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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為香港穩定而投 今次為社區未來而投
12月10日就是

新一屆區議會選
舉投票日，選舉
已經進入最後直
路。今屆區議會
選舉不單是一場
換屆選舉，而且
對於香港的地區

治理、社區福祉以至民主制度建構都有着
非同一般的意義。制度不穩，地動山搖，
香港過去政治風波不斷，主要根源就在於
選舉制度的不設防和中門大開。重塑區議
會既是為了令區議會更能做事，真正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更是要為香港

的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讓社會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這是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出發點和落
腳點。

這次區議會選舉是完善選舉制度的 「收
官」 之戰，區選順利圓滿完成，代表着新
選制在香港落地生根，香港的民主發展進
入全新階段，這些都需要市民踴躍投票，
以手上的選票化為對新選制的支持。四年
前很多市民在 「黑暴」 橫行期間，依然不

懼暴力威脅恐嚇都要出來投票，為的是香
港穩定；今日社會雖然已經回復穩定，但
依然暗流湧動，四年前那一票是為香港安
定而投，這次更是為了維護當前來之不易
的局面，為了社區的未來，為了廣大市民
利益而投。

香港民主發展進入新階段
在這次區議會選舉中，市民能夠在理

性、平和的環境下考察各參選人的政綱表
現，參選人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展開選舉
工程，助選義工可以放心地拉票，市民可
以放心地投票，這樣的場面與四年前的區
選不啻天壤之別。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麥美娟日前就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對區議會
選舉的感受，表示看到今日和平光景令她
感慨萬分。回想在2019年的區選，她的義
工遭受人身安全威脅、辦事處被多次毀壞
縱火、做家訪時被人用刀指嚇、有人向街
站掟冰塊，更有暴徒在網上稱要到他們街
站掟汽油彈，種種手段實在令人髮指，也
令人痛心。

麥美娟的遭遇相信廣大愛國愛港參選
人在上屆區議會選舉都感同身受。面對上

屆不正常、不公義、極端暴力的區議會選
舉，愛國愛港參選人及其義工儘管面對人
身安全恐嚇，依然無畏無懼的走出來爭取
市民支持，不少市民冒着被暴徒謾罵、攻
擊、報復的風險出來投票，他們投下的一
票不只是為了選出區議員，更是為了香港
的穩定，為了熱愛的這個家園。他們的勇
氣令人敬佩，但這樣的選舉制度卻必須糾
正。全世界的國家或地區，包括西方所謂
「民主燈塔」 的國家，都不會容許選舉出
現這樣的亂象，不會容許暴徒公然破壞選
舉公正，但對於2019年的選舉亂象，這些
國家卻是選擇性失明。

在當時遍地暴亂之下，警隊雖然全力
奮戰，但難以應付全港性的破壞和暴亂，
整場區議會選舉就在暴力、混亂、不公平
之下進行，這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頁，
也暴露出香港選舉制度的弊端，讓反中
亂港勢力利用制度的漏洞，以暴力干預
選舉。

這次改革區議會制度，首要是在區議
會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有人認
為不必過分強調 「愛國者治港」 ，這種說
法站不住腳，政治忠誠是所有政治制度的

根本，沒有 「愛國者治港」 ，沒有對香港
忠誠，就沒有服務香港的真心，這些人進
入區議會，只會熱衷挑動政爭，將區議會
作為反政府平台，不會真正為市民做事。
回歸後的區議會選舉，由於在 「愛國者治
港」 上的缺位，導致大批以反中反政府為
職志，與外國勢力關係密切的政客，可以
堂而皇之的成為區議員。這正是香港回歸
以來政治風波不斷的原因之一。

完善地區治理邁出重要一步
上屆在 「黑暴」 期間進行的區議會選

舉，是整場 「港版顏色革命」 的重要一步，
以暴亂配合選舉，挑動部分市民對特區政
府的不滿，奪取了區議會的控制權。反中
勢力原本計劃依樣畫葫蘆，在緊接着的立
法會選舉重施故伎，最終劍指行政長官選
舉，這是整個 「港版顏色革命」 的路線圖，
以暴亂起，以奪權終，帶給香港的將是無
止境的動盪、混亂、流血。如果不是中央
出台一連串治亂組合拳，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今日的香港仍然是烽煙四起，區議會
選舉將仍然籠罩在黑色暴力之下。

社會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不能因為

今日的平和安穩，就忘記了四年前的黑雲
壓城，忘記了四年前的傷痛和不堪。歷史
教訓不能忘記，回歸後最大的教訓就是制
度建構必須走自己的路，必須符合香港的
實際情況和利益。

新選制的落實，不但有助推動香港撥
亂反正，更是從根本上解決香港政制發展
的問題，堵塞了制度上的安全漏洞，為香
港重新規劃出一條符合香港利益的民主之
路，西方勢力將很難再染指香港政局。完
善後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行政主導，切
實提升施政效能， 「愛國者治港」 的區議
會將更能做事、做成事，香港的地區治理
將展現新氣象。

區選愈順利穩妥，愈多市民參與，香
港的新選制就會走得更穩。以選票走好新
選制 「最後一公里」 ，香港才會有更美好
的明天。四年前市民在 「黑暴」 威脅下，
尚且出來為香港穩定投下一票，現在香港
社會同樣需要市民出來，為香港地區治理、
為社區未來、為香港永遠告別亂象，再次
投下決定性的一票。

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全國
港澳研究會會員

用手中一票
攜手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日前，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在 「香港財
經論壇2023」 指出，香港在中國式現代化
道路上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為世
界各國搭乘中國式現代化巨輪架好了舷梯、
跳板；強調香港要堅持國際化特色、發揮
國際化優勢、善用國際化平台。並分享維
護和發揮香港國際化顯著優勢的三點意見：
堅持國際化特色是香港揚名立萬的成功密
碼、信心之源；發揮國際化優勢是香港由
治及興的必由之路、康莊大道；善用國際
化平台是香港服務國家的優勢所在、貢獻
所在。

發揮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筆者十分認同，中國追求的不是獨善

其身的現代化，而是期待同廣大發展中國
家在內的各國共同實現現代化。高度國際
化的香港，是國家與世界聯繫的橋樑紐帶，
在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同時，
香港亦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尤其是要發揮
在國際上享有崇高聲譽的法律服務優勢，
服務國家，貢獻國家。

香港要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
必須發揮其國際化優勢。香港是中國唯一
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香港國安法的
加持有效堵塞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成
功保護了最大公眾利益和投資者合法權益。
優良的營商環境、卓越的聚才魅力和完備
的法律制度，必將持續為香港發展增添強
勁動能。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提
出明年內設立專門的辦公室和專家委員會，

推動成立 「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 ，
定期舉辦法律實務課程、研討會和國際交
流活動等，促進 「一帶一路」 沿線地區的
人才交流，為國家提供涉外法治人才培訓，
培養熟悉國際法、普通法、大陸法及國家
法制等的法律人才。

成立 「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
就是凸顯香港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
法管轄區的獨特優勢。完善的法治制度，
增加投資者的信心，保障投資者的權益，
亦能夠令國際社會對內地的司法制度有正
確的認識，提升國家的國際地位。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培育法律人才的搖
籃，擁有三所排名世界前列的法律學院，
以普通法教育為基礎，與眾多國際機構開
展合作，正在成為區內的法律服務能力建
設中心。香港擁有大量既熟悉內地、國際
法律，又具語言優勢的專業人士，與國際
法律界互動頻密，具備國際視野及大局觀，
以及與外商洽談國際商貿合同和處理國際
糾紛的豐富經驗。而且香港地理位置優越、
營商環境良好，這些得天獨厚的優勢，可
以為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或地區提供法
律及仲裁服務。香港有近1.5萬名本地法律
執業者、1500餘名來自33個司法管轄區的
海外註冊律師，以及1000餘名國際仲裁專
才和2100名調解員。這些寶貴的法律資
源，可以為國家高質量發展提供優質的法
律服務和強大的人才儲備。

在 「一國兩制」 下，香港擁有 「背靠
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是全球唯
一匯聚中國優勢和國際優勢的城市，亦是
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在法
制上與其他國際主要商業社會無縫接軌。
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香港恢復法治
穩定，快速進入聚焦發展的軌道；過去20
多年來，香港一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

體。良好法治和高度自由造就了國際營商
之都的優越環境，吸引全球各地的企業、
人才來港發展。

目前有超過1400家跨國公司在香港設
立地區總部，英國生物製藥企業阿斯利康
最近也宣布將在香港成立研發中心及香港
國際生命科學創新園，他們之所以選擇香
港，是因為香港有世界級的醫療人才及專
家，且營商環境自由開放、稅收條件相當
優惠，是中國 「引進來、走出去」 的重要
橋頭堡。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香港與
國際高度接軌的商業、法治、專業服務體
系，有其獨一無二的優勢。

培訓精通內地和涉外法律人才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普通法制度與國際接軌，法治、專業服務
水平全球讚譽，助力 「一帶一路」 沿線國
家或地區的企業 「揚帆出海」 。香港作為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是
中國境內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
隨着 「一帶一路」 建設向縱深發展，會涉
及眾多的專門法律領域和細節問題，需要
大量精通內地和涉外法律專業人士，才能
滿足客戶多樣性及各項跨境服務，解決相
關糾紛。

高度國際化是香港最鮮明的特徵，在
國家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宏大歷史
進程中，香港一直發揮着難以替代的獨特
作用，未來要繼續發揮 「超級聯繫人」 作
用，更加主動參與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
路」 ，更加積極擁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同時擔當好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樞紐的角
色，在助力國家高質量發展中發揮所長，
為香港發展注入新動能。

律師、吉林省政協委員、香江聚賢法
律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為國家高質量發展提供國際化法律服務

全球氣候大會再揭美國虛偽面目
近日，《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締
約方大會（COP28）在

阿聯酋迪拜開幕。在此次會議上，各方首
次對實現《巴黎協定》目標取得的進展進
行全球盤點，對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具有重
要階段性意義。令人振奮的是，來自160多
個國家的代表全體無異議通過正式啟動損
失與損害基金的動議，出資4億美元對那些
處於氣候變化影響前沿的發展中國家作出
支持。

對此，東道國阿聯酋主動向損失與損
害基金出資1億美元，美國只認捐1750萬美
元，日本只出1000萬美元。唱高調、出風
頭和佔據全球氣候變化道德高地時，美國
比任何國家都積極，到掏錢擔責任、領義
務時，美國的表現和其政治標榜和國家地
位極不相稱。超級強國美國，不僅存在
歷史欠賬，現在還在賴賬，而且還向發
展中國家推卸責任。小國阿聯酋的慷慨
和擔當，讓美國情何以堪。連美國媒體
都看不下去了，質問 「美國還要虛偽到何
時⁈」

美國虛偽並不令人驚奇。在全球氣候

問題上，美國的調門最高，美國的表現更
為高調，似乎只有美國才關心全人類的命
運。特別是拜登政府，不僅高調宣布重返
《巴黎協定》，而且成為拜登政府引以為
傲的重大政績。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對手，
卻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為對華合作項目。
拜登政府還派出前國務卿克里作為特使和
中國進行氣候變化協商。

「葉公好龍」逃避責任
國際社會認為，美國和西方國家在迪

拜會議上會以實際行動為全球氣候變化作
出貢獻，最起碼要和其高調言行（充當全
球氣候變化政策的主導者）相稱。然而，
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表現讓國際社會大
失所望，看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應對全球
氣候變化方面是葉公好龍，說得好聽沒有
行動。迪拜全球氣候大會揭開了美國虛偽
的面紗。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達成時，就決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
國家特別是貧困國家提供氣候融資支持，
發達國家也曾承諾從2020年開始向貧窮國
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融資。然而，發

達國家的承諾並未兌現，目前這項基金的
規模只有800多億美元。更糟的是，以美國
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反思自己的失信行為，
反而製造新的爭議議題，認為這項融資應
該由歷史上和現在的主要排放國一起承擔。
看上去很有道理，實際上卻是發達國家推
卸責任，而且還把中國、印度、沙特等新
興經濟體 「拉下水」 ，讓其承擔本應由西
方國家承擔的責任。

此外，美國等西方國家一面高調宣揚
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一面又將碳
排放責任推卸給新興經濟體，更在氣候融
資上做文章，減輕自己的融資責任。客觀
言之，氣候融資如何分攤，如何救助，確
實存在着複雜的利益博弈，但是西方卻將
這場博弈變成政治算計，從而減輕自己的
責任和義務。所以，忽略歷史欠賬，進行
現實賴賬，讓新興國家為氣候融資多擔責
任就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一貫操作。譬
如，美國和西方要中國和沙特等產油國補
上千億美元氣候融資的缺口。理由是，中
國碳排放量大，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產油國，
原油產生更多碳排放量。

西方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歷史上碳

排放量最多，美西方成為發達國家的過程，
也是依賴化石能源和不斷進行碳排放的過
程。數據顯示，已開發國家貢獻了全球累
計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62%，其中美國一
國就佔25%。按照 「誰排放、誰負責」 的
原則，美國等西方國家既要還上歷史欠賬，
也要承擔現實責任。賴掉歷史欠賬，就是
背負歷史原罪。

就現實而言，美國還是高碳排放國家，
而且從美國到歐洲等西方國家，他們利用
自己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優勢地位，
將本國碳排放高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
在享受全球化最大紅利的同時，卻將本國
應該承擔的碳排放責任推卸給發展中國家。
所以，在氣候談判的博弈中，在承擔氣候
融資的責任中，美西方應該付出更多責任，
在出資方面既要還清歷史欠賬，也要承擔
現實賬單。

中國積極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只發言不出錢，還要搶佔應對全球氣

候變化的道德高地，這樣的美國既虛偽又
無恥。而且，美國還將氣候變化變成地緣
政治武器。美國在氣候問題上一直緊盯中

國，不僅讓沒有歷史欠賬的中國，背負更
多不合理的減排責任，並聯合歐洲向中國
施壓，要求中國加大減排力度，甚至要求
中國提前十年實現碳中和。美國咬住中國，
與其對華意識形態偏見和政治算計脫不了
關係。眾所周知，美國不斷出台一攬子反
華遏華措施，碳排放也成為美國算計中國
的武器。

事實卻是，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可
再生能源投資國、生產國和消費國，可再
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國
不僅積極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大力發展公
共交通，新能源汽車、光伏產業也領先美
歐等發達經濟體。而且，中國不僅不推卸
本國應付責任，而且還設定了符合中國實
現碳中和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綠色環保、
節能減排已經成為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中國
的節能減排，不僅基於自身發展，也胸
懷全球，更向全球輸出綠色技術和綠色
能源產品。相比只說不做推卸責任的美
國等西方國家，中國是言行合一的全球
表率。

知名智庫學者

12月10日是新一屆區議會選舉
日，全港合資格選民將投票選出176
名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及88名地方
選區議員。這次選舉是香港特區重塑
區議會、完善地區治理體系後，第一
場全港性大型選舉，意義重大。不
僅使區議會恢復到基本法原來的初
心，更是將 「愛國者治港」 原則全
面落實到特區治理架構的 「最後一
公里」 。

在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先後舉
行了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選舉、
行政長官選舉，皆取得巨大成功。事
實證明，新選舉制度對保障市民行使
合法權利、推動社會各界齊心協力建
設香港，起到重要作用。當前，各個
候選人已積極做好選舉工程，他們認
真聽取民意，亦向市民講述自己對於
社區建設的見解，用實力爭取選民支
持。

過去的區議會選舉由於制度漏
洞，導致一些只講政治立場、能力欠
奉的人混進了區議會，這些人只搞破
壞、不理民生。尤其是黑暴期間，反
中亂港分子利用制度漏洞，使區議會
變成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播 「獨」 煽
暴、妄圖顛覆政權、對抗政府的平
台，完全違背了基本法規定 「非政權
性的區域組織」 的定位和職能。

區議會是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訂明
的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職能是接受
特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
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
境衞生等服務，絕對不具有政治權
力。區議會的職能決定了它是協助政
府改善民生、完善社區建設的基層治
理架構。所以，區議會選舉，應該遠
離政治，選出真心想為民眾辦事、能
為民眾辦事的議員。

只有回歸基本法原意，改革和重
塑區議會，堅決貫徹 「愛國者治港」
原則，才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
市民的公眾利益。筆者深信，今次選
舉撥亂反正，產生的新一屆區議會將
匯聚多元人才，除了熟悉地區事務的
人士外，亦有具備法律、衞生、教
育、文化等專業知識人士，形成良性
的跨界別和跨專業互動合作，提升整
體地區治理水平，向政府提供高質素
的意見，使區議會能夠真正做實事，
增進民生福祉。

區議會在推動社區和諧發展、提
高生活環境質素等多方面發揮重要作
用，此次選舉關乎市民切身利益，與
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大家要記得多了
解當區候選人，按時投出自己寶貴的
一票，選出有心有力有為的區議員，
共同建設美好社區。這是新選舉文化
的開端，讓你我一起履行公民責任，
踴躍投票，選賢與能，與愛國愛港的
有志之士攜手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
主任



國際關係
宇文

區議會選舉
韓成科

議論風生
陳子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