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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美國反華政客
再次出台所謂的 「法
案」 ，要求美國政府制裁
48名特區官員、司法人

員，稱要追究相關人士協助執行香港國安
法侵犯人權的責任云云。特朗普第二總
統任期才剛開始，美國反華政客便迫不
及待打 「法案牌」 ，無疑再次警醒世人，
雖然特朗普近來對華釋出些許善意，但
反華依舊是美國朝野的共識，這更不會
是美國最後一次試圖 「打香港牌」 遏制
中國。但即便如此，過去的經驗已經充
分表明，類似的 「法案牌」 、 「香港牌」
又何曾成功過？美國制裁再多，也動搖
不了特區官員、司法人員維護國家安全、
捍衛香港法治的堅強意志，美反華政客干
預香港事務和司法的圖謀，注定不可能成
功。

相關法案由反華政客金映玉和麥戈文
共同提出，並制訂了一份包括特區官員、
司法人員以至私人律師的制裁名單，要求
總統特朗普在法案生效後180天內，向國會
相關委員會提交是否對相關人士實施制裁
的決定。

二人聲稱，法案 「彰顯了美國對港人
的承諾」 、 「是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對港
人表達真誠支持的最低要求」 。他們嘴上
說的是支持港人，但所謂的 「港人」 ，恐
怕只是反中亂港分子。畢竟如果這些美國
政客真的關心支持香港，就不會對黑暴期
間的打砸搶燒視若無睹，也不會抹黑攻擊
讓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香港國安法，更不
會一再把威脅港人安危、拖垮香港經濟民
生的黑色暴亂，偽裝成所謂的 「民主運
動」 。

世人早已認清雙標「美式民主」
「美式民主」 是如何雙重標準，世人

早已認清。最新的例子是特朗普上任後隨
即簽署行政命令，特赦1500名曾參與國會
山莊騷亂的犯人。美國眾議院前議長佩洛
西曾將香港黑暴說成是 「美麗風景線」 ，

卻對特朗普特赦暴徒大發雷霆，直斥是對
美國司法體系的極大侮辱，以及對當天保
衛國會執法人員的冒犯。

同樣的批評，也可以套用在今次的法
案之上。現在美國反華政客要求以制裁特
區官員和司法人員，威脅香港不再落實
國安法，又何嘗不是對香港司法制度的
極大侮辱？何嘗不是對維護香港秩序的
執法人員、守護香港法治的司法人員的冒
犯？

值得一提的是，有媒體報道，這份法
案的制裁名單以2023年11月另一項類似法
案為基礎，卻刪除了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
檢控專員，理由是對方已經辭職。一直與
金映玉、麥戈文勾連的 「自由香港基金會
政策與倡導協調員」 、被香港警方國安
處懸紅通緝的許穎婷解釋，刪除相關人
士是 「想讓他們有機會決定是否仍願意
參與香港特區政府威脅民主、人權及自
由的事務」 ，又說這 「不是威脅或懲罰」
云云。

許穎婷顯然是欲蓋彌彰。既然有關法
案已然開宗名義說要 「制裁」 ，其實際效
果就跟威脅和懲罰無異。美國反華政客的
目的，就是恐嚇特區官員和司法人員，迫
使他們離開，令香港降低執行國安法律的
力度，甚至間接使國安法律變成 「紙老
虎」 ，讓過去美國在香港的 「代理人政治」
把戲得以死灰復燃。

過去香港曾有多名海外非常任法官疑
遭受政治壓力而離任，許穎婷這番說話可
謂不打自招，間接透露了這些政治壓力的
幕後黑手究竟來自哪裏。美國政客和亂港
分子口口聲聲說尊重法治精神和司法獨立，
但實質所做的，卻是公然踐踏法律公義，
妄圖搞政治恐嚇。不管再怎麼試圖 「洗
白」 ，也改變不了這些制裁法案的霸權本
質。

事實上，這也不是美國第一次制裁特
區官員或對法官施以恐嚇，而且每次有新
法案或制裁名單出爐，人數也越來越多。
然而，在過去多宗涉國安案件中，可以清

楚看見美國的這些威脅恐嚇，終究動搖不
了香港的法治制度。在 「35+顛覆政權
案」 、 「立場新聞案」 等重要案件中，司
法人員始終表現出高度的專業精神，檢控
人員在庭上列舉出大量強而有力的實質證
據，司法人員亦就此對各被告作出公平公
正的判決。

除此以外，國際調解院將於今年年底
開始在香港運作，成為全球首個致力以調
解解決種種國際糾紛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
織；去年 「世界正義工程」 公布《2024年
法治指數》，香港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繼
續排名第六，並在全球142個國家和地區中
位列23，繼續領先於一些不時無理批評香
港法治和人權狀況的歐美國家。種種事例，
都說明了香港的司法制度得到國際認可，
更反映香港國安法實施過後，非但沒有令
香港法治退倒，而是成為香港法治發展得
以向前邁進的重要基石。

揮舞「制裁棒」必將徒勞無功
在上周舉行的2025年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表示，在
近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加劇的大環境
下，香港部分海外法官最近遭受有組織的
滋擾和施壓，情況應受譴責。司法機構比
任何個人都更宏大，少數海外法官提早離
任並不意味司法機構的素質或獨立性減低，
我們的制度是建基在法律原則、判案先例
以及持續有效運作的穩健架構。個別法官
的去留儘管具有重要性，終究也不會削弱
制度的基礎和健全性。香港法官訓練有素，
經驗豐富，有能力維護法律，這些都不斷
得到印證。

張舉能這番話正是對美西方制裁的最
有力回應和反擊，來自外國勢力的制裁並
不會影響或削弱香港司法制度，因為香港
司法制度本就有穩健的基礎，更有一班專
業和有能力的司法人員以維護法治為己任。
就算面對制裁或恐嚇，香港也只會嗤之以
鼻，不論美國如何揮舞 「制裁棒」 ，也必
將注定徒勞無功。

踏入2025年，中國人
工智能大模型公司 「深度
求索」 （DeepSeek），
如同平地一聲雷，震撼世

界。其強大的功能、開源免費的設計，不
僅高居手機應用市場下載榜冠軍，也贏得
專業界的極高評價。其高度人工智能的邏
輯推理能力，令美國的ChatGPT黯然失色，
有外媒甚至報道，美國科技巨業正在瘋狂
分析DeepSeek的機制，懼怕優勢不保。
DeepSeek取得的巨大成功，不僅展示了中
國在AI技術上的突破，更標誌着中國在打
破美國技術封鎖方面的重大進展。

DeepSeek何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筆者認為有三點：

首先是政策支持與國家戰略。得益於
國家對人工智能產業的高度重視和強力支
持。自2017年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
能發展規劃》以來，中國將AI技術提升至
國家戰略層面，並在政策、資金、人才等
方面給予全方位支持。

其次是龐大的市場需求與數據資源。
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互聯網用戶群體和豐
富的數據資源，這為AI技術的發展提供了
得天獨厚的條件。DeepSeek通過深度挖掘

這些數據資源，不斷優化其算法和模型，
從而提升了技術的精準度和應用效果。例
如，在金融、醫療、教育等領域，
DeepSeek的AI技術已經得到了廣泛應用，
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政策市場人才三大成功要素
第三是技術創新與人才優勢。

DeepSeek研發團隊的關鍵成員、被喻為
「AI天才少女」 的羅福莉的故事也廣為人

所知。其所在 「幻化魔方」 公司，集納了
眾多人工智能方面的年輕人才，類似的公
司在中國還有很多。

事實上，除了DeepSeek，諸如打造瘋
魔世界《黑神話：悟空》遊戲的 「遊科互
動」 （Game Science）、領先世界的人
形機器人企業 「雲深處科技」 （Deep
Robotics）、佔全球70%機器狗市場的 「宇
樹科技」 （Unitree Robotics）、腦機接
口獨角獸公司 「強腦科技」 （BrainCo）、
3D設計軟件製造商 「群核科技 」
（Manycore Tech），這六間全球科創界
「扛把子」 ，都出自浙江杭州，有 「杭州

六小龍」 之稱。不僅是杭州，在北京、深
圳、上海、武漢等地，中國強大的人才儲

備，正是中國科創不斷突破的重要依託。
DeepSeek取得的巨大成功，不僅展

示了中國在AI技術上的突破，更標誌着中
國在打破美國技術封鎖方面的重大進展。
簡而言之，美國對華展開的全面AI技術封
鎖已經破功。

過去幾年來，面對美國的全方面打壓，
中國頂住了壓力，堅持自主創新道路。通
過加大研發投入、優化創新環境、鼓勵企
業與高校合作等措施，中國在AI核心技術
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除此外，中國還通過
加強國際合作與市場拓展，例如，
DeepSeek還通過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參
與國際標準制定等方式，提升了其在全球
AI領域的影響力。

DeepSeek的成功，能為香港發展提供
怎樣的啟示？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可借鑒
內地的成功經驗，加強政策支持與產業規
劃，發揮國際化優勢，注重人才培養與技
術創新，推動AI技術的應用與產業化，從
而提升自身的AI技術水平，在全球AI競爭中
贏得優勢。

首先，加強政策支持與產業規劃。
DeepSeek的成功經驗表明，政策支持與產
業規劃是推動AI技術發展的關鍵。特區政

府可借鑒內地的成功經驗，制定更加明確
的AI發展戰略，並在政策、資金、人才等
方面給予全方位支持。例如，可以設立專
項基金，支持AI技術的研發與應用；還可
以通過提供稅收優惠、鼓勵企業與高校合
作等方式，推動AI產業的快速發展。杭州
在這方面可以說極具魄力。

其次，設立國際AI研發中心。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得天獨厚的國際化
優勢。特區政府要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加
強與國際AI企業和科研機構的合作，推動
AI技術的全球化應用。例如，可通過舉辦
國際AI技術交流會、設立國際AI研發中心等
方式，吸引更多的國際AI人才和企業來港
發展，從而提升香港在AI領域的國際影響
力。

第三，更加注重人才培養與技術創新。
DeepSeek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擁有
大量的人才作為依託，事實上，這也是所
有創科企業成功的共同點。香港要加大
對AI人才的培養力度，並通過設立獎學
金、舉辦技術競賽等方式，吸引更多的
優秀AI人才來港發展；還應注重技術創新，
鼓勵企業與高校合作，推動AI技術的前沿
探索。

第四，積極推動AI技術的應用與產業
化。DeepSeek的成功還得益於其在AI技術
應用與產業化方面的努力。香港需要加強
推動AI技術在金融、醫療、教育等領域的
應用，並通過設立示範項目、提供資金支
持等方式，推動AI技術的產業化發展。例
如，在金融領域推動AI技術的應用，提升
金融服務的效率和精準度等等。

量身定造「AI企業上市通道」
第五，創新機制助力AI企業來港上市。

上文提到的 「杭州六小龍」 之一的 「群核
科技」 ，去年中已傳出籌備在香港上市，
集資最多2億美元。事實上，內地AI等創科
企業需要通過上市來完成一系列發展的規
劃，以做大做強。香港在這方面可以有更
積極的舉措，在確保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的
前提下，可考慮量身定造 「AI企業上市通
道」 。

通過這些舉措，香港不僅可以在AI領
域取得突破，還可以為國家的科技發展做
出更大的貢獻。未來，隨着AI技術的不斷
發展，香港有望成為全球AI技術的重要中
心，為全球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注入新的
動力。

DeepSeek橫空出世 美AI遏華戰略破功

中國經濟的向優向好與全球意義

近日，傳來了一則令人唏噓的消息，
作為香港重要粵劇演出場地的北角新光戲
院，將於今年3月3日舉行最後一場演出後
正式落幕。據悉，結業的原因是原業主將

戲院出售後，戲院營運方與新業主無法就合作達成共識。這
座肩負傳播粵劇文化使命50多年的 「粵劇殿堂」 結業，無
疑給熱愛粵劇的市民帶來了深深的失望與不捨。

儘管我並非粵劇的狂熱粉絲，但每當有空閒時，我也會
走進新光戲院，欣賞那些中文繁體曲詞古典綺麗的含歷史故
事劇目。無論是傳統經典還是現代創作，如李居明筆下的創
新劇目，都能讓我感受到粵劇的獨特魅力。然而，如今這一
切即將成為過去，讓人不禁感嘆歲月的無情。

沒有政策支持的民間粵劇經營難免有所掣肘的。或許，
舊業主正是因無法從租賃經營中獲得他們理想的利潤，才選
擇了出售這座戲院。這背後所反映的，不僅僅是新光戲院的
命運，更是本地粵劇文化面臨的困境。

面對這一現狀，令人唏噓。當然，現在粵曲觀眾正在不
斷減少，這影響了相關市場。但有關機構或許還可以再問：
是否有可能通過一些政策來進一步扶持粵劇這一人類非物質
文化遺產？特區政府等已經有不少支持政策，這值得肯定，
但是否能以新思維傳承保育粵劇文化？例如，為粵劇劇目添
加中英雙語字幕，以吸引全國及世界各地的粵劇迷來港觀看
不同劇目。這不僅有助於提升粵劇的知名度，還能為粵劇文
化的傳承注入新的活力。

同時，政府也可以讓在康文署場地上演的粵劇，透過康
體通銷售門票，這將極大地方便市民和遊客購票，提高票房
收入。這樣的舉措，無疑是對粵劇文化的一種有力支持。

維護好香港的文化資產
此外，我們還要從更宏觀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城市

經濟的發展固然重要，但文化的傳承同樣不容忽視。旅遊發
展局可以將原創的粵劇作為文化旅遊節目向內地和海外推廣，
通過旅遊業的來推動粵劇文化的傳播與發展。這樣既能提升
城市的文化軟實力，又能為粵劇文化的傳承找到新的出路。

英國倫敦、美國百老匯的音樂劇之所以能夠年年上演、
天天火爆，離不開其良好的宣傳與定位。我們可以從中借鑒
經驗，做好我們的文化資產維護，明確我們的文化定位，面
向內地及世界展示我們的獨特文化魅力。

其實特區政府一直不遺餘力保育及推廣粵劇，但有關部
門仍可以繼續努力，以新思維構思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以
創新手法保育傳承粵劇這一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希望大家
能為香港特色粵劇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貢獻發聲及付出自己的
一分力量。 雋悅工作室主席

2024年中國交出了亮
眼的經濟成績單，初步核
算，全年國內生產總值
1349084億元，比上年增

長5.0%，經濟增長達標，2025年中國經濟
向好向優。去年9月份中央推出的一攬子增
量政策，不僅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得到確
認和強化，系統性政策紅利也將在今年穩
定輸出和持續釋放。

首先，房地產市場的短板正在補齊，
風險正在出清。中央和地方持續的利好政
策支持，房地產市場從去年11月開始出現
回暖回穩，正從一線城市形成良性傳導。
相關政策化解了市場焦慮，出清了系統性
風險，也為今年房地產市場回穩打好了基
礎。

其次，拉動經濟增長的 「三駕馬車」
可圈可點。去年出口規模首次突破25萬億
元，同比增長7.1%，連續第8年保持增長。
投資優化成效顯著，去年全國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5.8%。這意味着我國
從粗放投資到 「向新而行」 「向綠轉型」
投資的轉型升級。而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比上年增長3.5%，服務零售額增長
6.2%，消費結構在優化，服務品質在增強。
今年 「三駕馬車」 的動力會更好更強。

就出口言，雖然特朗普 「單邊主義」
對華出口帶來負面影響，但中國貿易夥伴
已經多元化，中國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
的地位穩固，出口動力將會企穩向好。

就投資言，精準投資，促進新質生產
力發展，實現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向綠
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轉型取得初步成效，
也將加速新舊動能轉換，促進高質量發展。

就消費言，國內市場消費升級進程加
速，假日經濟拉動的文娛、旅遊、體育、
健康、休閒等市場活躍度彰顯，而且通過
「擴大自主開放」 和全面放寬過境免簽政

策，不僅打開中國貿易 「雙開門」 ，而且
提升中國貿易軟實力。以往是中國人 「遊

全球全球買」 ，現在則是外國人 「遊中國
中國買」 。這不是簡單的服務貿易提質增
效，還將通過外國遊客到中國旅遊，增進
世界對華認知和了解。諷刺的是，拜登政
府對TikTok實行 「不賣就禁」 ，導致萬千
美國 「TikTok難民」 入駐中國小紅書，更
增進了兩國民眾的互相理解。

2025年，還有可持續的政策利好賦能
經濟增長。一是商務部加力擴圍實施消費
品以舊換新，此舉將讓更多民眾獲得消費
紅利，助力穩住消費基本盤。二是以新能
源汽車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產品，在政策
支持、消費口碑中維持內外市場的產銷兩
旺，為中國經濟注入新動能。三是財政金
融對經濟支持力度會持續加力。 「更加積
極」 的財政政策和 「適度寬鬆」 的金融政
策，對實體經濟、樓市股市、新質生產力、
民生願景形成多維度全方位支持。

中國經濟增長 「達標」 也具有全球意
義。2024年，美國不僅通過地緣政治對抗

對華設置路障，而且通過全面 「脫鈎斷鏈」
並聯合歐洲國家對華 「去風險」 消減中國
科技發展動能。如果沒有美西方針對中國
發展的 「破壞性」 ，中國經濟增長將更快
更好，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更多建設性。
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增速5%來之不易，
含金量更高，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彌足
珍貴。

2025年，全球局勢更加複雜，世界經
濟充滿更多不確定性，其中最大的困擾是
特朗普2.0的來臨。可預料的是，特朗普射
出的關稅戰子彈將在全球亂飛，從北美鄰
國到亞太歐洲盟友，都是特朗普的目標。

當然，中國也是美國關稅戰重點目標。
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美國不僅靠不住，而
且美國 「單邊主義」 還將拖累全球經濟增
長。更糟的是，全球還將面臨特朗普 「擴
張主義」 的威脅。從加拿大到巴拿馬運河
再到格陵蘭島，特朗普已經展示出他通過
「經濟或軍事手段」 侵吞他國領土的野心。

右轉舵的散亂歐洲，不僅被特朗普玩弄於
股掌之中，還遭受到美國更為苛刻的安保
訛詐。經濟遲滯的歐洲國家，或成為美國
最大的受害者。這樣的歐洲，自然無法給
世界經濟增長輸出動能。

2025年，中國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最
可靠的貢獻者。一方面，中國不僅扛住了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關稅戰壓力，還頂住了
拜登時代系統性的對華遏制，經濟依然維
持 「中高速」 增長，體現中國經濟引擎世
界實際的硬核實力。另一方面，特朗普 「單
邊主義」 疊加 「擴張主義」 ，將給世界經
濟投放更多的 「灰犀牛」 和 「黑天鵝」 ，
具有成功抗美經驗的中國經濟，不僅給全
球提供了對抗特朗普第二任期 「灰犀牛」
和 「黑天鵝」 的經驗，而且也能號召國際
社會重建多邊主義共識，共同應對特朗普
「單邊主義」 。

2025年，中國將成為這個 「多邊主義」
旗手和全球主心骨。 國際關係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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