊、教育、衛生健康等
消費比重增加。

中國內生需求旺盛，並不斷出現新的需求增長點，
這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如國內市場建設
及鄉村振興戰略將釋放以消費升級為代表的新市場化
紅利，解決中國需求側的市場獨立問題；如新技術的
應用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將釋放新信息化紅利，解決中
國供給側的核心技術依賴問題；都市圈、城市群及全
新的區域協調發展新布局，將釋放新城鎮化紅利。

另外，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發展所推
動的新舊動能轉換，將釋放後工業化時代轉型升級紅
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全面體制變革，將釋放競爭
中性化、觀念國際化、數位化、法治化等新四化紅
利。而 「一帶一路」 建設和制度型開放將釋放新全球
化紅利。今年以來，儘管面臨國際社會諸多不確定
性，中國經濟在重壓之下依然實現平穩開局，內生動
力強勁，經濟韌性增強。

外界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也感到樂觀。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在最新報告中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長
預期上調0.1個百分點至6.3%，中國成為唯一被上調
今年增長預期的主要經濟體。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陳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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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台 灣 前
領導人馬英九舉
辦 了 一 場 名 為
「突破困境，迎

接挑戰」 重振台灣競爭力的會
議。會上，馬英九用一串串資
料比較他與蔡英文的執政成
效，透過這些數字我們清楚地
看到，兩岸經貿密不可分，兩
岸關係是台灣經濟的壓艙石，
兩岸關係好，台灣經濟才會
好。

兩岸關係對台影響大
台灣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

小型經濟體，對國際市場依賴
至深。可以說，國際市場打個
「噴嚏」 ，台灣經濟就會 「感

冒」 。從這點來說，馬英九的
運氣的確不太好，在他任上 8
年，世界經濟先後遭遇金融風
暴、歐債危機與全球出口萎縮
三大衝擊，平均增長率只有
2.3%，但由於兩岸在 「九二共
識」 的基礎上，實現了全面三
通，簽署一系列經濟合作協
定，兩岸關係步上大交流、大
合作、大發展的快車道，使台
灣經濟在驚濤駭浪中，保持了
平穩增長，年平均經濟增長率
為 2.83%，位於世界各國的前
列。2010年台灣的經濟成長更
高 達 10.6% ， 是 24 年 來 第 一
次，位居全球第四名；歐債危
機後，2014 年經濟成長率為
4%，是亞洲四小龍第一名。因
為這一年兩岸簽署了《經濟合
作架構協定》，大陸對台產品
降低進口關稅，包括工具機、
石化產品乃至於中小企業生產
的電鍋、單車、內衣等台灣產
品大量進入大陸。台灣對大陸
的貿易順差平均每年為 733 億
美元，8 年合計 5900 億美元。
同時，兩岸直航後，赴台大陸
遊客從30萬人次增加到2015年
的 418 萬人次，境外訪客總計
1043萬人次，觀光產業鏈上的
商家賺得盆滿缽滿，創造了

4300億元新台幣的觀光外匯收入，是他上任前的2.8
倍。

反觀蔡英文上台後，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 ，推
行一系列 「去中國化」 的政治、經濟、文化措施，
使得兩岸交流合作的氛圍丕變，兩岸關係陷入冰冷
的僵局，陸客赴台意願大幅降低，各方面交流合作
驟然降溫，加上蔡英文貪功冒進，推出許多不切實
際的所謂改革，對台灣經濟產生嚴重影響。即使
2017年受全球經濟十年來最強勁復蘇的帶動，台灣
的經濟增長率達到2.84%，但卻低於全球平均增長率
3.7%。2018年台灣經濟增長率更下滑到2.63%，同樣
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蔡英文聲稱，她上台後，台灣經濟是20年來最好
的。資料會說話，民眾的感受更真實。事實上，人
們看到蔡英文執政下的台灣市面蕭條，景氣下滑，
觀光業一片哀嚎，升斗小民搶衛生紙、搶雞蛋、搶
電信資費優惠套餐的景象接連出現；企業界要求改
善兩岸關係、糾正其錯誤的勞工、能源等政策的呼
聲不斷；面對全球區域經濟的加速整合，蔡英文極
力推行的新南向成效甚微，想加入《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CP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RCEP），卻因沒有良好的兩岸關係而不得
其門而入，台灣經濟邊緣化的危機愈加凸顯。

馬、蔡時期兩相對照，可以看出兩岸關係對台灣
經濟至關重要。兩岸關係好，兩岸經貿交流合作順
暢，會為台灣經濟帶來巨大發展的動力，甚至在
2008年世界發生金融風暴時，兩岸聯手，通力合作
共同抵禦風險，才有了2009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高達
10.6%的奇。反之，兩岸關係不佳，兩岸經濟交流
合作遇阻，台灣經濟發展必受其害。

兩岸經貿關係斬不斷
兩岸經貿有優勢互補的天然要素。自1987年兩

岸開放探親以來，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形成了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關係。許多年來，大陸一
直是台灣最大的外貿出口市場、最大的貿易順差來
源地，台灣五分之二的產品出口到大陸（及香
港），近幾年，每年從大陸獲利1000億美元的貿易
順差；大陸是台商海外最大 「製造基地」 ，也是台
灣母公司獲利的主要來源地。可以說，兩岸經貿撐
起台灣經濟的一片天。

儘管蔡英文自上任以來，積極推行 「遠中」 、
「脫中」 的兩岸經貿政策，企圖以新南向取代兩岸

經貿往來，但是2018年兩岸貿易額仍達到2262億美
元，同比成長13.2%，佔台灣對外貿易的41%，對大
陸的貿易順差接近1300億美元。2018年中美貿易摩
擦硝煙瀰漫，蔡當局見獵心喜，極力游說台商從大
陸撤退回台或轉投東南亞等地，但台商在大陸的投
資仍達到 4911 項，同比成長 41.8%。這充分說明經
濟規律不可逆，大陸對台商的吸引力不僅沒有減
退，反而因大陸擴大開放和推出31條惠台措施等，
令台商更加看好在大陸的發展。蔡當局企圖用 「台
獨」 意識形態來切割兩岸經貿，在經濟上 「遠
中」 、 「脫中」 只是徒勞。

當前，大陸正在把中美貿易摩擦的危機轉化為擴
大改革開放，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科技創新發展的
轉機，為大陸乃至世界帶來無限商機，也給兩岸經
濟帶來巨大的合作空間。然而，民進黨、蔡英文卻
對此視而不見，甚至為了在2020大選中保住政權，
繼續煽動 「反中」 、 「仇中」 的氣氛，編織 「台獨
經濟學」 的迷夢，虛構台灣經濟可以不靠大陸的神
話，迷惑深綠選民，騙取選票，哪怕白白犧牲台灣
經濟發展的機遇也在所不惜。這種只為一黨之私的
操作，只會給台灣經濟和台灣民眾的福祉帶來更大
傷害。

立法會須重建紀律

百年五四培育大中華情懷

熱門
話題

「法治社會」 是香港的金字招牌與核
心價值。眾所周知：香港自創立亞洲四
小龍的輝煌，到九七回歸以來的持續繁
榮穩定，其核心競爭力的來源就是香港

的 「法治精神」 ，是特區政府認真貫徹落實 「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 方針和香港基本法，依法管治的成功
實踐！

衝擊立法會要不得
然而，香港這一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基石，今天正被

香港反對勢力以破壞法治社會的破壞力量衝擊得搖搖
欲墜！法治是為穩定社會、促進社會經濟和民生發展
服務的，也是一個需要不斷建立完善和強化的過程，
隨社會的不斷進步，當發現法治體系存在漏洞就必
須及時修訂完善，以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令人
遺憾的是，早前香港反對派違法 「佔中」 的流毒剛剛
得到依法整治肅清，一個本來循法律程序正常不過的
《逃犯條例》修訂案卻又被反對勢力無端多次破壞阻
撓，他們組織大遊行，甚至以暴力行動破壞立法會運
作，給社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給香港法制抹黑，
再次給香港法治建設敲響了警鐘。

根據香港立法會秘書處安排，5月11日由建制派資
深議員石禮謙出任立法會法案委員會臨時主席，主持
《逃犯條例》修訂審議。但上午議程剛要開始就被
「山寨主席」 涂某人組織極端反對派議員以暴力行為

阻止石禮謙主席進入會場，
企圖搶奪 「審決權」 ， 「推
撞、毆人和假摔」 等種種醜
陋暴行依次上演，立法會陷
入一片混亂。法案委員會臨
時主席石禮謙被迫宣布 「流
會」 ，該案審議將延後至 5
月 14 日進行。令人擔憂的
是，這種違法暴行屆時會繼
續上演，香港法治尊嚴情何
以堪。

立法會條例待完善
連日來，反對派議員知法

犯法的醜陋行徑和破壞香港
法治的暴力行為實在令人憤
慨，已激起香港社會各界的
強烈譴責。他們的醜陋表演
已充分暴露出香港法治和立
法會議程條規確實存在必須
修補的漏洞，且已到了刻不容緩、亟待解決的地步。
筆者早前曾多次撰文呼籲立法會必須盡快修訂完善有
關條例，以杜絕立法會害群之馬，維護立法會的神聖
莊嚴，並確保立法會的正常運行，真正為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保駕護航！現時，議事規則已經過修訂，但看

來還必須盡快再次完善，必須有妥善的立法會紀律條
例、違法議員處置條例、主席選舉條例。對知法犯
法、違法抗法和頻繁衝擊立法會，破壞香港法治的議
員，必須予以取消議員資格之嚴懲，因為這種現象對
社會的負面影響和傷害是巨大的。

上周六，反對派阻撓《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委員會開會，場面混亂。

專業
之窗

100年前的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現代
史的新一頁，引發一個志氣昂揚和愛國
主義新時代，標誌從舊民主主義革命
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具體而言，這是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列強巧取豪奪、歷經苦難
下的自覺運動，推動一代又一代愛國志士，決意不再
讓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受辱，要為振興中華、民族復興
而奮鬥，要為培育大中華情懷而努力。

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
五四運動帶來了不同的新思想、新思潮，而在實踐

的過程中，集中在對 「德先生」 （民主）和 「賽先
生」 （科學） 的呼喚，認為民主制度和科學精神才
能救中國。這一認知，是中國志士自鴉片戰爭後一系
列喪權辱國經歷得出的總結，但卻因愛國心切而一度
誤判 「西方等同現代化」 ，誤走 「全盤西化」 歪路，
導致不少人貶低與蔑視傳統文化，對文化自信造成很

大傷害。
習近平總書記早前視察北大時指： 「五四精神體現

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近代以來追求的先進價值觀。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都是我們今天依然應該堅
守和踐行的核心價值。」

在今年的五四運動百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
高度表揚五四先賢的愛國情懷和革命精神，強調要激
勵新時代中國青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而奮鬥。

他指，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是凝聚人
心的精神紐帶和自強不息的力量源泉，自古以來就流
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 「去不掉，打不破，滅不
了」 ，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
嚴的強大精神動力。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當代愛國主義絕非抽象或隨
意演繹，其主題和本質非常明確，就是 「堅持愛國和

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 ，就是要厚植家國情
懷，把小我融入大我，匯入到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
興、人民幸福的歷史洪流之中；要有維護祖國統一、
反對民族分裂的自覺，有捍衛祖國領土完整的擔當。

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
「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 在百年探索的

征途上，香港與內地緊密相依，發展與機遇互為犄
角，但五四的民主精神在香港被放大，部分人更以此
批判、排斥內地，不必要地導致與內地的話語脫軌、
大中華情懷出現區隔。事實上，民主從來是與愛國併
軌的，都是目前香港應該努力的方向。

如今，中國實現了從 「站起來」 、 「富起來」 到
「強起來」 的偉大飛躍，大家有責任以適應新時代的

視野，全面審視不同的價值、思潮和學說，了解中華
民族歷史，增強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傳承五四運
動愛國精神，培育大中華情懷，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

日前的一次市民唱國歌活動，宣傳片
廣獲好評，其中有一位輪椅代步的婆
婆，在聽到國歌時奮力站立，展現對國
歌的尊重、對國家民族的認同。遺憾

地，郭家麒、尹兆堅、張超雄等為阻撓《國歌條例草
案》的通過，竟對婆婆冷嘲熱諷，以「神打上身」來揶
揄她。如此拿行動不便的長者開玩笑，令人痛心疾首。

原來婆婆是抗戰時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員，
曾對保衛香港作出貢獻。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正是
在奮戰抗日、保家衛國的背景下創作誕生的，聽到國
歌，莊嚴肅立是天經地義。可惜，個別反對派議員卻
無視國歌的意義和國家的象徵，更公開諷刺、詆毀及
出言侮辱一名抗日老戰士，這種行為令人髮指，須受
到譴責。

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宣誓誓詞包括效忠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議員侮辱國歌，令人懷疑他們是
否尊重誓詞。尊重國歌和捍衛抗日老戰士的尊嚴，與
政治立場無關，冷血的言論是缺德、是病態，郭尹張
三人實欠婆婆一個真誠的道歉和交代。議員的職責本
應是服務大眾，但個別議員形象與此背馳，令人遺
憾。

長話
短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