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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特赦兒子亨特、候任總
統特朗普任命親屬的行為，引發了社會
輿論的廣泛討論。然而，美國人民對此
的反應卻呈現出複雜的兩極化局面。一
方面，部分人表現出無動於衷，似乎對
此類事件已經習以為常；另一方面，許
多美國人雖對此深感不滿，卻在政治體
系的制約下顯得無能為力。

「部落思維」加劇政治幻滅感
美國政治近年來極端兩極分化，民

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對立不僅體現在
政策分歧上，也影響了公眾對政治事
件的態度。對於拜登的支持者來說，
特赦亨特可能被視為「保護家人」的
必要之舉；而對於特朗普的支持者，
任命親屬則被看作是「信任家人」的
表現。

這種黨派忠誠使得選民對自家陣營
的政治人物持包容態度，同時對對手
陣營的類似行為卻嚴厲批評。這種雙
重標準不僅削弱了公眾對政治腐敗的
整體警覺，還讓人們對類似行為逐漸
麻木。

美國選民對政府的信任，在過去幾
十年中逐步下降。水門事件、金融危
機、伊拉克戰爭等事件接連打擊了公
眾對政府的信心。政治醜聞頻發讓許
多人對「以權謀私」現象習以為常，
甚至認為「所有政客都一樣」。

這一幻滅感讓部分民眾不再關注具
體事件，而是將其視為政治體系本身
的不可避免之處。這種態度導致公眾
對政治醜聞的反應趨於冷漠，認為自
己的關注或憤怒無濟於事。

媒體生態分裂分權制衡失效
美國媒體生態的分裂進一步助長了

公眾的無感化。一些媒體對拜登特赦
亨特或特朗普任命親屬的行為進行強
烈批評，而另一些媒體則選擇為其辯
護或淡化影響。不同立場的媒體對事
件的報道傾向往往強化了公眾的既有
立場，而不是促使他們對問題進行深
刻反思。

這種信息過濾效應讓事件的討論範
圍局限在「各說各話」的輿論場中，
難以形成廣泛共識。對許多普通民眾
而言，這種複雜的媒體話語進一步削
弱了他們的興趣和行動力。

美國的政治體制強調分權制衡，但
同時也使得公眾對具體問題的影響力
受限。例如，總統的特赦權被設計為
行政權力的一部分，幾乎不受國會或
司法機構的干預。在這樣的制度安排

下，公眾無法通過傳統的民主手段直
接制約總統的行為。

特朗普的親屬任命則暴露了反裙帶
關係法的不足。這些法律漏洞需要國
會通過新法案來填補，而這往往需要
很長的時間和複雜的程序。在此期
間，公眾的抗議和不滿往往難以轉化
為具體的政策行動。

雖然美國民眾擁有集會、遊行和請願
的權利，但要讓這些行動真正產生政治
影響並不容易。首先，動員足夠多的民
眾參與需要強大的組織力和資源；其
次，現代社會中，人們的注意力常常被
分散在其他更直接影響生活的問題上
（如經濟壓力、就業問題等），使得推
動政治改革的動力不足。

此外，許多人認為，無論採取何種
行動，都會因為體制內部的利益糾葛
而被擱置或扭曲。這種無力感進一步
削弱了公眾採取行動的意願。

在當前高度分裂的政治環境中，公
開表達對某位領導人的批評可能招致
強烈反對甚至人身攻擊。一些美國人
擔心，參與抗議活動或表達政治不滿
可能會導致個人風險（例如在社區內
被孤立或在工作場所受到影響）。

這種風險感使得許多人選擇在私人
領域討論政治問題，而非公開表達不
滿。這種現象導致了抗議活動的規模
和影響力不足。

公眾對權力濫用冷漠無奈
美國人民對以權謀私現象的反應呈

現「置若罔聞」與「無能為力」並存
的局面，這反映了美國政治文化的深
層次問題。公眾的冷漠並非因為不關
心政治，而是對當前體系缺乏信心；
公眾的無力感也並非完全不可改變，
而是需要更有效的體制改革和參與機
制。

美國的政治現狀，無論是公眾對權
力濫用的冷漠，還是政府行為的缺乏
問責，都與深植於兩黨制度中的「部
落思維」密切相關。兩黨政治不僅強
化了黨派對立，也為各方推卸責任提
供了借口，同時激化了日益嚴重的仇
外態度，進一步削弱了社會的團結與
政治體系的效率。

美國的「部落思維」不僅是兩黨
制度的產物，更是公眾心理和政治
文化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當兩黨
政治成為推卸責任的工具，仇外情
緒又被用來轉移注意力，美國社會
的團結與政治體系的有效性都受到
了嚴重挑戰。

滕紹駿 美中公共事務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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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日是國家憲法日。深入認識國家憲法，對香港市民全面
準確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有重要意義。憲法說明，創設特別
行政區、建立特別行政區的制度，權力在中央。香港社會各界須
持續加強對國家憲法的認識，準確把握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
度自治權的關係，這樣才能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李慧琼 全國人大常委 立法會議員

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
方針是以憲法為依據制定的。我
國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
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
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
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
定。」與此相適應，第62條第14
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
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
度」。全國人大是根據這些規定
制定基本法、設立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如果我們否定憲法對香港
的適用性，就等於否定了「一國
兩制」的全部法律基礎。

憲法賦予中央擁全面管治權
憲法這些規定也說明，創設特

別行政區、建立特別行政區的制
度，權力在中央。選舉制度是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治制度和政治體
制的重要組成部分，2021年中央
完善特區選舉制度，也是根據憲
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而
進行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
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
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建立健
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決
定》明確指出，有關做法的法律
依據除了憲法第31條、第62條第
14項，還包括第62條第2項和第
16項。後兩項條文規定，全國人
大的職權包括「監督憲法的實
施」、「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
關行使的其他職權」。

由此可見，在「一國兩制」的
落實中，憲法的規定構成了中央
全面管治權的基礎。香港基本法

作為根據憲法制定的一部全國性
法律，也明確列出了中央的權
力，但我們不可以簡單地理解中
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只是局限在這
些範圍中。

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區
立法的備案審查權為例，有關
權力在香港基本法第17條有明
確規定，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法
律一直按此規定報全國人大常
委會備案。雖然全國人大常委
會從未根據該條例將特區訂立
的法律發回，但不等於這個權
力不存在。

香港立法 中央有權審查發回
這個權力的源頭也是國家憲

法。憲法第67條規定，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職權包括「解釋憲法，
監督憲法的實施」；「解釋法
律」；「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
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
定和命令」；以及「撤銷省、自
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
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
相 抵 觸 的 地 方 性 法 規 和 決
議」。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決定》提到，要「完善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全
面貫徹實施憲法，維護憲法權
威」，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完
善合憲性審查、備案審查制
度」。去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出了《關於完善和加強備案審
查制度的決定》，提出要加強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行政法規和地方
法規等下位法的備案和審查工
作，做到「有件必備、有備必
審、有錯必糾，切實保證黨中央
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保障憲法和
法律實施，保護公民、法人和其
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法

制統一，推進全面依法治國」，
要求相關法規必須在公布之日起
30日內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工作的重點
內容包括相關法規是否符合憲法
規定、憲法原則和憲法精神，以
及是否超越權限、違反上位法規
定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企
業事業組織和公民可以依法書面
提出審查要求或建議。

《關於完善和加強備案審查制
度的決定》第21條特別提出要健
全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備案審查
機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依據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加強對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
制定的法律的備案審查工作，維
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
區憲制秩序。」因此，對基本法
第17條規定的備案和審查工作進
一步規範化、制度化，是推進全
面依法治國的其中一項必要工
作。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5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
指出，「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
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相統一」；「中央政府對特別行
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特別
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同時
中央充分尊重和堅定維護特別行
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落
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
政區高度自治權是統一銜接的，
也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夠把特
別行政區治理好。」

香港社會各界須持續加強對國
家憲法的認識，準確把握中央全
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
係，這樣才能推動「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今年施政報告提
出，為增加醫生，並
配合香港發展成國際
醫療創新樞紐，除增
加現有兩所醫學院培
訓學額外，特區政府

支持本地大學籌建第三所醫學院，並
於北部都會區牛潭尾預留土地，發展
新醫學院校舍及新綜合醫教研醫院。
有「AI教主」之稱的英偉達(NVIDIA)創
辦人黃仁勳上月來到香港接受香港科
技大學頒發的工程學榮譽博士學位，
其間接受訪問，認為大灣區是全球唯
一一個同時擁有機械、電子和人工智
能三大前沿科技的地區，寄語香港要
把握這個大機遇。他的說話提醒了香
港要興建「創新型醫學院」，需要力
求創新，擁抱和善用現在的科技人才
和資源，迎接人工智能革命的到來，
以釋放社會蘊藏良久的巨大創造力和
發展活力，造福萬民。

以黃仁勳今時今日在世界科技界
及金融領域上的影響力，我相信願
意頒授博士學位給這位千億富豪的
大學多不勝數，問題是他願意接受
哪間大學的學位而已。黃仁勳選擇
了香港科技大學，原因離不開香港
科技大學在科研領域上的國際地
位，遠的不用說，至今仍然雄霸世
界無人機市場的大疆創新，其創辦
人汪滔正是該校的電子及計算機工
程學系畢業生。

放眼大灣區發展前沿科技
另外，香港科技大學校長葉玉如教

授不僅是世界知名的腦神經科學家，
同時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及美國科學
院外籍院士，而且是國家在港「分子
神經科學重點實驗室」的領軍人物，
專攻困擾全球的阿茲海默症。2022年
習近平主席來港視察時，也專程前往
科學園參觀由她領導的「香港神經退

行性疾病中心」。國家及特區政府對
她的重視已清晰可見。

香港科技大學領導層中的另一「猛
人」，是其校董會主席沈向洋。他是
人工智能方面的專家，在2013年至
2019年期間曾出任微軟全球執行副總
裁。在2024年的QS全球大學排名榜
中，香港科技大學的數據科學及人工
智能學科已位列全球第十，是中國唯
一能躋身前10名的大學。這解釋了為
何黃仁勳在香港科技大學的「爐邊談
話」中形容香港科技大學就是亞洲的
MIT(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這對香港
科技大學，以至全港高等院校來說，
是一次很大的加持。他更明言，英偉
達希望能夠聘用更多香港科技大學的
畢業生，難怪有政圈人士在說，環視
香港的高等院校裏，能夠邀請像黃仁
勳這位「AI教父」來港演講，現時恐
怕只有香港科技大學一家。

值得留意的是，黃仁勳對正努力開
拓新產業的香港給出了兩項重要的忠
告。

首項是他點出了大灣區已擁有了極
大的競爭優勢。他說，若問全球機械
技術最強的國家是哪個？大家一定會
答：德國。若問電子技術最發達的國
家，答案會是：日本。不過，這兩個
國家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的發展如今
卻遠遠落後於中國，而大灣區是全球
唯一一個同時擁有機械、電子和人工
智能三大前沿科技的地區，而這三項
技術均能迅速應用到三種重要劃時代
產品：無人機、智能汽車和機器人，
所以他表示自己會密切關注大灣區的
發展，香港人應看懂這個大機遇。

迎接人工智能革命推動醫療進步
第二項他給香港的忠告，是針對香

港籌建中的第三家醫學院。在香港科
技大學的「爐邊談話」中，作為主持
人的沈向洋問黃仁勳對該校構思中的

新醫學院有何建議。黃仁勳認真地從
自己在2018年世界科學計算大會（超
級計算）的碰壁故事說起。他說，當
時他是想向與會者介紹人工智能，卻
受到很大懷疑。接着，他忠告香港科
技大學，該校的基礎專長在科技、計
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世界上幾乎所
有醫學院都是從一家醫院開始，現在
才試圖將人工智能和技術融入其中，
這通常會遇到對科技的懷疑和不信
任。因此，如果第三間醫學院由香港
科技大學設立的話，將有機會是歷來
第一次從設院開始就擁抱科技。

不管建設新醫學院的重任落在哪家
大學，香港都可擁有一個把醫療行業
推上新台階的好機會。作為一個普通
香港市民，我當然渴望香港能盡快建
成一所擁抱科技的醫學院，培養出新
一代的醫生，既造福香港，也希望可
以帶動內地醫院全面革新。正如黃仁
勳的判斷，香港科技大學有心及有能
力興建一所擁抱科技的「創新型醫學
院」，定能為香港作好迎接人工智能
革命的到來。日後的醫科畢業生即使
不從事科研，他們都必須認識科技，
情況就像今天的醫生，不能不懂用電
腦那樣。

故此，特區政府須掌握正在高速發
展的科技大勢，進而敢於騰籠換鳥地
創新，堅定不移推進改革。正如習近平
主席2022年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
禮上發表的七一重要講話提出的「四
點希望」， 其中一點就是「不斷增強
發展動能」，表示「中央全力支持香
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
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
創造力和發展活力」。香港要增強發
展動能，積極穩妥地全速向前，興建
一所「創新型醫學院」以釋放社會蘊
藏良久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並
造福萬民。

香港要建擁抱科技的創新型醫學院
胡定旭 醫管局前主席

黨爭加劇制衡失效
美國禮樂崩壞

北部都會區發展規
劃描繪未來發展藍
圖，是促進香港長遠
發展的最重要引擎之
一。早前，80多家企
業代表參與簽署發展

意向書或戰略合作協議，可說是工商
界以實際行動，體現對北都區未來發
展的衷心期許。

北都區是香港未來新引擎
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在深圳舉行的香港工商界人士座
談會上指出，香港也不能僅靠傳統優
勢「一招鮮、吃遍天」，必須銳意改
革，主動作為，在變局中打開香港新
天地。要大力推動創科發展，加大創
科資源投入，壯大創科產業規模。夏
寶龍主任這次講話為工商界企業家在
港長遠投資，注入無限信心動能。

實踐明天的願景，有賴今朝的規
劃。北都區規劃涵蓋未來廿載發展，
尤其與深圳和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高
質量合作、錯位發展，將為各行各業
提供前所未有的龐大發展商機。行政
長官李家超在北都區發展簽署儀式上
指出，特區政府決心帶領社會各界和
市場力量參與投入，鼓勵企業積極參
與北都區的土地發展、商業建設、創
新科技等產業項目，包括「片區開
發」的新發展模式，攜手實現願景。
特區政府如炬目光，照亮前路，無疑
令工商界積極參與北都區投資建設，
信心大增。

筆者認為，北都區發展要加倍煥發
力量，必須政府和商界加強合作，由

政府負責整體規劃、頂層設計，再由
各商界企業按本身的強項參與投資合
適項目，締造強大發展動力，為商界
投資北都區、配合大灣區建設建立信
心，營建氛圍。

灣區協同推動先進製造業發展
北都區與深圳兩城相鄰，創科合

作、無縫對接，有助直接推動本港
「南金融、北創科」發展格局。特區
政府既是積極推動北都區發展，工商
界必須早着先鞭，為長遠參與該區投
資發展，把握契機，主動部署。

筆者建議，未來的北都區規劃發展，
必須要對接好大灣區發展戰略，把北都
區打造成為「戰略性發展功能區」，更
有效善用大灣區各類要素資源，強化香
港在大灣區發展中的角色。

地理上對接深圳和大灣區，北都區
優勢尤為明顯。對此，香港工商企業
宜加善用，深化彼此創科合作，將科
技研發和產品製造分成兩個產業鏈的
不同端，北都區專注科技研發，而大
規模的生產環節則落地在大灣區其他
城市，共同推動大灣區先進製造業協
同發展。

香港工商界應注入新思維，探討與
大灣區內地企業在北都區推動不同模
式的業務與投資合作，積極進行前期
研究和準備，包括推動高增長性的創
新型業務發展、吸引更多國際資源在
區內發展創投和創新孵化器，長遠為
北都區以至整個大灣區開拓新發展新
商機。筆者相信工商同心，結合北都
區的優勢與灣區的創新，將可激發出
最絢麗的火花。

蔡冠深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投資北都區工商界應注入新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