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美聯
社、法新社報道：中國將2021年GDP增
速目標設為6%以上，全球主流媒體十
分關注缺席了一年再「復出」的這一數
字。國際輿論認為，這反映出中國在成
功遏制新冠疫情後的信心，對全球
經濟來說，是一個積極信號。而這
一相對溫和的經濟增長目標，也顯
示出中國政府更注重經濟增長的質
量，而不是數量。

《紐約時報》認為，中國將
GDP增速設為6%以上，表明中國已
準備好採取措施，努力讓這個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保持強勁增
長。 「這一承諾對全球經濟來說是
個積極信號。」 這表明北京願意拿

出資金保持經濟繁榮， 「意味着中國將
繼續購買全世界生產的商品」 。

《華爾街日報》形容這一目標 「相
對溫和」 ，並指出在過去一年疫情重創
全球經濟後，中國仍保持樂觀態度。英

國廣播公司則預測，隨着製成品出口繼
續繁榮，服務業將反彈，中國經濟增長
將達8%左右。

路透社在報道中援引美國紐約銀行
梅隆公司分析師米特拉的話指出，設立

6%以上的增長目標不只必要，背後
還有深意。米特拉說，一個溫和的
經濟增長目標，將允許政府更注重
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不是數量。

德國《商報》網站3月6日報道
說，中國政府為今年的經濟增長設
定了相對適度的目標──6%以上，
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和
人士此前預估的7%至9%要低，這
表明中國更想要高質量的增長，而
不是快速增長。

@waterbiteme：
「一國兩制」 首先要尊重一個國家，如果
約翰遜說他討厭英格蘭，我想他應該當不
了英國首相。

@Monkey King：
香港1997年就回歸中國了，英國現在又在
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很顯然，是英國違
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Dawit_GY：
避免那些有顛覆政權、煽動叛亂等動機的
人治理香港，是正確的一步。

@sleeker：
BBC也許不希望世界知道，（英國）殖民
時期的香港總督是怎麼選出來的吧。

不需要在軍費上快速擴張

外媒熱議全國人大通過涉港決定
【大公報訊】綜合日經

新聞、彭博社、BBC報道：
中國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
議11日通過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
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彭博社、日經新聞、英國廣
播公司等多家外媒11日集
中報道了相關新聞。一些外
國專家與友好人士對中國全
國人大行使憲制權力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表示支持，認為
這對於堵塞香港選舉制度
漏洞、全面落實 「愛國
者治港」 的根本原則有
重要意義，是構築維護

「一國兩制」 的堅固
屏障，有利於保障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

有利營造投資環境 減少體制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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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彭博社、路透
社、新華社報道：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並積極評價2021年中國兩會成果，
「科技創新」 、 「綠色環保」 、 「對
外開放」 成為中國面向未來行動藍圖
的高頻詞。

今年的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提
到，中國將着重提升發展質量效益，
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法國經濟學
家西爾維．馬特麗認為，中國經濟重
視發展質量效益，意味着減少經濟發
展對氣候變化造成的負面影響，既能
滿足中國人民在生態環境方面的需
求，也回應了國際社會的期待。

路透社稱，2021年至2025年，
中國的研發支出將以每年7%以上的
速度增長。葡萄牙盧薩通訊社駐華記

者胡大樹（Joao Pimenta）注意
到，2021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
「科技」 一詞出現了23次，而去年則
為9次。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施
永豐說，中國強調創新、協調、綠
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積極用
清潔能源替代傳統能源，不僅有助於
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將推動全
球經濟健康、平衡、可持續發展。

印尼智庫亞洲創新研究中心主席
蘇爾約諾說，中國經濟不僅延續穩中
向好態勢，還擴大對外開放，這將拉
動全球需求、促進全球經濟復甦，有
助於推動深化 「一帶一路」 國際合
作，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快速恢復受疫
情重創的經濟。

聚焦環保創新 回應國際期待

外媒點評兩會

推特網友評論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
社報道：3月5日中國官方披露的
2021年國防預算，成為外媒關注兩
會的重點之一。2021年中國國防支
出為13553.43億元人民幣，增長
6.8%。自2016年以來，中國國防預
算增長率已連續6年降至個位數。

「中國國防支出溫和增長。」 路
透社稱，相關數字被視為中方加強軍
力的 「晴雨表」 。6.8%的增長，這
基本遵循中方適度上調的預期。

美聯社評論稱，隨着軍事力量日
趨成熟，中國已不需要在軍費上 「快
速擴張」 ，因此近年來的增幅穩步下
降。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評論文章

稱，中國去年軍費比前年增長
6.6%，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增速最
低的一年。中國軍隊的實力和現代化
程度已今非昔比。在此基礎上，中國
軍費只要維持與GDP大致相同的增
速，就能基本滿足解放軍現代化建設
的需求。

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
（IISS）2月25日公布最新數據指，
儘管發生了疫情，且全球經濟萎縮了
4.4%，2020年全球國防總支出仍達
到1.83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9%。
美國去年的軍費開支為7380億美
元，佔全球的40.3%，中國同期為
1933億美元，約為美國的四分之
一。

決定以2895票贊成、0票反
對、1票棄權，高票通過。日經新
聞在報道中稱，決定通過時，人民
大會堂會場內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足足超過一分鐘，是當天通過的所
有決議中最持久的一次掌聲。

相較於當天通過的其他議案，
涉港決定是絕對高票通過，也反映
了人大代表們對涉港決定的壓倒性
支持。

「愛國者治港」獲法律支持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

稱，這是繼去年6月通過香港國安
法後，全國人大對香港推行的又一
項重大舉措，將確保 「以愛國者為
主體的 『港人治港』 」 。

BBC記者還走上香港街頭詢問
普通民眾的看法。市民何小姐表
示，自己當然是支持 「愛國者治
港」 的，不愛國則無法治港。她認
為，香港已經回歸中國，就應該以
中國的憲法作為 「愛國者治港」 的
總綱。

彭博社稱，決定的通過使得有
關 「愛國者治港」 的呼籲獲得了法
律支撐。

新加坡《海峽時報》則引用中
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早前的發言
稱，放眼世界，無論在哪個國家，
效忠自己的祖國都是公職人員以及
競選公職的人必須遵守的基本政治
倫理，在香港也一樣。如果不愛
國，談何愛港。愛港和愛國是完全
一致的。

除了外媒關心這一議題外，不
少外國專家和友好人士也紛紛為這
一決定點讚。

墨西哥前駐香港總領事愛德華
多．羅爾丹表示，反中亂港分子與
外部反華勢力相勾結，肆無忌憚從
事反中亂港活動，影響香港廣大市
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對投資者信

心造成嚴重打擊。在制度安排上確
保 「愛國者治港」 ，是維護 「一國
兩制」 行穩致遠的迫切之舉，是確
保香港特區依法施政和有效治理的
當務之急。

布隆迪發聲撐華
與此同時，布隆迪共和國政府

11日就中國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
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
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向中方表示祝賀；布隆迪堅持尊
重聯合國成員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
完整，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別國
內政。布隆迪讚賞 「一國兩制」 ，
認為這是實現香港穩定、安全、繁
榮的最佳制度安排，並且深信決定
通過後，中國政府擁有必要的能力
和智慧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

海外華人更願建設香港
香港能否保持繁榮穩定一直是

海外華人華僑關心的話題。中法藝
術交流協會會長侯玉霞表示，旅法
僑胞回內地有在香港中轉的習慣，
但是自從2019年香港發生暴亂以
來，大家談 「港」 色變，只能繞道
而行。這次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將減少不必要的內耗與矛
盾，有利香港營造良好的投資環
境，也讓海外僑胞願意積極參與到
香港的建設和發展中來。

印尼僑胞中國聯合總會總主席
鍾家燕曾在香港有過10多年打拚經
歷，當看到一些反中亂港分子竟然
能在香港政治舞台上為所欲為，她
表示 「不可思議」 和 「憤怒」 。鍾
家燕說，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和地區，這樣的人都不會被允許進
入管治團隊和公務員隊伍。所以，
中國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特區選
舉制度的決定， 「非常及時」 也
「非常必要」 。

▲香港市民經過街頭 「支持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的宣傳街站。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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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記者3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新聞發布
會現場。 法新社

▲一名長者2月23日在香港一間疫苗接種中心注射
中國科興疫苗。 法新社

GDP增速溫和 中國經濟更重質

▲工人在吉林長春的紅旗工廠車間裝配車輛。新華社

彭博社

•（有關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的通過
使得有關 「愛國者治港」 的呼籲獲得了
法律支撐。

英國廣播公司（BBC）

•這是繼去年6月通過香港國安法後，全國
人大對香港推行的又一項重大舉措，將
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美聯社

•6%以上的GDP增速，對已從疫情影響中
走出來的中國而言，是健康的、溫和的
經濟增長目標。

美國《時代周刊》

• 「十四五」 期間，中國將進一步採取措
施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
等問題，為農村人口提供更多就業和社
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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