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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出現了 「軟對抗」 三個
字，其實， 「軟對抗」 具體是什麼，很
多人都說不清。

對政府推行的政策放軟手腳，是軟
對抗；把政策刻意做到過了火位，是軟
對抗；還有那些滲透在不同領域的反國
家反政府的明喻隱喻，也是軟對抗……

軟對抗的手段層出不窮，正如黃絲
在 「修例風波」 最愛用的一個策略：Be
water，說穿了就是《孫子兵法》的 「兵
形象水」 ，那些死心不息的人，懾於
「國安法」 ，都潛進水底地底，並滲入

社會各階層各領域，用其他方式再搭平
台、再起爐灶，聚人、聚戾氣，等待時
機。

如果大家有留意，社交平台上經常
因為熱門社會話題冒出一些新專頁，他
們出現得很快，聚眾力也強。舉個
例，早前因為北上消費潮，香港好多
商舖結業，網上立即出現一個 「全港
店舖執笠關注組」 ，兩星期就聚了三十

多萬粉絲。
最初大家都以為它僅僅是一個關注

香港經濟的群組，貼了一輪什麼連鎖店
關門、什麼老字號結業，漸漸，帖文開
始滲入政治。

又例如，一個叫 「的士司機資訊
網」 的專頁，貼一些馬路事、交通事，
或者無理乘客、無禮司機……忽然有
日，兩名水警在冰島自駕遊遇車禍，夫
死妻重傷，這專頁就出了個帖文，貼上
這交通意外新聞，然後寫道： 「早幾年
香港海面上，頻頻出現浮屍……有啲嘢
係要還嘅！」

明眼人一看就知，這原來是個仇警
專頁，因為2019年黑暴時，反對派一直
造謠說警察殺了人，然後丟屍落海，故
維多利亞港遍布浮屍。那專頁的帖文，
就是要延續謠言及喚起仇警心。

所以說，軟對抗一直存在，而且善
於偽裝，只因有國安法，他們才不敢大
鑼大鼓，他們躲在暗處，散播負能量，
伺機作亂。

明槍他們不敢了，於是用放暗箭形

式繼續對抗，我就有幾段親身經歷……
今年1月，我在網站《港人講地》寫

了篇文章及上載了一段視頻，題為 「最
古惑的賴帳國」 ，說的是美國一直在鑽
聯合國的法律空子，因為根據聯合國憲
章第十九條，會員國拖欠的會費數額等
於或超過前兩年應繳之會費，有可能失
去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權。於是美國總是
不交全費，只會一年交一點，交到剛剛
好不被剝奪投票權的數目，常年拖欠超
過10億美元之數，剛剛好控制在 「不超
過前兩年繳納的總額」 ，實屬聯合國最
大的會費拖欠國。

這新聞並非我胡編亂作，而是中央
電視台駐聯合國記者徐德智在聯合國記
者會上的質問，當時聯合國發言人支吾
回答：「不知道美國具體繳款情況，只能
確定，美國分階段支付了部分會費。」
至於交了多少，發言人也答不上來。

文章出街後，竟然收到一個來自香
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Annie Lab的
投訴，說我文章的內容與事實不符，要
求我解釋及道歉，並在其Annie Lab網站

中寫了篇千字文為美國的欠款辯護，儼
如白宮發言人，更把我的文章放在一大
堆蓋着 「虛假」 、 「誤導」 印章的假新
聞中間，暗示我的文章不可信。

這種投訴，並非獨例，這個舉着香
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招牌的新聞
實驗室Annie Lab，多次就我在電視的時
評節目進行投訴，並投訴到通訊事務管
理局。只要一涉及英美醜事，他們就跳
出來以 「新聞專業Fact check機構」 的牌
頭來投訴你所言與事實不符。

雖然投訴不成立，但對說真話做實
事的人造成滋擾及麻煩，其實也是一種
軟對抗。

既然這個港大Annie Lab聲稱自己是
一個 「Fact check平台」 ，我也來fact
check一下它。原來，這平台恰巧就是
2019年10月起在港大運作，是個由美國
波因特學院（Poynter Institute）成立的
國際事實查核聯盟。實驗室的fact check
工作由學生主導，是一個學生培訓計
劃，主要對一些網上流言進行驗證工
作，查核完會由新聞學院的教職員工覆

核刊出。
翻看這實驗室的踢爆假新聞報道，

從來沒有西方媒體對中國抹黑假新聞的
澄清，有立場的fact check，其實都是軟
對抗的武器。

兵形象水，軟對抗的手法也是與時
並進的，他們的目的，是製造火藥桶、
織好導火線，只等一根火柴。

日前港澳辦夏寶龍主任在香港國安
法公布實施五周年論壇上已說得很清
楚： 「樹欲靜而風不止，大家千萬不要
以為，香港現在已經萬事大吉，不需要
再維護國家安全了。 『修例風波』 的慘
痛教訓不能忘，絕不能好了傷疤忘了
痛。要清醒看到，反中亂港分子賊心不
死，各種 『軟對抗』 花樣翻新，外部敵
對勢力對香港插手干預一刻也沒停止，
反滲透、反顛覆、反分裂的鬥爭沒有結
束……大家要擦亮眼睛、認清本質、堅
決鬥爭。」

硬仗打完了，軟對抗的戰爭，正在
展開，大家在國安法的保護下，真要擦
亮眼睛，堅持鬥爭。

不可忽視的軟對抗妍之有理

屈穎妍

國安法保港穩定 營商優勢國際認可
丘應樺：去年海內外駐港公司數量創新高

香港國安法 周年
今年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五周年，香港特區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接受《大公報》專訪
時表示，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實現了從 「由亂
到治」 到 「由治及興」 的歷史性轉變，營商環境
顯著改善。憑藉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和 「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定位，香港不僅吸引
越來越多企業來港投資，更為企業 「走出去」 提
供了重要平台。

他特別指出，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內地的駐
港公司數量同比增長10%，達到創紀錄的9960
家，這一數據充分證明國際社會對香港營商環境
的高度認可。

大公報記者 李信

在闡述香港國安法對香港經濟穩定發展的促進作用
時，丘應樺用詳實數據說話。根據《2024年有香港境外
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顯示，駐港公司數量
再創新高，這表明香港作為業務拓展的理想地點，持續
保持吸引力。儘管全球經濟面臨不確定性，地緣政治等
因素制約了企業全球化布局，但香港憑藉優良的營商環
境，依然展現出獨特優勢和巨大商機。

外商：香港是安全的投資地
「駐港公司數量增長10%，這本身就是信心的體

現。」 丘應樺分析說： 「不僅有更多內地企業選擇香
港，來自英國、美國、新加坡、日本等國的企業數量也
在增加。這充分說明國安法實施後，國際商界對香港營
商環境充滿信心。」 他強調，雖然部分外媒仍在對香港
進行不實報道，但駐港公司數量增長的事實勝於雄辯，
令抹黑言論不攻自破，而特區駐外經貿辦也在積極澄清
說明。

經常與各國政商界接觸的丘應樺表示，國安法實施
後，各國企業普遍認為香港是安全的投資目的地。許多
商會反饋，國安法讓香港營商環境更加穩定，這也是駐
港公司數量增長的重要原因。特區政府一直鼓勵外國政
府和商界人士親自來港考察， 「眼見為實」 是最好的驗
證方式。同時，特區政府官員通過頻繁出訪，積極推介
香港優勢，並與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自貿協定，有力促
進了香港與全球的經貿往來。

盛事浪接浪 訪港旅客增
丘應樺指出，當前國際商界關注焦點已轉向香港的

發展機遇。 「現在除了個別國家，大家很少提及國安
法。商界更關心的是如何把握香港機遇，包括北部都會
區建設、通過香港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人工智能發
展機遇，以及來港投資的優惠政策等等。」 他特別提
到，許多來過香港的商界人士都發現，香港的實際情況
與西方某些媒體報道大相逕庭。 「以前有傳言說，來港
會被沒收手機，實際上根本沒有這回事。現在來港航班
一票難求，越來越多人來港做生意和旅遊，在親身體驗
後，對香港的疑慮全消。」

對於香港未來發展，丘應樺充滿信心。他表示，香
港近期成功舉辦多項國際活動和會議，從Coldplay演唱
會到各類體育賽事；從巴塞爾藝術展到美酒展、珠寶展
等專業展覽，都吸引大量國際人士來港。 「這些訪客親
身體驗香港優質的衣食住行，回國後，講述香港的真實
情況，變相講好香港故事。」 他呼籲香港各界繼續發揚
好客傳統，讓每位訪客都能感受到賓至如歸的溫暖，用
行動講好香港故事。

調查：83%在港美企信任香港法治
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羅

奇去年2月斷言 「香港已完」 ，
近日公開承認判斷失誤。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對此回應稱，觀點差
異可能源於立場不同，但強調香港發展機遇
廣闊，特別是背靠擁有8600萬人口的粵
港澳大灣區這一強勁經濟增長極。他更
指出，隨着CEPA新協議的簽署，香港作
為進入內地市場的門戶地位進一步鞏
固。

強化「超級聯繫人」角色成效彰
羅奇近日坦言去年判斷香港經濟情

況失誤。他表示，現時全球形勢與去年
預測存在明顯偏差，香港在複雜國際局
勢下正展現新活力，包括大型企業持續
來港上市、資金不斷湧入港股市場等積
極現象。他認為，香港作為中國最重要

的國際金融窗口，在中美科技與資本爭奪戰
中扮演關鍵角色， 「從最初的威脅轉變為如
今的機遇。」

除了羅奇改變觀點外，最新外商調查數
據同樣印證香港的吸引力。香港美國商會年

度會員調查顯示，高達83%的美資企業對香
港法治 「投信任票」 ，這一比例較去年和前
年分別提升4個和10個百分點，反映在香港國
安法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實施後，發揮定海
神針效果，大大增強外資企業對香港法治的

信心。值得注意的是，70%的美企明確
表示其業務未受相關法律影響，該比例
不僅連續三年持續攀升，更較2023年提
升8個百分點。

在強化 「超級聯繫人」 角色方面，
香港積極作為成效顯著。丘應樺指出，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團出訪中東，當
中有20多位內地企業代表，創下香港與
內地企業聯合出訪的新模式。這種創新
合作方式，既能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的優勢，又能結合內地科技創新實力，
實現優勢互補，為兩地企業開拓更廣闊
的國際合作空間。

機遇
處處

▲丘應樺表示，國安法實施以
來，香港實現了從 「由亂到
治」到 「由治及興」的歷史性
轉變，營商環境顯著改善。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力拓新市場 將關稅戰化為機遇
美國發起的關稅戰引發全球

貿易動盪，香港亦難以置身事
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

樺表示，雖然關稅戰構成全球性挑戰，但香
港正積極化危為機，在鞏固傳統歐美市場
的同時，着力開拓東盟、中東、中亞、東
歐及拉美等新興市場。他舉例指出，香港
2024年與秘魯簽署自貿協定，正是推動企
業市場多元化、降低單一市場依賴風險的
重要舉措。

計劃增設大馬沙特經貿辦
針對美國個別政客再次叫囂取消香港

駐美經貿辦事處特權地位一事，丘應樺強
調，香港駐外經貿辦在促進雙向投資和人
才交流方面，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

經貿辦不僅設有招商引才專組，更主動對接
高潛力企業和頂尖人才，全力落實施政報告
提出的 「搶企業、搶人才」 戰略目標。數據
顯示，這些專組正積極協助實現2023至2025

年間吸引至少1130間企業在港設立或擴展業
務的關鍵績效指標。

為進一步拓展國際網絡，特區政府計劃
在馬來西亞和沙特利雅得增設經貿辦。屆時

連同貿發局駐外機構，香港全球經貿
網絡將覆蓋約130個國家，總數超過
60個辦事處。丘應樺強調，所有經
貿辦均依法設立，將一如既往恪守
職責，無懼外部壓力，繼續在商
貿推廣、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等
領域作出貢獻。

靈活
變通

▶李家超上月率領包括內地企
業在內的商界代表團訪問卡塔
爾和科威特，開拓新市場。

◀丘應樺強調，所有經貿辦均
依法設立，無懼外部壓力，
將一如既往恪守職責。圖
為香港特區政府駐
美經貿辦。

▲香港美國商會年度會員調查顯示，高達83%的美資
企業對香港法治 「投信任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