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政府日
前以 「國家安全」

為由，宣布關閉長期以
來深入報道巴以衝突的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在該國的分社，引起全世界的
強烈關注，但平日動輒攻擊他國 「損害新
聞自由」 的美國當局，對此不作任何批
評，更有甚者替以色列護航。如果連同早
前外媒揭發美國CNN 「挺以踩巴」 的報
道方針一事，則讓世人進一步看清美西方
口中所謂 「捍衛新聞自由」 的真實面目：
什麼 「新聞自由」 ，只有符合美國利益的
才有自由！

電視台被封 美媒無動於衷
以色列議會早於上月1日通過新國家

安全法案，賦權政府可隨時禁止國內被認
為危害國安的外國媒體營運。當時總理內
塔尼亞胡點名批評半島電視台是 「恐怖組
織頻道」 ，並表明要禁止半島電視台的以
色列分社繼續營運。至本周日，內塔尼亞
胡宣布政府通過投票一致決定關閉半島電
視台分社，當局又隨即搜查半島電視台租

賃作辦公室的酒店房間，取走攝影機等大
批器材。

究竟內塔尼亞胡因何聲稱半島電視台
是 「恐怖組織頻道」 ？理由說來可能令不
少人感到驚訝，只是因為其報道了巴以衝
突的真實情況。去年10月巴以爆發新一輪
衝突，不少外媒記者被禁止進入加沙地
區，亦因此，加沙地區人民面對怎樣的對
待，外界報道少之又少。而由卡塔爾營運
的半島電視台，則是少數仍有記者在加沙
境內的國際媒體，其每日24小時無間斷報
道當地情況，在最前線記錄加沙人民的遭
遇，許多報道自然聚焦在當地的傷亡，亦
不乏對以色列軍方採取批判態度。

但就是因為如此，內塔尼亞胡卻稱半
島電視台發表 「煽動性」 報道、是 「恐怖
組織頻道」 ，以色列通訊部長卡爾希
（Shlomo Karhi）更由於半島電視台曾
播出哈馬斯的聲明，而批評半島電視台是
哈馬斯的政治宣傳工具，旨在鼓勵武裝對
抗以色列，更稱 「我們不可能容忍有政府
認可記者證的媒體，從內部跟我們對抗，
尤其是在戰時。」

說到尾，半島電視台的最大 「罪狀」
就是報道真相，而以色列政府一眾官員，
卻連這條最基本的媒體專業措守也無法容
忍。去年12月，一名半島電視台攝影師、
電視台分社主管的妻子、三名孩子、孫兒
在加沙因空襲喪生，電視台多名員工本身
就是以色列軍事行動下的第一身證人，如
今以色列卻反過來指責受害者，以至想對
其趕盡殺絕，豈不是惡人先告狀？

而更為諷刺的是，一直以來樂於唱衰
香港、宣稱香港 「新聞自由已死」 的美國
《華爾街日報》等媒體，連日來對以色列
公然侵犯新聞自由的行徑只敢作冷處理，
或避重就輕地說此舉會影響巴以的停火談
判。之前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黎智英落
網，以至維護國安條例通過時，《華爾街
日報》等媒體可以一連幾日發布多篇社評
說 「香港無一人安全」 、 「新聞自由受威
脅」 云云，怎麼現在到了以色列令半島電
視台關閉，這些媒體就彷彿視而不見，連
一聲都不敢吭？

早在兩個多月前，英國《衛報》踢爆
美國CNN管理層下達 「挺以踩巴」 指令，

強行歪曲巴以衝突的真相，便已經揭露了
美國口中 「捍衛新聞自由」 的真相。現實
是，就算是西方媒體，所信奉的最高原則
也根本不是 「事實神聖」 ，什麼可以報、
報道怎麼做，最高的標準就是美國當局的
政治利益，政治利益決定了新聞的內容，
也決定了自由的限制，一如CNN員工的
抱怨： 「除了 『不管以色列做了什麼，哈
馬斯都是罪魁禍首』 外，編輯們還能怎麼
解讀呢？」

無理攻擊香港 政治任務使然
過去《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

亂港媒體倒閉，美國總愛說這是國安法破
壞新聞自由的 「證據」 ，卻從沒有指出這
些亂港媒體 「執笠」 全都是其自己的選
擇，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像以色列般引用過
香港國安法或維護國安條例，勒令任何一
間傳媒強行關閉。這些外國媒體亦從來沒
有說過香港國安法生效後，在特區政府新
聞處新聞發布系統註冊的本地、內地和海
外傳媒機構不減反增的事實。甚至之後
「自由亞洲電台」 宣布 「跑路」 、《華爾

街日報》將亞洲總部撤離香港並大幅縮減
香港駐站的記者及編輯人數，都是其自說
自話、自編自導之舉。

特區政府多年來被美國媒體窮追猛
打、被貼上損害新聞自由的罵名，反而以
色列政府和CNN管理層這種名副其實對
新聞自由的侵犯，這些媒體又突然一副見
慣不怪的嘴臉，索性大事化小、小事化
無。正好說明，這些媒體狙擊香港並非如
其所說是為了什麼報道真相，而是徹頭徹
尾的政治任務，就像美國大學的反戰示威
一般，美國精英從官員、大學校長到傳媒
老闆，莫不無所不用其極地詆毀學生，在
他們身上貼上 「反猶」 標籤，與香港修例
風波時的口脗截然不同。這足以說明，美
國根本沒有所謂尊重真相或新聞自由，只
有 「美式雙標」 。

香港一些人一直迷信美國的 「燈塔神
話」 ，如今不論是處理大學反戰示威，還
是默許以色列打壓異見傳媒，都證明了美
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真面目，世人也
終於發現美國的所謂 「新聞自由」 ，也不
過是其精心堆砌的眾多謊言之一。

在中美大國較量的過程中，東南亞擁
有巨大的戰略價值。今年來，中美雙方都
竭力爭取東南亞國家的支持。美國力圖拉
攏東南亞國家來遏制和包圍中國，而中國
則致力於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在各方面的聯
繫，目的不僅是要挫敗美國的戰略圖謀，
更是要大力開拓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空間。
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努力正在不斷取得可喜
的成果。

在冷戰時期，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在政
治、經濟和安全上都倒向美國和其在東亞
的盟友日本。由美國牽頭在1954年成立的
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的目的更是要
為了對抗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 「擴張」 。
相反，中國與大部分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並
不正常，彼此在政治上、利益上和意識形
態上的猜疑和摩擦不時發生。此外，中國
與東南亞之間的經貿往來也並不密切。

中美關係在1970年初開始因為要聯手
對付彼此的共同對手（蘇聯）而有所改善，
並持續到大概21世紀頭十年。冷戰結束後，
美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歐洲和中東。東南亞
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大幅下降，不少東南亞
國家感覺到被美國忽視。為了加強其國際
影響力，東南亞十國於1967年成立了東南
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與此同時，
隨着中國的崛起和不斷改革開放，中國與
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尤其在經貿方面越來越
密切。1997年，中國堅持不讓人民幣貶值
的政策紓緩了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南亞國家
的衝擊。2003年，中國作為東盟的對話夥
伴率先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
東盟建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
係。2021年，中國與東盟建立了中國東盟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經濟上，中國自2009年起成為東盟第
一大貿易夥伴。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
貿區全面建成。2020年，東盟首次成為中
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自從中國提出 「一帶

一路」 倡議後，東盟十國都積極參與其中，
從而使中國與東南亞的經貿聯繫更為密切。
不少重要的基建項目在 「一帶一路」 框架
下也紛紛展開，包括中國─緬甸經濟走廊、
中泰鐵路、中國─馬來西亞海岸鐵路和中
國─印度尼西亞雅萬高鐵。尤其重要的是
2020年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 》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RCEP
將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往還注入源
源不絕的強大動力。

美圖操弄分化東盟國家
2010年代初，美國 「猛然醒覺」 認為

中國的崛起對其全球霸權和國家利益構成
嚴重的 「威脅」 ，並開始以遏制中國作為
其對華政策的主軸。2011年，美國總統奧
巴馬提出 「重返亞洲」 （Pivot to Asia）
策略，表面上是要加強美國對亞洲地區的
關注，實際上是要拉攏亞洲國家遏制中國，
而東南亞國家則成為了美國的地緣戰略重
鎮。

當年參與籌劃 「重返亞洲」 策略戰略
師、現任美國副國務卿的庫爾特．M．坎
貝爾（Kurt M. Campbell）在其2016年出
版的《轉向：美國在亞洲的治國之道》
（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書中這樣說： 「美國
在東南亞的政策是轉向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國需要與東南亞國家密切合作，協調

在航行自由、地區透明度、和平解決爭端
和自由貿易等二十一世紀價值觀上的共同
立場。」 「儘管東盟具有中心地位，但在
美國之前的亞洲治國戰略中，該組織一直
被忽視。」 「相較之下， 『轉向』 的最初
幾年，美國恢復了對東盟的關注。美國向
東盟派遣大使，在雅加達東盟總部設立代
表處，與東盟簽署《友好合作條約》，參
加東盟國防部長會議，並投放資金來加強
東盟秘書處。這種穩定的接觸在2011年美
國加入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時達到頂峰──東亞峰會是該地區
最重要的國家元首年度聚會之一。這是重
要的一步，部分原因是中國最初構想成立
該組織時並沒有美國當作積極成員。然而，

加入後，美國能夠利用這個組織和亞洲其
他幾個組織來形成圍繞政治和東海以及朝
鮮半島緊張局勢的共識。」

為了在經貿上打擊中國，奧巴馬提出
要建構一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TPP的目標是透過降
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減少貿易障礙、促
進投資自由化、保護智慧財產權等方式，
加強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和經濟聯繫。協定
也涵蓋了一系列領域，包括服務貿易、電
子商務、勞工權益、環境保護等。然而，
這個針對中國的計劃在2017年因為鼓吹 「美
國優先」 的特朗普總統宣布退出TPP而告
吹。

不過，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並沒有放棄
在經貿上遏制中國的意圖。2022年5月，美
國啟動了排除中國在外的 「印太經濟框架」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IPEF）。此次啟動開始了
對未來談判以下幾個支柱的討論：（1）貿
易；（2）供應鏈；（3）清潔能源、脫碳
和基礎設施；（4）稅收和反腐敗。不過，
IPEF與TPP最大不同之處，是美國拒絕向
參加的國家開放國內市場，這便使得其吸
引力大減。

無論如何，美國對東南亞的戰略價值
被奧巴馬重新重視後，一直被特朗普和拜
登所繼承。長期以來，由於歷史原因，美
國與東南亞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聯繫
比中國要密切得多。不少東南亞國家的政
治和經濟精英都曾經到美國或其他西方國
家留學，深受西方價值觀的薰陶，對中國
在一定程度上的懷疑和抗拒揮之不去。為
了促使東南亞國家疏遠中國，美國不斷兜
售所謂 「中國威脅論」 、經常向東南亞國
家承諾提供 「安全保證」 、利用中國與個
別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菲律賓的領海爭端挑
起矛盾和衝突，以及把南中國海的 「航行
自由」 作為挑撥離間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
係的棋子。

無疑，美國的這些行動對中國與東南
亞國家的關係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不
過，美國的 「美國優先」 政策、保護主義、
單邊主義乃至在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中的

偏頗立場，都大大損耗了美國在東南亞的
政治威信和道德號召力。與此同時，中國
在外交上特別在領海爭端上的務實和合理
立場、在國際事務上所擔當的促進和平和
維護公平正義的角色，都提升了中國在東
南亞的威望。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科技
的進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一些中國企業
和產品的 「品牌」 的吸引力都不斷增值中
國在東南亞的 「軟實力」 。在此消彼長下，
中國與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的差距正在
快速縮小，總的發展趨勢對中國亦越來越
有利。

今年，新加坡的東南亞─尤索夫伊薩
研 究 所 （The ISEAS-YusofIshak
Institute of Singapore）完成的《2024年
東南亞狀況調查報告》（第六份報告）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4
Survey Report）（the 6th report）為這
個 「此消彼長」 的趨勢提供了大量扎實的
證據。這個調查報告中的受訪者來自東南
亞國家的學術、社會和政治精英，共有1994
人參與這項調查。調查發現： 「中國仍然
被視為該地區（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經
濟（59.5%）和政治戰略（43.9%）大國，
中國在這兩方面都大幅超過美國。」 「如
果該地區被迫在持續的中美競爭中結盟，
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較普遍的選擇
（50.5%）。美國從上年的61.1%下降到
49.5%。」 「自2022年5月（美國倡導的）
『印太經濟框架』 （IPEF）實施以來，一
年多以來，圍繞其潛在有效性和效益的情
緒進一步減弱，對IPEF的積極情緒從去年
的46.5%下降至40.4%。今年，44.8%的
東南亞受訪者對IPEF的影響和有效性越來
越不確定，高於一年前的41.8%。負面情
緒也從去年的11.7%上升到今年的
14.9%。」 「對中國作為東南亞最具影響
力的經濟大國的看法仍然很高，59.5%的
地區受訪者持這種觀點。」 「與往年一樣，
中國仍保持着在東南亞最具影響力和戰略
力量的國家的地位（43.9%）……相反，
美國的影響力從去年的31.9%下降到今年
的25.8%。」 「東南亞人肯定中國是東盟
最具戰略意義的合作夥伴，平均得分為8.98
（滿分11分）。緊隨其後的是美國（8.79）

和日本（7.48）。」 「2024年1月，七個東
盟成員國（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
亞、緬甸、泰國和越南）簽署了認同中國
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主張的文件。」

東南亞的精英對中國和美國在情緒上
亦發生顯著轉變， 「中國在東南亞受訪者
中的受歡迎程度大幅上升，從去年的38.9%
攀升至今年的50.5%，逐漸成為該地區的
首選結盟選擇……值得注意的是，印尼、
老撾和馬來西亞從中國的 『一帶一路』 倡
議和強勁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中受益匪淺，
與2023年相比，他們對中國的偏好顯著增
加了20個百分點以上。」 「相反，美國的
受歡迎程度卻有所下降，從去年的61.1%
降至今年的49.5%。」 「東南亞人對未來
與中國的關係越來越樂觀。今年預期改善
的受訪者比例從38.7%升至51.4%。」
「38.2%的地區受訪者認為美國與東南亞
的接觸減少或大幅減少，自2023年以來對
拜登政府的負面情緒上升了12.5個百分
點。」 「大多數東南亞人對美國作為戰略
夥伴和區域安全的提供者幾乎沒有信心。
40.1%的受訪者認為美國不可靠，而2023
年這一比例為32.0%。」

盲從美國終將成受害者
總的來說，中國在東南亞的形勢呈現

穩中向好的勢頭。隨着美國在該地區的政
治、經濟和道德威信的持續下沉，中國在
東南亞的影響力最終必將超越美國。然而，
我們也注意到不少東南亞精英對中國的疑
慮仍在。他們仍然擔心中國的崛起對他們
國家的主權、自主和利益構成威脅。美國
還會不擇手段地插手東南亞事務和唆使個
別國家與中國對抗。不過，中國的 「與鄰
為善」 的外交政策、公平合理處理國際爭
端的方針和 「互利共贏」 的政治和經貿政
策終將會不斷減少中國與部分東南亞國家
的矛盾。總之，美國拉攏東南亞國家遏制
中國的圖謀不但不會得逞，反而會自食其
果。那些盲目跟從美國的指揮棒起舞的國
家則肯定最終會成為受害者，而菲律賓則
將會是很好的反面教材。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學者論衡
劉兆佳

沒有事實神聖，只有美式雙標

4月15日，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以視頻
連線方式出席香港2024年 「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 開幕典禮並致辭。夏寶龍主任表
示，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
觀10周年，習主席指出「一國兩制」的根本
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保持香港、澳門繁榮穩定。這深刻揭示了
「一國兩制」的初心使命，為加快推動香港
發展、確保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根本遵循。

今天的香港，有國安法律護航，全面
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告別了動盪不
安的局面，迎來發展時期。建設美好香港、

讓市民過上更美好生活已成全社會的共識。
只有全力拚搏、努力奮鬥，才能不斷譜寫
「一國兩制」 實踐華章。

全面深入參與灣區建設
夏寶龍主任指出，實現由治及興，就

是要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住、發
揮好，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要積極把
握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大力引進全球
高端創新人才，要根據香港本地的資源稟
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市場特點等，
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
構築香港競爭新優勢。

香港由治及興不是封閉孤立的，而是
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大背景下的由治及
興。因此需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
香港注入強勁動能、提供更大商機。而當
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進入加快速度、縱

深推進的新階段，香港應該全面深入參與。
香港需要主動適應新形勢，展現新擔當，
在積極作為、創新創造中實現香港新飛躍，
並要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
臨的問題。相信香港社會各界一定會發揚
獅子山精神，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
不息、頑強拚搏，不斷續寫香港發展新傳
奇，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夏寶龍主任的致辭強調了 「一國兩制」
的初心使命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我堅定地支持並牢記在心。香港一直以來
都是國際金融業的重要樞紐。作為一位社
團主要負責人，我一直致力於推動香港和
澳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的發
展。我深信，只有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
才能使香港在國際金融舞台上保持競爭力。
我呼籲社會各界團結一心，發揮香港 「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積極參

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引進創新人才和
發展新產業，推動新質生產力成為香港高
質量發展的基石，為建立一個更美好的香
港而攜手努力，共同為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做出貢獻。

國安才能家安。在香港國安法與《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署與特區
國安委 「雙法雙機制」 成為香港法治體系
不可或缺的基石後，這必將有效發揮中央
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令香港成為
維護國家安全的成功典範。國安條例的實
施對香港的未來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為香
港帶來無後顧之憂的機遇，可以全力聚焦
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重要的是，這
也為香港金融市場帶來更穩定的環境。國
安條例的實施補上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
的缺口和漏洞，確保了香港在複雜多變的
國際形勢下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同時加

強了金融監管和風險管理。
作為一個愛國愛港的社團主要負責人，

我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反對
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願攜手各界，團
結同鄉社團這支堅強的鐵軍，共同促進香
港的經濟多元化發展，提供更多高質量的
教育和培訓機會，增強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共同建設香港成為一個充滿創新力的城市。

正如夏寶龍主任所言，今天的香港向
全世界展現了更安全、更自由、更開放、
更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全球投資者都可以
放心大膽地來港投資興業。有堅強的祖國
作為後盾，有全體香港人民的努力奮鬥，
香港的未來充滿希望，前景廣闊。在新時
代的軌道上， 「香港號」 的車輪必將滾滾
向前，無可阻擋！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常委、香
港重慶總會主席

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平穩增長

新聞背後
梅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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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適應新形勢 實現香港新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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