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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肆虐全
球，即使中國內地
已是全球數一數二
控疫最強的國家，

仍免不了偶有零星個案出現。
但各國和地區長期封關，亦不
是長遠之計。國際社會最近便
出現追求 「清零」 ，還是與病
毒共存，兩種截然不同的控疫
方向。

疫苗面世之前，幾乎全球都採
取了封城、封關，對民眾生活造
成不便之餘，亦對經濟造成巨大
的影響和損失。所以不少國家只
要新增個案稍為放緩，便急不及
待放寬措施。疫苗的出現，令這
些國家放棄清零，轉為全力鼓勵
民眾打針，以達群體免疫效能。
最近，新加坡就宣布放棄清零的
防疫目標，改為與病毒共存，逐
步解封撤限。

香港一向以 「清零」 為防疫目
標。靠全社會的努力，我們最
近亦做到了超過 40 日本土零確
診。從現實來看，新冠病毒難有
絕一日，只要世界恢復往來，
病毒有可能重臨香港。因此，與
病毒共存是全球長遠策劃，但我
們現時是否有條件放寬限制呢？
明顯沒有。香港現時的疫苗接種
率逾四成，遠遠落後於其他高接
種率地區。更何況變種病毒來勢
洶洶，絕不能疏於防範。現在我
們可以做的，就是盡快令本港達
到七成接種率，否則一切只是空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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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再次感謝國家及行政長官
對我的信任，讓我在保安局局長的崗位
上服務香港，能夠繼續努力去實現我貢
獻社會及守護香港的畢生志願。

近年，有反中亂港分子利用曾經存在的選舉制度漏
洞，進入特區的政治體制，破壞香港的憲制秩序，企
圖癱瘓立法會的運作，阻撓特區政府施政。2019年年
中開始， 「黑暴」 在香港肆虐，外部勢力及其在港的
代理人興風作浪，在暴亂中公然支持暴徒，更以 「手
足」 相稱，並利用媒體及文化藝術等界別，以 「軟對
抗」 的方式美化暴力，灌輸 「港獨」 意識，荼毒年輕
人，將他們推進犯法的深淵，並挑起市民對中央及特
區政府的仇恨，最終催生了極端思想和行為以至本土
恐怖主義。這些人更向外部勢力搖尾乞憐，要求外國
干預特區事務及出手制裁香港。在外部勢力推波助瀾
之下，香港甚至一度出現顛覆勢力，以所謂的 「攬
炒」 ，妄想能夠脅迫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

這段經歷教人感到沉重，更凸顯了一個安全穩定的
香港，並非理所當然的事。國家的關愛和支持一直是
確保香港安全的最強後盾。在充分考慮香港特區的具

體情況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去年6月
30日通過《香港國安法》，並由特區政府於同日頒布
實施。《香港國安法》的威力有目共睹，令暴力行為
銳減，至今超過130人因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及
相關罪行被捕，當中超過一半已被檢控。而不少昔日
的 「港獨」 勢力 「領頭羊」 敗走香港，逃避法律責
任，或宣告退休，或無恥地宣稱與 「港獨」 無關。危
害國家安全的滋事分子大為收斂，香港的秩序得以恢
復。

保安局及轄下的紀律部隊及輔助隊伍，會繼續時刻
作好準備，配合國家的策略，不斷提升執法及協調能
力，與特區政府其他部門及各界攜手，防範國家安全
風險，應對治安上的挑戰。

今年3月，國家再次為香港出手，完善香港特區選
舉制度，堵塞以往的選舉漏洞，確保 「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保障七百多萬香港市民的福祉。在隨後的短
短兩個月，在中央政府的支持、立法會及特區政府多
個部門的巨大努力下，《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
修訂）條例草案》在立法會通過，令人十分鼓舞。完
善選舉制度令妄想危害國家安全的分子不能再以選舉

走進憲制從而損害國家和市民利益，直接消除對香港
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的隱患。

《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是中央解決近年香
港亂象的組合拳，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香港
特區長治久安。雖然如此，我和保安局整個團隊絕對
不會就此鬆懈。放眼明天，保安局更要堅定不移地配
合特區政府實現《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有關維護國家
安全方面的要求，當中包括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和特區社會大局穩定，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
預港澳事務。

為全力配合香港把握《十四五規劃綱要》的機遇，
令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當中當然包括促進
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對接與建設，我們會繼續致
力提升跨境口岸的通關能力和便利化水平，促進大灣
區內人員、物資高效便捷流動，包括與深圳市政府攜
手推進重建皇崗口岸及在新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 的
工作，並積極配合深圳市落實貨運 「東進東出、西進
西出」 的策略。

為了鞏固香港作為人才樞紐的角色，把握國家和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保安局會致力探索和推行入
境便利政策，吸引更多來自世界各地和大灣區的人才
來港發展，促進大灣區內的人才互動。

打擊跨境犯罪是粵港澳三地執法人員多年來的共同
目標，保安局及轄下各紀律部隊會繼續在良好的協作
基礎上，與大灣區各城市的相關單位齊心合力建設更
加高水平的 「平安大灣區」 ，共同維護三地社會的安
全和穩定。

我在香港出生、成長、工作、生活，和所有以香港
為家的市民一樣，體會到香港安定繁榮、市民安居樂
業，都離不開一個安全和穩定的社會。我了解社會對
我在新崗位有很高的期望，自己肩負重任。

刻下，保安局和轄下的所有紀律部隊上下一心，準
備就緒，全力以赴守護香港，以迎接即將舉行的三場
重要選舉，以及特區政府回歸祖國25周年相關活動能
夠在安全的環境下順利進行。 「心有所信，方能行
遠」 ，我和保安局整個團隊的目標與信念一致，一定
會令香港繼續安全及穩步向前。我期望廣大市民亦配
合特區政府的工作，維護香港的安全及穩定，一起建
立更美好的未來。

全力維護香港安全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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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建明

參政
議政

美國政府日前向在香港經營
的 美 國 企 業 發 出 「 商 業 警
告」 ，重點針對香港國安法的
實施。不過，耐人尋味的是，
香港美國商會隨即發表聲明表
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具
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仍然是東
西方貿易和資金流動的重要且
活躍的推動者。商會認為，香
港擁有亞洲最發達的基礎設施
之一、國際公認的商法體系以
及比許多其他亞洲地區更為開

放和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並且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全
球位列前五。

美國政府被打臉
更有意思的是，商會表示剛剛在香港中環購置新辦

公地點。請注意，是購置而不是 「租用」 ，其對香港
營商環境的長遠信心可見一斑。這一切，無疑令美國
政府的警告顯得尷尬，有些打臉。

對美國政府而言，香港始終是其試圖利用的地緣政
治棋子，可用可棄。因此，他們始終戴一副黑白顛
倒的眼鏡看香港：2019年香港爆發前所未有的黑暴，
美國政府不僅沒有發出 「商業警告」 ，相反，一批政
客卻欣喜若狂，不僅稱是 「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還
介入香港事務通過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以支持香港的暴徒和激進分子。但當2020年6月30日
香港國安法頒布並實施，暴亂平息，香港社會秩序恢
復後，美國反而不適應了，警告美國企業在香港營商

有 「風險」 。
不過，資本總是逐利的。外資往往被稱為 「聰明

錢」 ，因為外資對於市場有高度的敏銳，對風險的
把控極其到位。他們不僅對於金融市場相當熟悉，游
刃有餘，而且對於貿易等其他商業投資也有非常強的
判斷能力。甚至對於目標對象（及區域）是 「生金
蛋」 的鵝，長期利用，還是 「打一槍就走」 的一次性
收割，他們有異乎尋常的判斷。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外資源源不
斷湧入中國的根本原因。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
2018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達到1349.7億美元（不含
銀行、證券、保險領域數據），位居世界第二位，約
為1992年的12倍，1983年的150倍。而該機構近日發
布的報告更顯示，2020 年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
（FDI）增長4%，達到1630億美元，居全球之首。而
當年全球FDI卻是大幅下降42%。

這種增勢還在發展。美國某雜誌社近日刊文稱，
「西方公司繼續向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注入資

源」 。著名的《華爾街日報》更是承認，此前有分
析認為，外國企業試圖減少在供應鏈環節對中國的
嚴重依賴，但外商在華投資的韌性與該預期恰恰相
反。

這帶來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中國一直在意識形態
上被西方妖魔化，稱中國是 「獨裁」 、沒有 「人
權」 ，某些學者一直在 「警告」 中國即將 「崩潰」 。
而且中國早在2015年頒布實施國家安全法。但外資為
什麼依然趨之若鶩？答案很簡單，外資看到巨大的機
會，獲得大量的商業利益。

那麼，既然如此，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為什麼就

構成 「風險」 了呢？我們還能找到香港美國商會在
2019年10月的一個表態。該商會表示，香港持續數月
的暴力示威活動已經讓不少在港美國企業受到影響，
而美國國會 「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可能損害
香港獨特地位，對美國在港商業利益造成 「意想不到
的負面後果」 。香港美國商會當時還就持續 「示威活
動」 對企業業務影響進行調查，61%的受訪企業認為
其業務受到中度或重度影響。當時的香港美國商會會
長強調，對香港至關重要的是停止暴力，以免香港的
長遠聲譽受到永久損害。

香港投資充滿商機
摘掉意識形態的眼鏡，香港國安法對香港營商環境

的正面影響才能看得清楚。穩定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
基礎。國安法為香港經濟平穩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
創造了更大發展空間不是虛言。

與12個月前比較，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一年內，香
港新股集資額逾 5000 億港元，多出約 50%。今年首
季，在香港證券交易所首次公開上市的公司數量在全
球排名第四，交易量排全球第二。而在香港、美國上
市的中資企業中，有大量明星企業的上市保薦人是美
國摩根士丹利這樣的外資公司。另外，雖然過去一年
涉港 「制裁」 動作不斷，但香港整體出口勁升14%，
反而大大高於美國發動 「制裁」 前五年的平均升幅
1.8%。香港營商，是 「風險」 還是 「商機」 不言而
喻。

正常營商，香港機會無限，香港也無任歡迎；但若
想通過香港 「搞事」 ， 「迎接他的只有獵槍」 。這是
香港國安法雙向作用的啟示。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 葉建明

營商環境如何 資金最有發言權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 尹德勝

去殖化與人心回歸

商界
心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過不少去殖民
化運動，但香港和其他舊殖民地有一點
很不同。香港回歸後，國家從主權及法
理等層面實現了 「去殖化」 ，但特區政

府仍然面臨社會制度、教育、身份認同等方面的去
殖難題。近年，香港社會嚴重分化，背後深層的原因
與 「去殖化」 不無關係。

回歸時，適逢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的經濟增長逐步降
溫。相信國家是考慮到香港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方面有
重大作用，遂容許香港 「馬照跑，舞照跳」 ，保留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亦同時保留了殖民地時代的街道名
稱，英國皇室人物在公園的雕像，以至其他圖騰，延續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東西文化樞紐的角色。

在回歸後的一段長時間中，香港在 「一國兩制」 框
架下順利過渡，港人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不變，港府高
度自治，中央駐港機關亦沒有參與香港的內務，並偏
向於維繫與社會頂層的關係，疏離了和基層群眾接
觸，日漸失去對民情脈搏的確切了解和掌握。

優先治理人心回歸難題
隨中國經濟進入新紀元，國勢和國際話語權日益

提升。反之，香港近二十年間卻只處於浮沉空轉的狀
況，產業結構未能升級轉型，而積藏於內部的各種矛
盾和利益集團的紛爭則陸續浮現，社會失衡嚴重，一
些外部勢力乘勢深植民間；他們或明或暗，以潛移默

化的方式，弱化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就以商品廣告
為例，長期熱捧外國品牌，造成一般人眼中外國貨必
優必好的錯覺，許多中國貨品即使近年已打響國際名
聲，在港卻不見經傳，更甚的是要市民一面倒認為國
產的都是贗品。至於專業人士，包括法律界和醫療
界，大部分都以跟隨大英帝國的傳統法制及學制為
上，鄙視中國內地的制度及成就。家長們莫不爭先恐
後地把子女送入英文中學或國際學校，更以此作為他
們的成就。由此可見，本港中、青代大都全盤接受了
殖民統治種下的價值觀，盲目追隨歐美的主流思想及
生活方式，對中國歷史文化欠缺認識，對中國民族國
家情感一片空白。

當前社會上充斥的許多價值觀扭曲的現象及對國家
的負面情緒，印證了人心未盡回歸這事實。且看深受
殖民統治荼毒影響的一群，他們既不正面看待中國進
步的地方，更沉溺於不經查證便把有關中國的負面報
道無限放大，對國家近年贏得的各種成就視而不見。
凡此種種戀殖心態，皆可歸咎九七回歸後施政者缺乏
「去殖化」 的政治洞悉，間接縱容了外部勢力長期進

行 「去中國化」 的工作，才落得今日國土回歸而人心
未歸的境地。香港若要走出現時的泥沼，領導者必須
痛下決心優先治理好人心回歸這難題，規劃推行 「去
殖化」 的思想工程，重塑港人對國家的文化認同，喚
醒港人的集體意志。在國民教育、制度更新及管治改
革等方面，全力實現人心回歸。

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

東京奧運周五開幕，外界關注這項盛事會否造成「超

級傳播者」事件。
日本疫情最近明顯升溫。5月中的七天日均新增確診宗

數，一度創出約6500宗的最高，至6月下旬，數字回落到

少於1500宗，當時惹人遐想奧運會否在低疫情下舉行；

可惜，截至昨日，數字卻從低位翻倍到約莫3000宗水

平，其中東京過去一周的日均確診量便已破千，還因此第

四度進入緊急狀態。奧運舉行前夕，日本疫情急轉直下無

疑令人擔心。

可是，整個日本的每100萬人口的日均確診量約24宗，

單計東京的數字更近100宗，較諸現在疫情嚴重的英國，

相關數字則高逾660宗，日本疫情或許沒想像中可怖。

疫情一度回落 最近明顯惡化

問題是，在疫情不低的前提下舉辦大型活動，多少總會

潛藏風險。再加上，東奧相關人員的確診數字已增至約70

人，顯示海外入境選手及人員也增加了當地輸入病毒風險。
舉辦完歐洲盃賽事後，英國疫情顯著惡化；到底，日

本會否步此後塵？甚至釀成更嚴重的新輪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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