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學院摘星大冒險》以律政學院畢業
生爭奪 「法治之星」為故事主線，穿插九龍
城寨整治違法亂象的探險情節。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與副司長張國鈞親身投
入《律政學院摘星大冒險》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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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美方圖模糊化「一國兩制」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

指出，美國對香港加徵關稅違反世貿規則，批評美方做法是試圖模糊化香
港 「一國兩制」 。他強調，香港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 「一國兩制」 獨特制
度和優勢，有信心用好制度優勢，發揮獨特功能。他同時質疑美國企圖透
過制裁手段，向有志為政府工作的人施壓，令相關人士有所顧慮，並呼籲
大家不要被美國嚇到。

林定國認為，美國對香港進口產品加徵關稅，是企圖模糊化 「一國兩
制」 ，令人覺得香港和中國內地沒有分別。因此，香港必須要展現 「一國
兩制」 獨特的制度和優勢，包括維持自由港零關稅和獨特關稅區的定位。
特區政府已向世貿提出上訴，由第三方處理糾紛的機關確認 「道理在我
方」 ，並將積極幫助業界過渡，開拓新市場。他強調，香港作為自由港、
獨立關稅區的定位從未改變，國家亦很清晰地表明 「一國兩制」 會長期堅
持。大家不要對香港失去信心，要有信心用好 「一國兩制」 的優勢，發揮
香港的功能。

所謂「制裁」是跨境欺壓
對於美國早前宣稱制裁包括林定國在內的六名中央及香港官員，林定

國批評美方的所謂制裁理由並不正確且有誤導，形容有關制裁是 「跨境欺
壓」 。他強調，有涉嫌違反國安法的潛逃者拒絕接受審訊並離開香港，卻
繼續從事危害香港行為，受到懲罰天經地義。香港不會在海外執法，也沒
有 「夾」 潛逃者回港，只是依法禁止他人向潛逃者提供財政支持，做法合
情、合理、合法，完全符合國際規則和國際法。

林定國還表示，自己對美國的制裁行動沒有強烈感覺，並表示擔任司
長時已 「預咗」 。他將盡量保持沉着冷靜的態度，亦不會中計令對方感到
「得戚」 。他又質疑美國企圖透過制裁手段，向有志為政府工作的人施
壓，令相關人士有所顧慮，並呼籲大家要保持堅定，不要被美國嚇到。

他指出，目前經法庭定罪的國安案件，全部屬於極端罪行，對香港或
國家造成損害，並沒有市民誤墮法網而被控。特區政府會因應實際情況，
不斷檢視法律，準備好充分法律工具，依據法治原則處理相關問題。

林定國還表示，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法律是最後手段，社會應建立
國家安全意識。而愛國教育不應是口號式、填鴨式和單向的，須由建立身
份認同和愛國情懷開始。愛國不應是 「愚愛」 ，應發自內心。法治教育督
導委員會希望透過層層遞進的方式，從最基本的價值觀做起。相信市
民明白法律的重要性後自然會守法，且不希望看到國家出事、香港社會動
亂。

賣港求榮者終將自食惡果：
從長和港口交易看資本與家國的博弈底線

當恒基兆業創始人李兆基的靈
柩緩緩駛向順德故土，其生前捐資
億元興學育才、修繕古蹟的善舉仍
在嶺南大地傳頌；而與之形成鮮明

對比的，是長和執意出售巴拿馬港口的爭議交
易。這場涉及全球航運命脈的資本運作，不僅暴
露出某些企業家 「在商不言商」 的逐利本質，更
將資本與家國責任的尖銳矛盾推向台前。國家重
拳整治資敵行徑的決心，恰是對 「公道在人心」
的現代詮釋──那些關鍵時刻出賣國家利益、替
敵人搖旗吶喊的，絕不會有好下場，終將背負歷
史罵名。

李兆基生前將 「順德是哺育我成長的故鄉」
掛在嘴邊，其捐建的李兆基中學、順德職業技術
學院至今仍為家鄉輸送着人才。即便在97歲高齡
離世時，家屬仍堅持 「落葉歸根」 的傳統，將靈
柩安葬於祖宅旁的藍田路。這種對鄉土的深情、
對教育的執念，讓李兆基在港粵兩地收穫 「慈善
長者」 的口碑。反觀長和集團在2025年3月閃電式
向美國貝萊德財團出售巴拿馬運河兩端兩大港
口，交易估值竟低於行業平均水平15%至20%。這
種 「賤賣」 戰略資產的行徑，被港媒斥為 「將中
國外貿咽喉要道拱手送敵」 。 「公道在人心、
當思身後名」 。李兆基逝世極盡哀榮。如果某
些企業家執迷不悟，可以想一想到時是什麼場
景。

面對長和集團的異常交易，國家市場監管總
局與外交部的 「雙拳出擊」 極具信號意義。市場
監管總局明確要求 「交易各方不得規避反壟斷審
查」 ，而外交部發言人則以 「望有關各方審慎行
事」 的措辭，將事件定性為 「涉及國家戰略利
益」 的高度。這種表態絕非空穴來風──巴拿馬
運河兩大港口年吞吐量佔巴拿馬全國總量的39%，
其中中國貨輪通行貨值超1200億美元，一旦被美
方控制，中國外貿企業將面臨每月數十億元的隱
性損失。兩個部門的發聲表明了國家關切和警
示。有關方面不要再把頭埋在沙堆裏。要認清敵
人，現在是處於戰爭狀態，有關方面的行徑就是
資敵。

來自香港01的一篇報道指出，長和將43個港
口資產拆分為兩筆交易，看似規避《反壟斷法》
第26條關於 「經營者集中」 的申報門檻，實則暴
露了對規則漏洞的精準算計。根據國際航運協會
數據，巴拿馬運河承擔全球6%的海運貿易量，其
中中國商船貨運佔比高達21%。若貝萊德財團通過
分拆交易取得關鍵節點控制權，將形成對國際航
運通道的 「卡脖子」 效應。這種操作手法與2018
年高通收購恩智浦的 「分拆式併購」 如出一轍：
通過切割核心資產規避監管，卻在實質上完成產業
鏈閉環。但實際上，中國《反壟斷法》第2條的
「效果原則」 明確指出，即便交易主體在境外，只

要對中國市場產生排除限制影響，即可啟動審查。

商務部研究院專家白明用 「在商不言商」 五
字直指要害：長和集團港口業務僅佔集團營收的
9%，卻甘願以低於市場價出售，其真實動機絕非
商業邏輯所能解釋。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貝萊
德財團背後站着的是曾揚言 「收回巴拿馬運河」
的特朗普政府，這場交易實質上是 「美國戰略的
曲線救國」 。正如《大公報》社評所言： 「當商
人的算盤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再精明的算計都
會輸掉人心。」

在輿論場，某些企業家近年來頻繁的慈善動
作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2020年其向本地
四間大學捐資共1.7億港元，網民翻出其2013年頻
繁拋售內地物業套現千億、導致多地房價崩盤的
舊賬；2023年其向甘肅地震災區捐款2000萬元
後，有自媒體扒出其旗下公司在內地的多個房地
產項目中，採取了 「囤地不建」 的策略。以成都
南城都匯項目為例，歷經10多年開發，其間地價
大漲，通過緩慢開發避免了爛尾，但大量房源未
售，地價翻了數倍。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北京
御翠園項目等。此次港口交易爭議中，網民更以
「小慈善、大失義」 「假仁義、真唯利」 的犀利

標籤，直指其 「說愛國行賣國」 的兩面性。
這種輿論反噬絕非偶然。當某些企業家通過

慈善基金會塑造 「愛國商人」 形象時，其商業版
圖卻在加速 「去中國化」 ：從2013年拋售內地資
產轉投英國基建，到如今將戰略港口賣給美國財

團，資本流向與國家戰略背道而馳。正如網友所
言： 「在巴拿馬運河港口交易中，長和賺的是美
元，但失去的是14億中國人的信任。」

從歷史維度看，賣國求榮者從未逃脫過被清
算的命運。晚清紅頂商人胡雪岩因協助左宗棠收
復新疆而名垂青史，其創辦的胡慶餘堂至今仍是
中華老字號；而近代漢奸周佛海之流，雖在抗戰
時期通過 「曲線救國」 騙取高官厚祿，卻在戰後
被釘上歷史恥辱柱。這種 「公道在人心」 的樸素
正義，正是中華民族綿延五千年的精神密碼。

當前，中國正以《反外國制裁法》《反壟斷
法》構建起嚴密的法治屏障，任何試圖危害國家
戰略利益的行為都將面臨雷霆手段。長和若繼續
在 「資本逐利」 與 「家國大義」 間走鋼絲，等待
他的或許不僅是法律制裁，更是被歷史長河沖刷
得支離破碎的 「身後名」 。

李兆基的靈柩已安然入土，其生前 「作育英
才、萬億人民受惠」 的遺願仍在延續；而長和的
港口交易卻如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頭頂，既考驗
着企業家的家國情懷，也丈量着資本與底線的距
離。歷史終將證明：那些在關鍵時刻選擇與人民
為敵、與國家為敵的人，終將會受到歷史的審
判。正如《大公報》所言： 「飲水思源有擔當，
背靠祖國謀發展」 ─這不僅是商人的生存之
道，更是每個中國人的立身之本。

資深評論員 清風



來論

一、李兆基的「身後名」與某些企業家的「身後刺」：
家國情懷的雙重鏡像

二、國家重拳出擊：
從反壟斷審查到國家安全法的組合拳

三、網絡揭批戰：
撕下「慈善人設」的偽善面具

四、歷史審判席上的必然結局：
資敵者終將背負罵名

【大公報訊】記者李清報道：
「透過戲劇實踐法治」 ，律政司首次以
舞台劇形式 「普法」 ，一連兩日（3日
和4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劇
目《律政學院摘星大冒險》，以有趣互
動的形式，向高小學生及家長推廣法治
教育，兩場演出預計吸引約2000名觀
眾。

林定國張國鈞親身演出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與副司長張國

鈞不僅擔任活動主禮嘉賓，更親身投入
演出，展開一場結合法律知識與互動體
驗的冒險之旅。

該劇以律政學院畢業生爭奪 「法
治之星」 為故事主線，穿插九龍城寨整
治違法亂象的探險情節。劇中角色通過
重現真實案件，邀請現場學生共同參與
推理，指出疑點並討論法治精神，強調
平等與公正的核心價值。劇目融合知識
與創意，有豐富的互動元素，鼓勵學生
和家長在日常的選擇與行動中，實踐誠
實守信、互相尊重、平等無私、明法守
法的精神，並把法治教育融入家庭教
育。

四年已演出逾300場
「今屆的法治之星，就是在座的

每一位！」 林定國在謝幕時進一步勉勵
年輕一代堅守法治信念。對於劇作發
展，林定國透露正計劃製作與國家安全
相關的劇目，並表態支持香港年輕藝術
工作者參與創作，期望通過多元形式深
化社會對法治的理解。

律政司自二○二一年推出 「透過
戲劇實踐法治」 計劃，透過寓教於樂的
方式，讓學生通過生動有趣的戲劇表演
及互動，理解正確法治觀念，提升守法
意識及培育法治精神。

計劃深受歡迎，自啟動以來已在
全港各區的小學演出超過300場戲
劇。

「美國單方面終止對中國
小額包裹免稅政策，暴露其貿
易保護主義傾向，此舉不僅破

壞中美經貿合作，更擾亂全球貿易秩序。」
中央財經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胡鴻雁指出，從
消費者權益到產業格局，從政策動機到國際
規則，這一決策的多重負面效應正逐步顯
現，或將成全球貿易體系承壓的又一轉折
點。

胡鴻雁表示，小額包裹免稅本是跨境電
商促進貿易便利化的國際慣例，美國卻將其
異化為政治工具。表面看是針對中國商品的
限制，實則將關稅成本直接轉嫁給本土消費
者。物流時效放緩、商品價格上漲已成為現
實，部分國際零售商已暫停對美業務，全球
供應鏈企業被迫重新評估合作風險。這種

「自我傷害」 式政策，折射出美國將國內問
題向外轉嫁的治理困境。

關稅武器化 電商將遭重創
「深層剖析美國政策動因，其核心並非

只是解決貿易逆差，而是服務於選舉政治需
求。」 胡鴻雁表示，美國試圖通過行政手段
重構貿易格局，卻忽視了中國供應鏈在全球
產業分工中的不可替代性。歷史經驗表明，
關稅戰從未真正扭轉比較優勢，反而推高企
業運營成本。此次政策實質是貿易戰工具箱
的延伸，以 「中國威脅」 為藉口製造輿論，
最終損害的是美國自身經濟韌性。

胡鴻雁進一步指出，從國際秩序視角審
視，美國單邊撕毀WTO框架下的免稅協
議，侵蝕多邊貿易體系權威。若其他國家效

仿，全球貿易將陷入 「以鄰為壑」 的惡性循
環。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正將關稅武器
化，使其成為地緣政治博弈工具。這種趨勢
若持續，新興業態如跨境電商將遭重創，全
球產業鏈可能被迫區域化重組，最終導致貿
易成本普遍攀升。

回歸多邊協商 避免「雙輸」
面對貿易保護主義升級，國際社會需警

惕連鎖反應。專家表示，中國供應鏈的競爭
力源於效率與創新，而非關稅庇護。美國若
執意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終將損害自身消費
者利益與企業全球布局。唯有回歸多邊協商
框架，在規則透明的前提下解決貿易分歧，
才能避免全球經濟陷入 「雙輸」 困境。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自傷式」博弈 致全球貿易震盪
專家
解讀

《律政學院摘星大冒險》
舞台劇推廣法治教育

美國對港加徵關稅違反世貿規則

▲5月1日，第137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第三期在廣州開幕。
圖為境外採購商在一家服裝企業展位了解產品情況。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