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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國家計算機
網絡應急技術處理協調中心4月28
日通報，包括特斯拉在內6家企業共
76款車型，符合汽車數據安全4項
合規要求。內地各地方已陸續解除
對特斯拉等智能網聯汽車的禁行禁

停（機場、政府單位等）限制。此舉充分反映中國
能夠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取得長足發展，是靠開放市
場、鼓勵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實現了相關產業的
蓬勃發展和產業集群的快速聚集。這值得有意挖掘
新質生產力、實現經濟多元化發展的香港認真借
鑒。

近年來，中國新能源汽車發展速度迅猛，形成了
一批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國產新能源汽車品牌，開始
在國際汽車市場佔據一定市場份額。在此背景下，
美西方開始有人對中國新能源汽車說三道四，稱其
發展乃依靠政府補貼云云，並對中國展開所謂反補
貼調查。但實際從特斯拉得以全面准許進入內地市
場便可見得，我國新能源汽車市場高度開放，透過
公開透明的法例規定，符合要求者即可進入市場展
開公平競爭。這與動輒渲染「中國智能汽車危害國
安」，宣稱「中國電動車將癱瘓倫敦、紐約交通」
的美西方當局形成鮮明對比。

事實上，香港鄰近的深圳市政府，多年來亦為新
能源汽車的應用發展提供了眾多政策支持。早於
2015年，深圳市政府便宣布建立有關扶持基金，大
力推動深圳公共交通電動化，並分別於2017年和
2019年完成巴士和的士全面電動化更迭。而在當
時，亦有包括的士司機、乘客在內的持份者出現眾
多反對、批評聲音。但隨着大力發展充電樁等配套
設施，及國產電動車的不斷發展，如今實現全面電
動化的深圳公交系統，已經成為公共交通新能源轉
型的國際範例。圍繞新能源汽車龍頭品牌比亞迪汽
車及其上下游供應產業鏈，更成為廣東省發展、挖
掘新質生產力的有力代表。

回到香港，為實現碳中和的策略和目標，政府已推出《香港氣
候行動藍圖2050》，當中有關綠色運輸的各項工作正逐步推進。
近期，負責氫能源跨部門工作小組便作出決定，認同氫燃料電池
車輛使用隧道的風險與石油氣車輛及其他化石燃料車輛相若，故
將與巴士、隧道負責人進一步商討氫能巴士行駛隧道的操作程
序。這些工作向前推動值得讚賞，也體現出跨部門工作小組所取
得的成效。惟政府計劃2025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草案，意味氫
能巴士隧道行駛的試驗計劃至少於明年才能啟動。時間不等人，
如何盡快為相關法例拆牆鬆綁，提速提效，亦是相關工作能否成
行的關鍵所在。

除了氫能巴士，國產新能源私家車進入香港市場的速度亦是各方
關注的焦點。惟由於內地與香港不同，靠右行駛，所生產的左軚車
在香港行駛受到限制。故此，包括民建聯在內的政團和人士呼籲，
可以放寬有關限制，允許左軚新能源車在香港行駛。惟政府以基於
交通規則和交通安全為由，指香港一向限制左軚車在香港行駛予以
拒絕。

以交通安全為主要考量固然正確，但實際上左右軚車互相行駛
的先例一直存在。香港持有「兩地牌照」的右軚車亦一直被允許
在內地行駛。近來，國家更推出「港車北上」計劃，進一步容許
右軚的香港私家車北上行駛。而在歐盟，不同國家亦有不同的交
通規則，但歐盟允許不同歐盟成員國的汽車在歐盟範圍內互通，
計劃亦大力促進了歐盟成員之間的交流。

上述圍繞國家新能源汽車發展，及香港有關工作的眾多事例，
都反映出政府在構建新興產業、探索經濟新動能過程中，透過政
策措施能夠發揮的重要作用。在實現由治及興的過程中，挖掘出
更多新質生產力，對香港經濟結構的多元轉型可謂是關鍵一環。
特區政府需要進一步透過政策措施，鼓勵相關產業的科技創新，
為有關研發、應用從法例層面拆牆鬆綁，為新質生產力的形成提
供養分充足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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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與外部勢力勾結之深超乎想像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案件於

去年 12 月 18 日審訊至今，從控方公開的案情，以及從

犯證人的作供，將黎智英與美西方外部勢力勾結的真相

暴露無遺；在審訊期間，美西方外部勢力聲嘶力竭叫囂

「放人」、恐嚇「制裁」香港，公然干預司法獨立、違

反法治精神。不可否認的事實證明，黎智英與外部勢力

勾結之深超乎想像，也讓公眾更看清黎智英與外部勢力

千絲萬縷的關係，看清他死心塌地充當反中亂港「代理

人」，不擇手段策動港版「顏色革命」，企圖「攬炒」

國家和香港。

文平理

黎智英打「國際線」，乞求外國「制裁」中
國和香港早已人盡皆知，所作所為早已人神共
憤。

黎智英打「國際線」人神共憤
2019年7月黎智英前往美國，與時任美國副

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及美國總統國家安全
事務助理博爾頓會面，更在公開場合稱「香港
正在美國的敵營為美國而戰」；2020年香港國
安法實施前夕，黎智英又向外媒表示，美國應
把握時機，用制裁手段與中國對抗。

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開審以來，隨着
案情細節被陸續公布，黎智英與外部勢力千絲
萬縷的關係被逐一揭開，其配合外部勢力「以
港遏華」陰謀的言行大白於世人面前。

今年1月10日，控方曾在庭上讀出國安處高
級督察就黎等人財務狀況所作的書面供詞，揭
黎自2013年起先後向美國前副國防部長Paul
Wolfowitz支付合共175萬元；2015至2017年
間，先後向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
terprise Institute）支付11.6萬元；2019年

10月分別向陳梓華和英國組織「香港監察」支
付14.4萬及20萬元。

從犯證人、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虹作供
時稱，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黎智英在被警方
拘捕獲保釋期間仍未有收手，照開訪談節目
邀訪末代港督彭定康和前美國軍方高層乞求
「制裁」中國，還沾沾自喜稱「最近啲嘉賓
都好猛」，「好有影響力」，「講佢要講嘅
，請求美國做嘢去保護」。張憶述，黎智
英當時在獲警方擔保期間，加上香港國安法
已實施，他對黎智英仍請美英政客上其直播
節目做嘉賓表示憂慮，但黎智英聲言「我一
定去到盡」。

黎智英在另一宗與 「重光團隊 」（SWHK）
串謀勾外案中，案情揭露在黎智英及其助手
Mark Simon指示下積極經營「重光團隊」，並
和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等人串謀，請求外國向中央政府
及香港特區政府施加「制裁」，以及尋求外國
介入香港修例風波。

黎智英出錢出力、親自上陣游說外部勢力

「制裁」中國和香港，是外部勢力在港的最高
指揮、最終決策者，是反中亂港最重要的政治
資本和棋子，作用無可替代。黎智英案進入司
法程序，任何人和機構都不應，亦不能干預案
件。司法獨立的法治原則神聖不可侵犯，但在
黎智英案中，美西方政府政客完全視若無睹，
不斷為黎智英「鳴冤、貼金」，無所不用其極
「打救」黎智英。

西方政客不遺餘力「打救」黎智英
黎案於2023年12月18日開審，英美及歐盟

迫不及待提出譴責，敦促特區政府釋放黎智
英。美國國會政客發出「最後通牒」，威脅
「制裁」參與此案的法官、檢察官和相關官
員；英國國會下議院提出緊急質詢，有英國官
員重申黎智英是英國公民，英國繼續要求特區
政府釋放黎智英，其後英國首相蘇納克妄稱，
黎智英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強調黎智英
案是英國本屆政府的優先事項；歐盟亦發表聲
明，表示對於針對黎智英的指控感到遺憾，又
認為審判黎智英將削弱外界對香港法治的信

心；加拿大參議院和眾議院則通過議案，要求
特區政府無條件釋放黎智英，並且撤銷香港國
安法。

黎智英案在審理期間，四名美國前駐港總
領事包括穆亦樂、包潤石、祁俊文及楊甦
棣，在美國媒體發表聯署信，公然以「美國
總領事與黎智英站在一起」為題，表明會關
注黎智英案的情況，更稱黎智英因正常新聞
工作而受到審判，玷污了香港曾經擁有的聲
譽，認為他應該被釋放；近日，一群美國國
會政客提出法案，要求將香港駐華盛頓經濟
貿易辦事處的地址更名為「黎智英路1號」，
以示為黎智英撐腰。

香港在國際上享有良好法治聲譽，對任何人
違法，司法機關會進行公平公正的審訊和裁
決。西方政客不遺餘力給黎智英塗脂抹粉，不
惜破壞法治精神，為「營救」黎智英變本加厲
向特區政府施壓，要給予黎智英擁有凌駕法治
的特權，更證明黎智英和外部勢力同屬一丘之
貉，兩者相互勾結利用、死心不息反中亂港的
關係更赤裸裸地公諸於眾。

自香港國安法及《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相繼落
實，社會已築起前所未有
的維護國安堅實保護屏
障。今後，香港特區可以
輕裝上陣，享受「一國兩

制」帶來的獨有優勢，踏上由治及興的新
征程，全力拚經濟、改善民生，邁向高質
量發展，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長久以來穩居全
球金融體系頂層，一直以金融服務業為主要
經濟支柱，並帶動其他行業發展。在2022
年，金融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22.4%，提
供超過26萬個職位，相當於總就業人數的
7.5%。誠然，金融服務業對推動香港整體經
濟發展至關重要，具有多方面的貢獻，除提
供就業機會之外，更可以吸引外資來港進行
投資活動、促進國際貿易和資金流動。

特區政府將於近期公布今年首季生產總
值預計數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表
示，預料有關數字會在全年經濟增長預測
區間，即在2.5%至3.5%之內。這顯示出香
港經濟已擺脫新冠疫情影響，正在穩步復
甦之中。在穩定的發展基礎及安全的營商
環境下，香港需要積極推動金融服務業多
元發展，除傳統的證券、保險、資產管理
外，亦應通過加快金融科技創新、擴大金
融市場服務範圍、強化金融人才培養和擴
大國際合作等層面，促進香港經濟的可持
續發展和提升國際競爭力。

全球金融科技發展迅速，金融產品和服
務不斷推陳出新。為滿足市場需求，香港
特區應加快推動數字化和產品創新，做大
做強，並吸引和培育更多金融科技初創企
業，以建立金融科技「孵化器」和「加速
器」為目標，向企業提供支持和資源，促

進金融科技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政府亦
應抓緊國家的發展機遇，進一步提升與內
地的跨境金融業務合作，通過建立更多的
合作協議和機制，促進跨境支付、投資和
貸款等業務的便利性和效率。

特區政府近來經常透過舉辦各類大型國際
活動來推動盛事經濟，例如藝術節、國際影
視展、LIV Golf職業巡迴賽、各類主題的峰
會和論壇等。筆者認為，以盛事作為輔助形
式推動香港經濟的做法可取，能夠提高國際
社會對香港的關注度，並有效吸引世界各地
的旅客甚至是投資者訪港，讓他們親身感受
香港的魅力、體會香港的實際情況。惟要大
幅提升香港的經濟增長，始終有賴推動金融
業務發展，打造高效的金融體系吸引跨國企
業和投資者到港設立據點並進行投資和融資
活動，長遠為香港帶來更多的資本流入，促
進經濟增長。

提升跨境金融合作 加快金融科技發展
葉傲冬 民建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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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8時，我國第三艘航空母艦福建
艦從上海江南造船廠碼頭解纜起航，趕赴相
關海域開啟首次航行試驗。根據航母建造工
程發展的規律，這次海試主要檢測福建艦的
動力、電力等系統，同時通訊、導航等系統
的可靠性和穩定性也需要一併進行全面測
試。

福建艦從2022年6月下水以來，工作按計
劃穩步推進，順利完成了繫泊試驗和各類設
備調試，已具備出海試驗的基礎條件。有一
點值得注意的是，福建艦從下水到首次海
試，已持續將近兩年的時間，這個時間超出
了我國首艘國產航母山東艦的間隔時間。山東
艦在2017年4月26日下水，在2018年5月13
日首次海試，間隔時間約為一年。那麼，為什
麼福建艦從下水到海試用了將近兩年時間？
關鍵就在於福建艦技術比較複雜，其設計工
藝流程有別於之前的航空母艦。

可持續作戰和保障能力更強
從橫向和縱向的角度來看，福建艦與遼寧

艦、山東艦相比有如下幾大特點。
第一，福建艦的噸位在中國航空母艦中最

大。根據公開資料顯示，福建艦滿載排水量
8萬餘噸，遠超山東艦、遼寧艦6萬餘噸的
滿載排水量。這也就意味着，福建艦將成為
整個航母建造歷史上僅次於美國的大型航空
母艦，同時也表明中國的航空母艦發展瞄準
了大型化、遠洋化，並要求具備更強的可持
續作戰和保障能力。

第二，福建艦系統最複雜。福建艦應用了
新型的電力系統、動力系統，尤其是電磁彈

射裝置技術新，同時艦載機也全面創新升
級，包括隱身艦載機、新型預警機、新型直
升機等。這也就意味着，福建艦與其他兩艘
航空母艦相比，它的系統更複雜，裝備更完
善，戰鬥力更完整。從福建艦的角度回望山
東艦和遼寧艦，會發現這兩艘航空母艦的艦
載機型號較單一，其可持續作戰能力相對來
說不強，而福建艦因採用了最新的綜合電力
系統，其可持續航行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

電磁彈射裝置可靠性保障強
第三，福建艦採用的技術最新。福建艦使

用了世界首創、全球第二的電磁彈射裝置，
直接跨越了之前各國航空母艦所普遍使用的
蒸汽彈射裝置。而且有別於美國的電磁彈射
裝置，福建艦的電磁彈射裝置採用了安全
性、可靠性更高的電磁電力設計方案和相應
配套的設備，使艦載機彈射起飛時的可靠性
有了更強保障。我們看到的是，採用新技術
已是福建艦的重要特色，中國在福建艦發展
中實現了彎道超車。從一定程度上講，福建
艦也是一艘新技術驗證艦。

第四，福建艦繫泊時間最長，繫泊試驗最
充分。從福建艦下水到進行首次海試，歷經
將近兩年的時間，這是因為福建艦各類新系
統都需要參與繫泊試驗，從單元測試、分系
統測試，到全系統測試，尤其是大量新設備
裝入航母之後需要進行聯調聯試，這就讓福
建艦的繫泊工作最為複雜，裝設備調試也最
為充分，包括電磁彈射裝置也進行了初步的
試驗，並取得很好的實際效果。

第五，福建艦的海試最複雜。航空母艦的

海試工作是目前為止最複雜的技術工程，遼
寧艦和山東艦由於採用的艦載機種比較單
一，相對來說試驗的周期比較短，但由於福
建艦採用了多機種、多技術，所以在海試過
程中將經歷全面的、嚴苛的海洋環境考驗，
尤其是新型的電力系統和電磁彈射裝置。同
時，各型艦載機也都需要經歷匹配性試驗以
及和電磁彈射裝置之間的協調試驗。作為福
建艦，雖然海試工作最為複雜，但有了遼寧
艦和山東艦海試的充分經驗，也為福建艦的
海試提供了充分的技術和經驗保障。

海試後很快形成初步戰鬥力
第六，福建艦的戰鬥力和保障力最強。與

山東艦和遼寧艦相比，福建艦機種齊備，設備
先進，彈射裝置使艦載機出勤率更高，這些都
是具備更全面的戰鬥力和保障力的重要條
件。最關鍵的就是，福建艦海試結束之後將
交付部隊試驗性服役使用，將很快形成初步的
戰鬥力和保障力。相信用不了多久，中國的福
建艦將會成為大洋上的最強戰艦，並將為中國
研製下一代航空母艦奠定堅實基礎。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擁有航空母艦的
目的，是為了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為
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國不
會用航空母艦去稱王稱霸，這一點完全不同
於美國。美國把11艘航空母艦作為其稱霸
全球的軍事工具，而中國早已莊重承諾就算
強大起來也不稱霸。相信國際社會都很清
楚，中國發展航空母艦是世界不安定局勢下
的一股正能量，亦是中國維護世界和平與穩
定的重要力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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