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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自由度評級 無理踢港澳出局
陳茂波批美國傳統基金會存意識形態及政治偏見

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最新發布的2021

年度《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中，新加坡連續第二年成為全

球最自由經濟體，但香港和澳門首次被剔出評級。基金會

創辦人傅爾納（Edwin Feulner）撰文稱，香港在過去兩年更

加「失去政治自由和自治」，令香港在很多方面「變得幾乎與

內地其他主要城市無分別」。就此，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

一個網上研討會時表示不同意基金會的意見，並批評基金

會下此決定是包含了意識形態及政治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議員批美基金會政治凌駕事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美國傳

統基金會將香港和澳門剔出評級，多名立法會
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美國傳
統基金會是企圖抹黑中央對港享有的全面管治
權，以政治立場凌駕事實。

葛珮帆：「一國」優勢續讓港發亮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美國政府聯同外國勢力圍堵中國
內地已是公開的事實，今次美國傳統基金會只
是配合美國攻勢，企圖抹黑中央對港享有的全
面管治權，以政治立場凌駕事實。
她認為毋須對此過於認真，尤其是香港在

「一國兩制」賦予的優勢下，將繼續發光發亮。

郭偉强：國安立法撥亂反正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美國傳統基
金會該份所謂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裝模作

樣，為配合美國及西方勢力策動「顏色革命」
的其中手段。其中，基金會聲稱「香港在過去兩
年更加失去政治自由和自治」，但事實上，香港
在過去一段時間受到黑暴影響，市民的自由受
到黑暴的威脅，香港國安法實施是為了撥亂反
正，反映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評論，是以政治立
場凌駕事實真相。

邵家輝：基金會未了解港實況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美國傳統基

金會未有真正了解香港實際情況。2019年下半
年，有市民因政見不同慘被私刑對待，商戶遭
到破壞性攻擊，令香港失去政治自由。
他續說，隨着香港國安法於去年落實執行，

香港社會逐步回復平靜，而中央一直嚴格執行
「一國兩制」，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權力沒有
任何改變，外國組織不應肆意抹黑中央對港的
全面管治權，企圖以政治凌駕一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香港
及澳門被美國傳統基金會剔出「全球經
濟自由指數」的審核名單，未來兩者的
經濟自由度將併入中國內地計算。市場
普遍認為，美國傳統基金會對中國內地
有偏見，連帶港澳的經濟高度自由也被
「政治謀殺」。

張華峰：港融國入灣是必然選擇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昨表

示，本港的基礎經濟穩健、法制健全、
人才濟濟、資金和資訊自由流通、市場
發達，都可支持本港未來前景繼續向
好。今次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決定，他認
為是出於政治需要，要知道該基金會在
美國政壇甚具影響力，為了壓制中國內
地，他預計愈來愈多外國機構，未來還
會給予本港壓力。
張華峰直言，「全球經濟自由指數中

即使沒有香港，對本港也沒有影響，本
港的市場是否自由、具效率，應該由市
場來定調。」
他續說，香港未來會繼續深化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此建設將為香港經濟帶
來全新機遇。香港通過「一國兩制」和自
身獨特優勢，融入國家的發展是必然選
擇，尤其是通過加快與大灣區其他城市
全方位合作，將強化連接內地與國際的
中介角色，並加強本港的金融中心地
位。他說：「若根據傳統基金會的說
法，本港要避免與內地融合去保持所謂
的『自由度』，那香港未來的發展也勢
必受阻延。」

專家料對港影響不大
資深投資銀行家溫天納表示，不覺得

香港被剔出全球經濟自由指數的審核名
單，會對香港有很大影響。他形容，有
關消息確實令市場有點意外，但有關自
由度排名，多年來僅是「錦上添花」，
特區政府也以此作為對外宣傳，以後沒

了有關排名，特區政府可能要在對外宣傳上再
「花點心思」。
他續說，若指失去該排名對本港全沒影響，說

法並不正確，外國投資者多少也會參考一下相關
排名，才去作投資決定。不過，全球有多個機構
編制多個排名，本港經濟基礎強健，總能在各式
各樣的排名中，找到可供宣傳的切入點。
溫天納認為，今次傳統基金會的決定，是一項政

治操作，事實上，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擁有獨立
的貨幣、財政也獨立運作，這些都不會因為一個排
名而改變。「未來本港要進一步加強與大灣區的
融合與發展，並沒說過會因而中斷與國際的聯
繫。在經濟上，中國內地一直在國際化，沒理由
作為內地最國際化城市的香港，其國際化及經濟
自由程度反而會隨之倒退。相反，香港搭上大灣
區發展這輛『順風車』，未來肯定繼續向前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美國傳統基
金會最新公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及澳門
首次被剔出評級，評分併入中國內地。廠商會
永遠名譽會長吳宏斌批評傳統基金會此舉絕對
不合理。他形容美國傳統基金會是「玩嘢」及擾
民，為了針對中國內地而不擇手段，目的是唱
衰中國內地，達到其政治目的。
吳宏斌指出，以前香港在政治層面上太放

任，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才稍為收斂。在商業
方面，中央並無作出任何控制，香港的金融、
貿易各方面仍然很自由。他質問說：「之前美
國強行要求將『香港製造』改為『中國製
造』，這合理嗎？同樣是不合理的。」
但他相信，美國傳統基金會此舉對香港並無

實質影響，香港仍然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
一，商業貿易往來並無限制，一切運作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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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發布的2021年度《經濟
自由度指數》報告中，香港

和澳門首次被剔出評級。基金會
創辦人傅爾納在《華爾街日報》撰
文聲稱，近年的發展顯示香港和
澳門政治明顯「受到北京操控」，
香港在過去兩年更加「失去政治
自由和自治」，令香港在很多方
面「變得幾乎與內地其他主要城市
無分別」。
香港曾連續25年蟬聯經濟自由
度指數第一位，去年微跌至第二
位，近年在「司法有效性」的評
分亦下跌。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前年在禮賓府與傅爾納會面
時，表明不同意報告指中央保留
對基本法最終解釋權，是限制了
特區終審法院權力。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一個
網上研討會時表示，不同意香港
經濟政策決定權已由中央控制，
批評基金會將香港排除在外是沒
有理由和根據，在意識形態和政
治上有偏見。
他指出，香港在「一國兩制」
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體現於資
金、人才及資訊自由流通，港元
透過聯繫匯率與美元掛鈎，而且
享有法治和司法獨立，因此不認
同對方的做法及決定。

許正宇：削弱指數公信力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在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
昨日舉辦的網上研討會表示，對
美國傳統基金會將香港剔出其年
度《經濟自由度指數》評級表示
遺憾，並批評基金會聲稱香港的
經濟政策「為北京所控制」實屬
無理及毫無根據：「香港依然是
環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歡迎
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和投資者。

將香港剔出指數的決定是政治使
然，只會削弱該指數的公信
力。」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對美國傳

統基金會的決定表示極度失望和
遺憾，批評基金會的決定既不合
適，也缺乏理據。此決定對於在
指數設立27年以來，其中25年被
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並
不公允。
發言人說：「我們絕不認同基

金會指香港的經濟政策『最終由
北京控制』的評論。該評論既絕
不正確，亦非基於事實：香港特
別行政區享有基本法賦予於經濟
和貿易政策上的高度自治。建基
於經濟的自由、法治及司法獨
立，香港將繼續是一個開放、安
全、有活力及多元的國際金融及
商業樞紐。」

港府批基金偏離一貫做法
發言人批評，基金會突然把香
港排除在今年評估之外是在政治
上有偏見，並偏離以往一貫的做
法，「基金會的決定無視香港特
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保持單獨關
稅區的地位，以及以特區名義作
為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亞太經濟合
作組織的成員的身份。香港特別
行政區亦以單獨經濟體的身份跟
其他貿易夥伴簽訂貿易、投資及
稅務的協議。」
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將一如
既往繼續與世界各地的經濟體建
立互惠互利的經貿關係，並繼續
致力維護香港的制度優勢，包括
法治和司法獨立、簡單的稅制及
低稅率、高效的政府、自由的貿
易和投資體制，和公平的競爭環
境，為香港各行各業創造良好的
營商環境，促進香港經濟繁榮。

廠商會：港仍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美國傳統基金會最新發布的2021年度《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中，無理把香港和澳門首次剔出
評級。陳茂波（圓圖）批評，基金會下此決定是包含了意識形態及政治偏見。 資料圖片

美國傳統基金會昨日公布 2021 年
《經濟自由度指數》，蠻橫地將香
港和澳門剔出評級，聲稱兩地「明
顯由北京操控」。客觀地看，香港
的自由經濟、營商環境、法治制度
沒有變化，落實香港國安法更令香
港由亂及治，發展優勢更明顯，傳
統基金會忽然變臉，將香港在評級
中除名，說到底只是一個政治操
作，只會令人質疑，傳統基金會究
竟是學術研究機構還是政治機構？
國際投資者如何選擇投資地，取決
於當地的法治穩定及盈利機會，而
不是簡單地參照所謂排行榜，傳統
基金會將香港剔除單獨排名，根本
傷不到香港，只會自損公信力，是
自我閹割的鬧劇而已。

美國傳統基金會自 1995 年起，每
年根據貿易自由、財產權利、司法效
率及政府誠信等，評選「最自由經濟
體」。自指數成立以來，香港連續
25 年排名第一，去年微跌至第二
名。誰料今年美國傳統基金會突然將
香港剔出單獨評級，還對中國作出無
理失實的指控，令人愕然。正如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所指：「決定充斥意識
形態傾向及政治偏見。」

過去一年，香港的經濟制度、司
法制度沒有發生變化，繼續保持高度
開放的自由港地位，傳統基金會為何
突然變臉？原因應該與去年實施香港
國安法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在
任何國家都有，香港落實國安法之

後，社會恢復法治穩定，各種自由更
有保障，傳統基金會創辦人撰文卻指
香港「失去政治自由和自治」，除了
意識形態，實在沒有任何其他解釋。
美國有多達數十部與國家安全有關的
法律，為何傳統基金會不一早將美國
踢出排行榜，為何今年還將美國排名
第 20 位！厚此薄彼，不知傳統基金
會如何自圓其說。

傳統基金會定位是政策研究機
構。作為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評級學
術機構，應該秉持獨立公正的專業原
則，不受政治因素影響。傳統基金會
因為意識形態原因而將香港排除出
榜，典型的以政治干預學術，自毀招
牌。

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指數評
級，固然有一定參考意義，但是國際
投資者審視一個地方是否值得投資，
最重要指標是盈利能力及安全穩定。
《華爾街日報》報道，聯合國公布
的數據顯示，去年海外企業對美國
的新投資下降了 49%，相反中國吸
引的外國企業投資逆勢增長了4%，
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新增外商直接投
資的首選目的地。可笑的是，傳統基
金會最新評級將中國的經濟自由度排
名下調了4位至107名，低於全球平
均水平，又把香港視為與內地城市無
分別。國際投資者用真金白銀反映誰
最值得投資，傳統基金會的排名還有
多少參考價值，相信國際投資者心中
有數。

傳統基金會自毀公信力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列入今天開幕

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議程，由中央主導的完
善本港選舉制度的工作正式啟動。

本港現行選舉制度存在明顯漏洞，成為本港維護
國家安全和繁榮穩定的短板和痛點，過去多年，反
中亂港分子千方百計通過選舉進入管治架構，利用
立法會、區議會等平台鼓吹「港獨」、癱瘓施政、
攻擊中央，甘當外部勢力棋子甚至代理人，企圖
「攬炒」香港和國家，本港政權安全和「一國兩
制」實踐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也導致本港發
展停滯不前。不能再讓反中亂港者入局，中央主導
完善本港選舉制度刻不容緩。唯有如此，才能從制
度上保證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破解
長期困擾香港的政經困局。

近年來，越來越多「港獨」和本土激進分子利用
選舉制度漏洞成為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然後濫用
權力，公然散播「港獨」暴力歪理，大肆拉布流
會，狙擊施政，惡意抹黑中央，破壞兩地合作。這
些惡行已經嚴重衝擊香港憲制秩序，干擾政府順利
施政，嚴重損害香港民生福祉，危及國家主權安全
和香港繁榮穩定。

更令人髮指的是，反中亂港勢力企圖借選舉奪權
變天的行動變本加厲且毫不掩飾。借修例風波黑暴
橫行之勢，反中亂港勢力奪取區議會主導權後野心
膨脹，處心積慮設計對立法會、行政長官選委會和
行政長官選舉「三步曲」奪權的路線圖，利用現行
選舉制度的漏洞，策動「風雲計劃」、「雷動計
劃」等操控選舉，企圖一步步落實奪權大計，非法
「初選」正是企圖利用現有選舉制度漏洞奪權亂港
的關鍵一步。如果他們的圖謀得逞，香港政權將被
傾覆，香港和國家將被「推落懸崖」，後果不堪設
想。

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與本港反中亂

港勢力互相勾結，干預本港事務，插手本港選舉。
外國勢力透過扶植黎智英、戴耀廷等代理人，提供
資金和運作支援，操弄本港選舉，將一批反中亂
港政棍送入本港各級管治架構；反中亂港分子則
投桃報李，充當外國勢力馬前卒，公然乞求外部
勢力制裁香港和國家，策動港版「顏色革命」。
在 2012 年的反國教、2014 年的非法「佔中」、
2019 年的修例風波中，通過選舉進入立法會等管
治架構的反對派政棍，利用議會平台煽風點火、推
波助瀾，正是濫用管治權力、勾結外部勢力禍港禍
國的典型例子。

反中亂港勢力利用選舉制度漏洞登堂入室，有破
壞、無建設，不僅衝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危
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而且令香港政爭不
休，社會撕裂，難以集中精力解決深層次矛盾，經
濟民生發展舉步維艱，全港市民都淪為受害者。事
實證明，反中亂港分子從不考慮香港的利益，而且
不惜犧牲香港利益來換取自己的政經暴利。讓這些
人通過選舉掌握管治權，只會給香港帶來破壞動
盪、恐怖災難；只有由愛國者掌握權力才能真正為
港人謀福祉，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

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不會容許反對自己國家、
危害國家安全的人透過選舉進入政權架構，各國各
地都會與時俱進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是
「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不能再任由選舉漏洞存
在，不能再任由反中亂港勢力一步步奪取管治權，
完善選舉制度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繁榮
穩定最關鍵、最急迫的制度保障。本港完善選舉制
度、堵塞選舉漏洞刻不容緩，只有令「愛國愛港者
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真正成為政治規矩和法律
規範，才能確保香港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
者」手中，讓「一國兩制」實踐沿着正確的方向行
得更穩、走得更遠！

完善選舉制度堵塞漏洞 保證愛國者掌握管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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