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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香港回歸祖國
28周年，也是本屆特區政
府上任3周年。回顧過去3
年，本屆政府擔當作為，

推動了一系列深層次改革，開創了發展新
局面。但當今世界變亂交織，發展一刻不
能停息、改革永遠在路上，就如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日在香港特區成立28周年酒會的
致辭所說， 「寧願做艱難的改革者，都不
能做安逸的停滯者」 。在新的發展階段，
唯有勇於創新突破，才能在深刻變化的形
勢下立於不敗之地。

李家超特首上任後，建立 「以結果為
目標」 的施政理念，有效改進了政府文化。
其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便是完成了基本
法第23條本地立法。安全的發展環境為高
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如今，香港不但
在全球最安全城市排名中位居前列，而且
至今吸引超過21萬名專才、高才和優才來
港，引進84間前沿科技企業。香港的世界
競爭力排名從第七升至第三，金融中心地
位穩居全球第三，充分說明國家安全對於
營商環境的保障，以及國際社會對香港前

景的高度肯定。
本屆政府改革求變的管治理念，還體

現在經濟和民生領域。針對長期困擾香
港的土地房屋問題，政府採取果斷措施：
公屋輪候時間從6.1年縮短至5.3年，縮減
近九個半月；打擊濫用公屋，收回約8700
個單位，相當於節省87億元建築費用；
快速興建簡約公屋，預計今年有9500
戶入伙，直接惠及9500個家庭。這些
舉措不僅緩解了市民的住房壓力，更展
現了政府以民為本、雷厲風行的改革
魄力。

政府管治成效有目共睹
經濟方面，香港實現了從負增長到正

增長的轉變，2023年GDP增長率為3.2%，
2024年為2.5%，2025年第一季度達
3.1%，而且連續九季保持增長；家庭收入
中位數增長超過11%，勞工權益亦得到進
一步保障，例如取消強積金對沖，並將
最低工資檢討周期改為 「一年一檢」 等
等。

除此以外，透過政府持續優化上市程

序、制定穩定幣發牌制度，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排名再度提升至全球第三；而簡化
公司遷冊機制、協助生物科技和創新科
技公司在本港上市，亦展現出政府在全
球競爭中 「搶人才」 、 「搶企業」 的決
心，吸引了至少兩間國際保險大行遷冊
香港，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並且提升創科與金融服務領域上的
競爭力。

以上種種成果，都是建基於特區政府
識變、求變、應變的堅定決心。然而香港
現在仍未能停下腳步，不管是民生經濟，
還是產業升級，抑或是國際政經挑戰，未
來香港遇到的挑戰只會越來越多。因此，
昨日李家超明確提出了三大改革重點，進
一步展現其持續改革的決心。

第一，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
如今香港已然築固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體
制，有充分空間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繼續深化國際交往合作。近幾年國家在經
濟和科技方面取得的矚目成就，已為香港
發揮優勢提供了巨大的支撐。一方面，香
港需要繼續穩固其基本盤，進一步投資於

數字貿易基礎設施，並且簡化跨境貿易流
程，吸引更多內地和國際企業落戶。另一
方面要更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如東盟和中
東地區，通過簽署更多自由貿易協定，降
低香港企業進入這些市場的門檻，並可考
慮推出專門的科技金融人才培訓計劃，與
不同地方的頂尖大學合作，提供人工智能、
區塊鏈和綠色金融的專業課程，確保本地
人才與國際接軌。

突破陳規開創新局面
第二，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北部都

會區是香港未來最重要的發展戰略，人工
智能、生物科技和綠色能源等創科領域是
新產業發展的重點。當局可參考美國硅谷
的模式，建立 「產學研」 一體化的創新生
態系統，與不同大學合作，在新田科技城
設立國際級的AI研究實驗室，吸引全球頂
尖科研人才。同時為提速發展，政府應加
快北部都會區的交通網絡建設，例如推進
洪水橋至前海的港深西部鐵路項目，引入
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亦可通過公私合
營模式，吸引國際資本參與北部都會區的

基建和產業園區建設。
第三，着力改善民生。住屋、醫療、

教育仍然是香港市民極度關注的問題，繼
續加大公營房屋供應，特別是加快過渡性
房屋和重建的效率，是處理房屋問題的當
下之急。此外，為應對人口老齡化，政府
應推廣智慧醫療技術，例如引入遠程醫療
平台，讓長者在家即可接受基本診斷和健
康管理，或與大學合作開發基於人工智能
的健康監測應用程式，提升基層醫療效率。
同時對於青年群體，政府也要提供更多元
的職業培訓和創業支持，例如設立 「孵化
器」 計劃、成立專項基金，協助青年以不
同方式大展鴻圖，更好利用科技和創意產
業發展事業。

香港特區政府過去3年的施政，證明了
要敢於突破陳規，才能開創發展新局面。
「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 。展望未來，
香港的變革之路仍要繼續向前邁進，社會
各界要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繼續
以堅定的改革決心，帶領香港把握機遇、
迎接挑戰，在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下，
書寫更輝煌的篇章。

7月1日是香港回歸祖國28周年的
大日子，再早一天的6月30日則是香
港國安法公布實施5周年。這兩個日
子一前一後，實際上蘊含了 「國安才
能港安」 的深刻寓意。2020年，這部
全國性法律使處於亂局的香港局勢扭
轉，起到 「一法安香江」 的關鍵作用。
過去5年，在國安法的護航下，香港
實現了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重
大轉折。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使得香
港重新走上了正確的發展軌道。未來，
香港更須持之以恆維護國家安全，為
進一步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國安才能港安
回想2019年，一場黑暴使得香港

陷入動盪，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迅速止
暴制亂，社會重新恢復了安寧秩序。
更加重要的是，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
施，使得香港進一步理順 「一國兩制」
憲制秩序，進一步確立以行政主導的
治理體系，展現出治理新氣象。

香港國安法的順利實施，使得進
一步完善選舉制度有了清晰的法律標
準， 「愛國者治港」 原則得以全面落
實。過往在立法會、區議會等特區治
理機構中，反中亂港分子參與其中，
並利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 「不設
防」 ，刻意散布歪曲 「一國兩制」 的
謬論。這些謬論所造成的社會撕裂，
也使得香港陷入 「泛政治化」 的困局，

特區政府有關經濟發展、改善民生
的措施，不僅受到 「拉布」 等極端
方式的阻撓，亦被演繹為政治化議
題。

例如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
「一地兩檢」 措施，政策本身是為了

便利市民旅客出行，最大化香港連結
國家高鐵網絡所帶來的交通效益，卻
被反中亂港分子 「妖魔化」 為所謂 「違
反基本法」 。而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
施，這些亂象在香港社會消失，社會
回歸理性務實，行政立法良性互動，
治理體系運轉良好，朝着共同的目標
發力。

另一方面，香港國安法亦為香港
帶來了在變局中不可多得的確定性與
穩定性。在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自
由開放營商環境並未如一些外國勢力
所抹黑般受到削弱。在香港國安法的
實踐過程中，不僅實現了精準執法，
打擊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安行為，亦讓
香港的營商環境更加穩定。從香港美
國商會的調查結果可見，香港國安法
實施5年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
施1年後，70%受訪企業表示業務並
未受國安法律影響，國安法無礙業務
的比例連升3年。可以說，隨着香港
國安法的實施越發深入和具體，有越
來越多國安案件審訊，外國商界代表
也認識到香港國安法有着極強的針對
性，香港並未出現部分美西方政客危
言聳聽的情況。反之，隨着社會、經
濟情況越發穩定，加上地緣政治局勢
的變化，香港受到了全球各國、各地
區資金的青睞，紛紛看好香港前景。

根據數據，今年以來港股IPO集資額
約880億港元，處於全球前列。

而在維護國家安全取得階段性成
果的當下，社會上有部分人認為，既
然已經建立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機
制，故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可以告一
段落。但事實上，安全與發展並非對
立關係，而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
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
件，兩者都必須重視。

推動香港發展轉型
可以見到，正是在維護國安方面

取得重大進展，使得特區政府有條件、
有信心提出更具改革創新性的政策措
施，着手解決香港各項深層次矛盾。
譬如在北部都會區的建設上，特區政
府採納民建聯建議，引入片區開發模
式及縮短行政審批流程，為工程項目
提速提效提供政策支持。試想若沒有
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的護航，這些
措施很有可能遭遇簡單化、情緒化的
歪曲誤導，從而成為政治議題。

因此，香港社會更應深刻理解，
維護好國家安全對於香港進一步發展
轉型的重要意義。可以說，香港要實
現更大的發展，鞏固自身現有的獨特
優勢，推動經濟向多元化轉型，築牢
國家安全防線是實現更好發展的先決
條件。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自由
開放的環境容易受到外部勢力的影響，
更需持之以恆地強化風險應對，防範
各類風險情況，必須把維護國家安全
貫穿 「一國兩制」 實踐的全過程。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改革不停步 推進香港高質量發展

美伊以三方「贏學」與和平幻象

早前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
示，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達
31875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5.4%，較去年四季度環比增長
1.2%，經濟開局勢頭良好，增長穩中有升。
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2025年第一
季度本地生產總值同比上升3.1%，較去年第
四季度上升0.6個百分點，穩健增長創五個季
度以來新高。特區政府預期，香港全年實質
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預測維持在2%至3%。

客觀的統計數據更堅定了我們發展的信
心，只要能夠把握好國家的發展機遇，發揮
好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人」 的角色
和功能，香港必定能在變局中開創新篇。

強化「超級聯繫人」角色
一是繼續說好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的

獨特地位和優勢，講好香港故事。第二季度
初香港經濟動力持續，4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
按年上升14.7%；截至5月底，銀行體系總結
餘升至1734億港元，高於去年年底的448億
港元。香港一直以來作為零關稅貿易自由港，
始終以堅如磐石的普通法制度、高效透明的
行政機構、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友善營商環境
等特點，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而享譽世界。

面對當前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美國挑
起的貿易戰、關稅戰帶來的陰霾仍在眼前，
不得不說 「酒香也怕巷子深」 。香港正用
好 「內聯外通」 優勢，充分發揮 「超級聯
繫人」 作用，助力世界各地的企業和資金
開拓內地的廣闊市場，尋找新的發展機遇，
也助力更多內地企業 「出海」 ；同時作為
「超級增值人」 ，堅定不移向國際社會展
示香港憑藉穩定營商環境、簡單透明的稅
制和低稅、背靠內地的龐大發展機遇，無
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也一定是國際資
金的安全避風港，用事實和行動擦亮國際
金融中心的 「金字招牌」 ，在變局中開創
新局，實現跨越式發展。

二是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 下獨特司法

優勢，提升國際法律樞紐地
位。前不久，國際調解院在香
港設立總部，為國際社會提供
了更靈活、更便捷、更公正的

爭端解決途徑。這不僅充分展現了國家對香
港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對 「一國兩制」
香港實踐寄予厚望，希望香港在傳統的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基礎上保持優勢，加
快建設成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
心、建設成國際調解中心，不斷夯實香港作
為國際法律樞紐地位。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
也彰顯了國際社會對香港普通法體系和司法
獨立的高度認可，無論在文化、制度、語言
和環境等方面，都能夠無縫與國際接軌，扮
演好香港在國際法律和衝突處理領域的獨特
角色。

深挖香港特色文旅經濟
三是持續挖掘香港特色文旅經濟，展現

香港獨有的文化特色。早在上世紀七、八十
年代，粵語流行曲、港產電影一度風靡全球，
成為華人文化的代表，往事隨風卻仍歷歷在
目。對於港式情懷的 「軟實力」 ，我們不應
該妄自菲薄，更要從香港自身歷史底蘊和文
化特色出發，量身打造適合香港的文旅方案。
正如日前發展旅遊熱點工作組推行9個具香港
特色的旅遊項目，其中包括奇華、益力多工
業品牌旅遊；香港龍城特色社區深度遊；紫
花風鈴木園等涵蓋生態、文化、美食等旅遊
項目，九大項目分布港九新界，以港式情懷
呼喚共同的回憶，充分體現香港無處不旅遊
理念的同時，更自信地展現香港文化的底色。

昨日，香港迎來回歸祖國28周年的大日
子。香港特別行政區即將 「三十而立」 ，我
們既不能只望 「祖庇父蔭」 ，也不能 「守株
待兔」 ，應該像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一樣，用
好自身的實力和優勢全力拚搏，走出自己的
發展之路。要以時不我待的精神、改革破局
的勇氣，緊抓發展機遇，續寫香江傳奇。

選舉委員會委員、觀塘區區議員

美伊以持續12天的衝
突以三方 「皆大歡喜」 的
結局告終：以色列宣布
「精準打擊伊朗核威

脅」 ，伊朗高調宣稱 「迫使以色列停止侵
略」 ，美國則自詡為 「和平調停者」 。

荒誕的 「三贏」 鬧劇背後，是各方精
心編織的政治宣傳與戰略算計。當戰爭的
硝煙散去，中東的未來卻籠罩在更為複雜
的迷霧中。人們不禁要問：美國和以色列
是否真的 「收手」 ？伊朗的勝利是否掩蓋
了更深的危機？中東局勢又將向何處發
展？三方 「贏學」 詭異中隱含着複雜的敘
事。

「勝利」只是政治宣傳手段
首先，三方 「贏學」 更像是政治宣傳

扭曲戰場現實的手段。以色列總理內塔尼
亞胡宣稱 「伊朗的核威脅已被消除」 ，但
衛星圖像顯示，美軍B-2轟炸機投下的鑽
地炸彈僅在地表形成彈坑，未能穿透伊朗
深達百米的地下核設施。伊朗雖損失了部
分核科學家和高級指揮官，但其核心核能

力並未被摧毀。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
羅西表示，美國打擊伊朗核設施的軍事行
動無法徹底解決伊朗核問題，伊朗依然具
備提煉鈾濃縮的技術能力，或能在數月後
重啟提煉鈾濃縮活動。

同時，伊朗的導彈襲擊雖未造成美軍
基地重大傷亡，卻成功展示了 「反美」 姿
態，將國內民眾對經濟困境的不滿轉移為
民族主義的狂歡。美國則通過 「調停者」
角色，既避免了直接捲入戰爭泥潭，又藉
機展示其超遠程打擊能力，試圖重塑中東
安全秩序。

然而，這掩蓋了戰爭的殘酷性：伊朗
數十名軍事精英喪生，以色列城市基礎設
施遭重創，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暴露了
脆弱性，而地區各國的經濟與社會創傷更
難以量化。

其次，美國與以色列的 「收手」 充滿
算計。美國在衝突中派遣B-2轟炸機打擊
伊朗核設施，表面上是為了遏制伊朗的 「核
野心」 ，實則是為鞏固其在中東的主導權。
特朗普的 「停火」 表態，既是對以色列的
安撫，也是對盟友沙特、阿聯酋等國的承

諾。然而，美國並未真正放棄對伊朗的制
裁與威懾。

至於以色列，其 「勝利」 宣言更像是
一場心理戰。內塔尼亞胡政府通過展示軍
事實力，試圖震懾伊朗及其盟友，同時向
國內選民證明其強硬路線的有效性。然而，
以色列的防空系統在伊朗的飽和攻擊下幾
乎耗盡彈藥，經濟承受了50億美元的軍費
支出，股市暴跌，民生凋敝。這種 「戰術
勝利」 能否轉化為長期戰略優勢，仍是未
知數。

其三，伊朗的 「勝利」 更像是苦澀的
精神勝利法。美以對伊朗的打擊，更暴露
了伊朗國內危機的結構性困局。簡言之，
伊朗的 「勝利」 是政治表演而非軍事成就。
伊朗通過導彈襲擊美軍基地和以色列城市，
只是為了強裝 「反抗霸權」 的硬漢形象。
但是這種勝利的代價是慘痛的：610人死亡、
數千人受傷，核科學家和軍事專家的流失，
以及國際社會對其 「恐怖主義」 標籤的強
化。

而且，伊朗的 「勝利」 並未改變其被
孤立的處境。俄羅斯在關鍵時刻拒絕提供

軍事支持，巴基斯坦僅口頭聲援，連傳統
盟友卡塔爾也在衝突中扮演了調停者的角
色。此外，伊朗的經濟困境，如通貨膨脹、
美元短缺等並未因戰爭而緩解，反而因國
際制裁加劇而雪上加霜。這種 「勝利」 本
質上是飲鴆止渴，用軍事冒險換取短期政
治資本，卻埋下了更深的危機。這場 「勝
利」 也暴露了伊朗政權內部矛盾和民眾撕
裂。後哈梅內伊時代，將深陷前所未有的
內外交困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衝突也深刻影響
了中東地區的權力結構。沙特、卡塔爾、
阿聯酋等海灣國家，在衝突中扮演了 「調
停者」 角色。卡塔爾首相的穿梭外交促成
停火，沙特和阿聯酋則通過支持以色列的
「有限戰爭」 策略，試圖平衡伊朗影響
力。但是，中東國家的 「各顯神通」 ，
並不會帶來真正和平。以色列對巴勒斯
坦的極端政策、伊朗對核計劃的執著、
美國對地區盟友的操控，使得中東依然
是個 「火藥桶」 。在美國的戰略操控欲
下，在以色列的好戰思維下，一盤散沙
的阿拉伯國家缺乏協調美伊以三方和平

的實力，不足以迫使美國或以色列改變
根本立場。

對話妥協實現中東和平
因此，三方 「贏學」 注定是短暫的幻

象。美國和以色列的 「收手」 不會改變伊
朗的核野心，伊朗的 「勝利」 也不會停止
其周邊敵國的圍剿。戰爭的代價將隨着時
間推移逐漸顯現：伊朗的核研發可能加速，
以色列的軍事冒險主義或將升級，美國在
中東的信譽進一步受損。更重要的是， 「贏
學」 的蔓延正在腐蝕中東的和平基礎。當
各方沉迷於 「勝利敘事」 時，真正的敵
人——霸權主義、地緣對抗和資源爭奪，
卻在暗中滋長。

事實證明，中東的和平從來不是靠戰
爭的 「勝利」 實現的，而是需要通過對話、
妥協與共同利益的構建。然而，當前的三
方博弈中，誰願意放下 「勝利」 的執念，
承認失敗的代價？或許只有當戰爭的代價
遠超 「勝利」 的收益時，中東才能迎來真
正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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