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ta行政總
裁、Facebook創辦

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日前在一封致美國眾議
院司法委員會的信件中，透露拜登政府多
年來向Meta施壓，要求他們審查、封禁
部分不利政府的帖文。朱克伯格這封信一
舉踢爆美國政府 「捍衛言論自由」 面具背
後的真面目，也揭示了西方反華勢力長期
以來對香港自由人權情況的抹黑，是何等
虛偽的雙標。若美國真要批評任何人干預
言論或網絡自由，最好先搞清楚，其自身
才是最大嫌疑人。

朱克伯格在信中表示，拜登上任後便
不斷向Meta施壓，包括要求審查有關當
時新冠疫情的帖文，尤其是針對幽默或諷
刺的內容。朱克伯格又指，當時Facebook
拒絕對方要求時，拜登政府明顯非常不
滿。其後，Meta向美國政府提交了數以
千計的文件以供審查，除了以上提到的疫
情帖文外，還對拜登兒子亨特（Hunter
Biden）的負面新聞消息，進行優先度降

級處理。Meta甚至為此準備了12名員工，
準備隨時接受國會聽證會審訊。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說，這都已經屬於
干預網絡自由以至政治審查的地步。在美
國政府的 「黑社會式」 監控下，Facebook
等大型社交平台連最基本的言論自由都欠
奉，不止網民不能針砭政府時弊，稍有涉
及高官或總統負面新聞的帖文，輕則降低
接觸率，重則 「滅聲」 ；而且連Meta等
大公司都要戰戰兢兢地揣測其喜惡，定期
提交數千份報告，還要專門安排人手來
應付政府不知何時發作的詰難。美國政
府一直處在道德高地上、大言不慚所說
的 「捍衛言論自由」 ，原來就是這個意
思？

美國政府要捍衛的言論自由，似乎僅
限於那些抹黑其競爭對手、宣揚 「大美利
堅精神」 的言論，至於那些不滿政府、不
滿領導人的說話，卻是千方百計地打壓、
刪除，甚至還以 「聽證會」 為名傳召社交
平台公司負責人上來問話，強迫對方配
合。按美國批評其他國家和地方的標

準，這已稱得上是 「白色恐怖」 了。
這件事最諷刺的地方不光是因為暴露

了美國講一套做一套的虛偽，還相當於對
某些長期以來抹黑香港的人摑了一巴。不
知他們是否還記得，今年5月，美國駐港
總領事梅儒瑞說過了什麼？當時香港法院
就 「港獨」 歌曲 「願榮光」 批出禁制令，
梅儒瑞就說如果香港想維持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就應該先保障網絡自由，更稱 「香
港正走上試圖刪除互聯網上某些內容及屏
蔽某些網站的下坡路，一旦開始網絡審
查，就會產生滑坡效應，不知到哪裏才結
束」 云云。

如今看來，真正滑坡的不是香港特區
政府，而是美國自己。今日美國連批評政
府的諷刺帖文、與總統相關的負面新聞消
息都不能容許，誰知道接下來的政治審查
要什麼時候才到頭？會不會有人發表與政
府不同意見時，不單止被 「滅聲」 ，甚至
要遭受到 「人格謀殺」 和政治批鬥？

這不是沒來由的猜測。美國對內對
外，都利用網絡進行打擊異己的行動。例

如，今年3月美媒便揭露，2019年特朗普
曾授權CIA組建特工小組，在中國社交平
台使用虛假身份，發放有關中國政府的負
面評論，同時向海外傳媒洩漏詆毀性情
報，反對中國政府。諷刺的是，特朗普一
下台，就因為被指 「有進一步煽動暴力的
危險」 ，接連遭互聯網巨頭封禁。一個利
用社交平台打擊外國的美國政客，最終又
成為自己惡行的 「受害者」 ，真是何其諷
刺。

這樣一個肆意操弄 「言論自由」 的國
家，2022年還聯同50多個國家發起倡議，
聲稱為了抵制數字領域 「日益增長的極權
主義」 ，提出 「互聯網未來宣言」 ，以推
進關於網絡自由的巨大承諾云云。日前朱
克伯格說美國政府自2021年開始便對他
施壓，那當時這份宣言不是賊喊捉賊嗎？
所謂 「日益增長的極權主義」 ，除了美國
捨我其誰？大概當初參與的其他國家都沒
有想到，這個倡議的最大 「內鬼」 竟然就
是美國自己。

現在再回想2019年時，那些網絡上

鋪天蓋地對香港特區政府、警隊的攻擊、
謠言，以至近年來對於香港經濟、發展前
景的抹黑，為什麼那些科網公司又任由大
量有關香港的不實內容在社交平台上繼續
存在？而後來澄清、反駁的帖文，又為何
如石沉大海，沒有得到應有的曝光？從
Meta等網科公司受到的政治審查，以及
早前多次發生 「播錯國歌」 事件，谷歌卻
三番四次拒絕將正確國歌的搜尋結果置
頂，並且拒絕刪除相關影片內容來判斷，
很難不想像背後有人故意放任一堆針對香
港的負面內容在網上廣泛傳播。

這次朱克伯格的 「爆料」 ，也正好讓
一些人看清楚，他們心目中 「理想民主國
度」 的真面目。可能香港社會上仍有部分
人覺得美國 「最自由、最民主」 ，但種種
證據都已經充分表明，美國豈止稱不上
「最自由、最民主」 ，其自身某程度上正
是破壞自由與民主的最大黑手。至少全世
界還沒有哪個國家有這樣的能耐，能迫使
朱克伯格這樣的科網公司大老闆公開寫
信，以宣洩其不滿。

朱克伯格暴露了美國言論自由的真相
新聞背後
梅若林

應香港特區政府請求，中央港
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邀請中央宣講團成員來港宣講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央宣
講團成員，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以及
商務部黨組書記、部長王文濤來港，
為特區政府官員及社會各界人士宣
講三中全會精神，讓社會各界倍感
振奮、深受鼓舞。

香港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
治地位，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深
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
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三中全會通
過《決定》，中央進一步深化改革、
促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策部署為
香港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香港作
為國家一個特別行政區、國家最開
放和國際化的城市，在參與全球治
理、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着越
來越重要的作用。

三中全會強調了制度創新的重
要性，香港應繼續深化與內地及其
他地區的制度對接，積極參與國際
金融領域、電子商務、產權保護等
規則制定和實施，形成更加開放、
靈活的制度體系，打造更加透明穩
定的制度環境。同時，加強與國際
營商環境的對接，簡化行政程序，
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進一步推進投
資便利化進程，提高行政效率和服
務水準，充分體現 「一國兩制」 獨
特優勢，為國內外企業提供多元且
全面的專業服務。

以金融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和
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高端製造業是
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也是經

濟結構轉型過程中體現城市競爭力
的核心所在。香港在金融服務和科
技創新方面，有着天然的制度優勢、
平台優勢、人才優勢和豐厚的經驗
沉澱，非常有助於香港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的鞏固和提升。
通過增加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聯繫，
發展離岸金融、綠色金融等新興業
務，提高金融服務的國際競爭力。
加強港口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港口
吞吐能力，促進貨物和人員流通。
發展新興產業，如數字經濟、人工
智慧等，推動產業轉型和升級，吸
引更多國內外企業和投資者到港投
資。支持數字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
的數位化、智能化發展，通過利用
互聯網、大數據等先進技術，提高
貿易和航運的效率和便捷性，推動
國際貿易繁榮發展。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持續推
進，香港可以充分利用內地廣闊的
市場和資源優勢，拓展金融服務、
物流服務等領域合作。積極參與國
家 「一帶一路」 建設等重大戰略，
推動香港與內地及其他國家的經濟
合作向更高層次、更廣領域發展。

RCEP實施以來，雙邊經貿不斷
擴大，東盟已連續四年穩居我國第
一大貿易夥伴。廣西憑藉緊鄰北部
灣的區位優勢和泛亞公路、鐵路網
絡及建設中的港口水運通道，成為
連接東盟的重要支點，有效促進了
我國西部地區貨物跨境流通。同樣
值得關注的是，香港有便捷的航空、
海運條件，且位居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核心，在與東盟國家深入對接
方面，同樣具備多重優勢，推動香
港加入RCEP，將有助於東中部地區
與東盟國家建立高效鏈接，在促進
高端服務貿易和國際貨物流通等方
面大有可為。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副秘
書長

議事論事
胡劍江

議論風生
宣武兵

8月27日至29
日，美國總統國家安

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訪華，
引發輿論普遍關注。拜登總統退出美國大
選，沙利文作為拜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其政治前景並不樂觀。按照美國政治慣例，
即使哈里斯入主白宮，拜登時代的班底也
會大概率調整。

似乎，沙利文訪華有些雞肋。拜登沒
有實現訪華，是由於他將中國視為美國第
一競爭對手，而且對華實施方方面面的極
端措施，包括關稅、科技、出口管制、投
資審查等，逐層加碼，嚴重損害中方正當
權益。而且，美國在台灣、南海問題等涉
及中國領土主權的核心利益方面，不斷觸
及中國的底線；在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
等全球熱點衝突方面，也持續針對中國。

拜登時代的中美關係比任何時候都複
雜，也比任何時候更危險。沙利文為拜登

訪華鋪路的意義不大。拜登訪華不僅無法
改變中美關係的尷尬現狀，也不符合民主
黨在大選年的政治利益。畢竟，反華是美
國大選年的意識形態主旋律，拜登訪華不
僅為特朗普提供批評民主黨親華的 「子
彈」 ，也會傷及哈里斯的選情。

此外，中美兩國元首既有通過電話交
流，也有巴厘島和舊金山兩次會晤。中美
兩國在極端競爭的環境下，實現了戰略平
衡。總之，美國從實力地位出發和中國對
話的圖謀已經破局，中國不吃美國這一套。
在此邏輯下審視沙利文訪華，才能參透其
中的現實意義。

一方面，沙利文此行是應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
任王毅的邀請，凸顯中方對沙利文訪華的
重視。另一方面，這是自美國總統國家安
全事務助理時隔8年再次到訪中國。相比美
國國務卿訪華聚焦外交，沙利文訪華所涉

內容更加廣泛，更具戰略性。
此外，中美元首去年舊金山會晤以來，

兩國恢復和建立了20多個對話溝通機制，
在外交、財經、執法、氣候變化團隊以及
兩軍保持了溝通。雖然白宮閣員級官員不
斷訪華，包括美國國務卿在內，他們訪華
重點主要還是職責範圍內的事情。由於拜
登尚未實現訪華，因此涉及中美兩國戰略
層面討論主要是由沙利文主力擔當。

從戰略層面審視沙利文訪華，才能明
晰中美關係。正如美聯社引述美國高官的
說法，中美處於極端競爭中，但兩國關係
依然風險可控。所以，無論沙利文此次訪
華，還是和王毅的多次會晤，都是為了防
止中美關係失控和擦槍走火。

雖然美方對華打壓遏制變本加厲，美
國刻意製造的反華風險仍在加碼。特別是
美國23日宣布全面制裁在烏克蘭危機中支
持俄羅斯的400名公司和個人，其中包括來

自中國的28個實體和個人。同時，美國商
務部也將123家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名單，包
括42個中國實體。沙利文訪華前的 「下馬
威」 ，主要是為了取得對華主動權，這也
是美國對華外交的習慣動作。當然，也在
中國的戰略預判之內。

在此情勢下看中美兩國的關切，已十
分明顯。中方要在台灣問題上給美國 「畫
紅線」 ，提醒美方 「台獨」 是台海和平穩
定的最大風險；中方將向沙利文重點就台
灣問題、發展權利及中國戰略安全等表達
嚴重關切、闡明嚴正立場、提出嚴肅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從近幾個月美國頻繁
批評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以及沙利文訪
華前對中國企業和個人實施制裁，凸顯沙
利文訪華的焦點是烏克蘭危機，美國希望
通過威逼中國壓縮俄羅斯的外援通道，以
便實現擊敗俄羅斯的戰略目標。

顯然，中國的關切美國不願讓步，但

美國也不可能輕易得到中國的讓步。儘管
如此，中美通過戰略性溝通，即使立場不
同，也能在坦率交流中確保中美關係的戰
略穩定性。所以，沙利文訪華，確保中美
關係的戰略穩定性才是根本目的，這也是
中美兩國的基本共識。

隨着美國大選深入，無論是特朗普還
是哈里斯，抑或美國民眾，反華雖然還是
基本的政治操作，但兩黨候選人也都在對
華策略上有了微妙調整。剛在美國民主黨
全國大會通過的2024年版黨綱，將2020年
版本移除的 「一個中國政策」 ，再度寫入
黨綱。此外，特朗普多次提到不會將中國
視為敵人，也不會對華進行關稅戰。兩黨
候選人的對華競選語言或不可信，但也凸
顯驢象兩黨也不願意破壞中美關係的戰略
平衡，相對穩定的中美關係，對驢象兩黨
和中美關係都很重要。

國際關係學者

中美關係
靖 偉

沙頭角公路石涌凹段，行車路兩旁的樹
木靜靜佇立，高大挺拔，散發着田園氣息。
與周圍綠意盎然的景象不同，紅黃相間的、
寫着 「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 的指示牌在
途經的路上顯得格外醒目，讓人不禁停下腳
步，探索這座偏遠又充滿故事的歷史建築。

沿寧靜的小路往前走，穿過一條小溪，
微弱的溪水流淌，底下是凌亂的碎石。再往
前，金色圓形的館牌印有抗戰部隊的圖案，
鑲嵌在白色的牆壁恭候到訪的客人。

右轉，巨大的橫幅紅底白字， 「不忘歷
史、同開新篇」 八個大字直入眼簾，廣場中
央的抗戰英雄雕像極目遠眺，身後紅旗飄揚，
頗具現代博物館的風格。然而，細看紀念館
外牆灰白相間，灰色的磚頭久經風霜，古雅

的壁畫在大坡頂之下，顯得整座建築物古韻
悠揚。這座紀念館前身是羅家大屋，是香港
抗日一家的祖業，有心人在近年翻修改建成
紀念館，為羅家大屋注入了新生命。

甫入屋，兩面解說牌上分別羅列了主辦
和協辦的機構，展現了其私辦屬性，作為香
港首座抗日戰爭紀念館，意義不凡。往內走，
一段段歷史故事拉開帷幕，導覽員率先分享
了東江縱隊的背景、成員、歷史事跡，值得
一提的是館內紀錄了當年中共中央對游擊隊
的交託，把這段寶貴的歷史重現世人面前。
導覽員更介紹了東江縱隊之歌， 「我們是廣
東人民游擊隊，我們是八路軍新四軍的兄
弟……用我們英勇頑強的戰鬥，一定把敵偽
和頑固軍隊徹底消滅……」 歌詞慷慨激昂。

轉往別處，仿造的叢林小道以槍聲配樂，
體驗一剎那游擊戰。仿造的槍械、頭盔、電
報機陳列房內。這裏補充了許多重要歷史，
包括港九大隊的事跡、烏蛟騰會議和秘密大
營救等。另一旁的房間設有電子屏幕講授歷

史，更以生動的彩繪插圖描述了抗日期間的
重大戰役。

後部分，悲慟漸重，港九大隊百多位烈
士的名單排列眼前，慶幸的是不少烈士如馮
芝、曾佛新等英勇事跡被清楚記載，描述的
故事細節如臨其境。導賞進入尾聲，羅家大
屋和羅家家族歷史自此處緩緩揭開，羅雨中、
羅汝澄、羅歐鋒兄弟捨棄安逸、帶領家族成
員共十一人和市民組成香港第一支抗日聯防
隊，贏得多場戰役，其間羅雨中更是被日軍
俘虜，面對嚴刑拷打，堅貞不屈，令人敬佩。
館內樓底較高，一眾先烈遺像打橫排開，置
身當中，一陣崇高又沉重的莊嚴感瞬間襲來。

一面抗日女英雄親手編織的國旗在館內
好好地保存着，一面當代印製的國旗在廣場
中央高高懸掛，近百年來的抗戰故事埋藏在
這片遠離繁囂的地方。英雄永垂不朽，衷心
向所有建設紀念館的朋友致謝。

全國人大常委、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組長

參觀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的感悟發揮優勢
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1902news@gmail.com 傳真：2834 5135 責任編輯：曹宗興

評論A 12 2024年8月28日 星期三
評
論
fb

從沙利文訪華看中美關係的戰略平衡

李慧琼
有話要說

前日，中央宣講團成員、全國人大憲法
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和商務部黨組書
記、部長王文濤來港宣講中共二十屆三中全
會精神，就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
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
化的決定》的內容，向香港各界深入淺出地
進行講解和闡釋，並聯繫實際情況分享香港
機遇，鼓勵香港主動對接即將開始的國家 「十
五五」 規劃，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是次宣講會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高度重
視，對香港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社會各界都應認真學習貫徹三中全會精神，
把握機遇，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識變、
應變、求變，善用新思維，支持香港改革創
新、以變促新。

宣講團詳細解讀了《決定》中提出的重

大措施和任務要求，強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指導思想和總目標，指出改革的方向不僅僅
是經濟增長，更是要提升治理能力和服務水
平，以適應全球化和資訊化的趨勢。

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香港要
繼續擔當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人」
的角色，要以實際行動建設好 「三中心一高
地」 ，對標現代化、高水平、高質量，在鞏
固提升獨特地位和優勢的同時，主動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
戰略，繼續發揮自身優勢，以己之長，貢獻
國家所需。

「超級增值人」要不斷升級
王文濤部長表示，下一步要努力推動

CEPA的開放清單能夠更長、惠港措施能夠
更多，國家已制定了支持香港包括跨境電商
等新業態發展的方案，支持香港加入RCEP，
在金融中心方面，積極發揮香港重要的投資
通道作用，通過進一步擴大開放去吸引更多
香港投資者和全球投資者，通過香港進入內
地，也鼓勵內地一些投資，包括有實力的企

業通過香港走出去。
三中全會釋放了堅持對外開放等重要信

號，其中大量具體措施，皆為香港發展帶來
重大機遇。國家發展是對香港各行各業發展
的最大支持，香港面對新形勢下，必須保持
國際化、聯通世界的優勢，發掘提升金融業
新競爭力，擦亮國際金融中心的金字招牌。

香港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具有巨大潛
力，憑藉人才、資金和平台的優勢，可以助推
國家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貫徹習近平主席
「守正創新」 的指導思想，做好國家新質生
產力發展排頭兵，全力以赴將全會精神轉化
為推動香港發展的強大動力，深度參與國家
高質量發展進程。

通過是次宣講會，讓香港各界對三中全
會精神和要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未來香港
可根據三中全會精神積極探索適合自身發展
的改革路徑，繼續為國家發揮 「引進來」 和
「走出去」 的橋樑和窗口作用，作出更大貢
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監事
委員會副主席

改革提升競爭力 求變增加新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