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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充斥为反而反心态 政治内耗阻碍管治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赵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

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了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保安局局长黎栋国为团长的香港纪
律部队交流团全体成员。

张德江说，香港回归祖国
"#

年来，
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局面，“一国两制”方
针和基本法得到切实贯彻执行，取得举
世公认的成功。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
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香
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取得的成绩来之
不易。新一届政府在行政长官梁振英领
导下，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既着眼
当前，又谋划长远，稳中求进、务实有
为。中央政府对行政长官梁振英和特
区政府管治团队的工作是满意的。

张德江说，香港的地位取决于经
济发展，保持经济繁荣是香港的第
一要务。关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

中央的原则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就是必须坚持“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按照基本
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积极、稳
妥推进香港民主发展，最终达至普
选目标。香港无论是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还是进行政改、推进民主，
都要讲法治，都需要有一个稳定和
谐的社会环境，这是广大香港市民
的根本利益所在。

张德江充分肯定香港纪律部队在
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安全、
保障“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顺利
实施、维护香港法治和社会稳定、服
务广大香港市民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他希望香港纪律部队再接再厉，
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维
护香港法治和繁荣稳定，继续加强两
地执法交流与合作，为推进“一国两
制”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德江会见
香港纪律部队交流团

自从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新加坡以弹丸之地，很快成就了一段发展的

传奇。这与新加坡社会文化、政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加坡拥有多个政党，但人民行动党一直执政，并且以压倒性多数控

制着议会。这是历史和现实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新加坡独立时，社会

发展水平低下，人民拥有危机意识，需要一个强大领导核心率领大家

共渡时艰。因此，精英的人民行动党走上执政舞台堪称历史的选

择。此外，人民行动党执政多年，占有广泛的执政资源，拥有

丰富的执政经验，其他反对党想取而代之绝非易事。

尽管如此，新加坡并未失去民主的特征。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与高效也很著名。民众理性、

文明，法制健全、有力，成为杜绝滥用民主的合

力。在新加坡的民主活动中，不能进行无中生有

的人身攻击，更不能用暴力发泄不满，否则就

要面对法律制裁，也会遭到舆论唾弃：民

主决不是相互谩骂，或是拖延效率的

平台。

新加坡发展的一段传奇
本报记者 王 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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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文媒体评两岸关系———

“不独不统”难永存
提要：当今世界，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并不平静，台湾既不可能置身

事外，也不可能站在与自己同文同种的同胞敌对的一方。一旦有个风吹草

动，与大陆政治、军事关系难题未解的台湾，将如何应对？

台湾师范大学近日举办“
!""

开发成果发表记者会”，推出
#

款游戏学

习
!""

软件，旨在将教育与手机等移动通信终端相结合，通过游戏的形式

提升学生和大众的学习兴趣和成效。

图为工作人员在记者会上演示一款学习古诗词的游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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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鲁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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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洲海鲜展在香港会议展览

中心举行，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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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及

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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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参展商参展。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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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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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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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记者齐湘辉） 台北
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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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对台湾富少李宗瑞涉迷奸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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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女性案作出宣判，迷奸部分依触犯强制性交罪判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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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偷拍部分依妨害秘密罪判刑
!

年
"$

月。

李宗瑞现年
&'

岁，
系台湾某金融界人士私生
子。其性侵事件因涉及多
位演艺人士，并有不少偷

拍影像在互联网流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李宗瑞被控自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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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在台北市娱乐
场所认识多名女子，趁女子不注意，将安眠药掺
入香槟或矿泉水后骗被害人喝下，待受害人不省
人事后带往自己住家性侵，并偷拍性侵过程。

富少李宗瑞被判18年半

香港在“四小龙”垫底

本报电 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香港，
今日不仅被新加坡超越，也被亚洲其余两小龙
韩国和台湾抛离。问题症结何在？香港民建联
议员钟树根近日在 《大公报》 撰文指出，社会
的极端政治化，反对派煽动政治斗争，导致社
会内耗、民生停滞、基建规划受阻、经济发展
空转、产业转型沦为空话等等，都是当中原因。
而“占中”若不能得到阻止，势成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需引起市民的高度警惕。

以下为钟树根先生的文章摘编：
同为亚洲城市的香港与新加坡，由于两者都

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历史背景相似，人口结构
和数量相近，经济活动也是以转口港、商业和服
务业为主，因此经常被人拿来比较。而事实上，
新港在不少国际排名榜上皆出现激烈竞争，例
如货柜港吞吐量排名、经济自由度排名、政府效
率排名等等，正因如此，两地才被称为现代版本
的《双城记》。但故事发展下来，香港却渐呈堕
后之势，各类排名被新加坡“超车”，令人担忧
这个双城故事将如何持续下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发表新施政蓝图，其
中最受港人瞩目的，是宣布增加置业资助，确保
月入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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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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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的新加坡基层
家庭，也有能力购买

'

房
'

厅的组屋，变相“有
工做就有楼”。

新加坡获得跨越发展

在香港，“置业”是每个家庭的梦想，看见
星洲（新加坡）人民可以获得政府资助买楼，难
免恨得牙痒痒。虽然有学者认为，新港两地情况
有别，难作比较，但一些反对派人士仍乘机“抽
水”，指星洲政府施政的积极进取反映出特区政
府如何不济云云。笔者却认为，本港发展落后
新加坡，源于反对派煽动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内
耗、民生停滞、基建规划受阻、经济发展空转、
产业转型沦为空话。

上世纪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香港，向
以拥有高效率、高速度的政府、公仆团队和商业
运作而闻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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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
杂，反对派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选票，
愈来愈倾向使用激进和炒作等手段，将政制发
展、房屋和经济议题政治化，令政府施政寸步难
行。观乎今次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资助置业、增加
土地供应建屋、扩建机场、搬迁货柜码头、终身
医疗保障、改革教育等措施，感觉上似曾相识，
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其实也有类似计划提出，例
如增建第三条机场跑道、增加土地和资助房屋供
应、兴建十号货柜码头、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
桥、医疗融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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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免费教育等等。那些
评论指香港政府不如新加坡，没有施政蓝图的

言论，实在是有欠公允。

极端政治化阻碍管治

在新港双城记的竞争中，港方正不断落后是
无可否认的现实；而且不单新加坡，亚洲其余两
小龙韩国和台湾，其发展也远远抛离香港。究其
原因，在于本港社会日趋政治化，反对派喜欢无
风起浪，透过司法复核、盲目保育、政治争拗、
煽动示威、议会拉布，甚至占领中环等手段，拖
垮政府提出的施政建议。新加坡提出辟地建组
屋，举国响应；香港建议开发新界东北，却换来
反对派激进青年高呼要下乡耕田、不食内地有毒
菜、要保育不要发展等盲目口号。又例如港珠澳
大桥对香港的区域枢纽地位至为重要，却遭无耻
“状棍”煽动老人入禀司法复核阻碍逾年；现时
机场第三条跑道看来也是难逃司法复核的宿命。

香港政坛已经到了一个不理性的地步，反对
派不是为了“做好件事”而去反对，而是“为搞
乱而反对”。当社会上充斥一种“为反而反”的
心态，即使再好的施政建议、再能干的政治领
袖，也难以推动社会进步。当年陈水扁在台湾
“执政”，大搞“去中国化”意识形态斗争，全社
会就空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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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如今马英九上台，民进党的
“台独”路线也遭选民唾弃，台湾转而重视与内
地进行经济合作，签署

,-.!

令岛内经济得以重
新启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例子。反观香港，
我们今天走的，却是台湾人已经厌倦了的政治内
耗歪路。

“占中”成压死骆驼稻草

反对派经常声称，香港政治的乱局是源于没
有民主、没有普选。但事实上，香港现有的民主
水平已比殖民时代高出不少；至于普选，中央政府
也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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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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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释法承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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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行特
首普选，之后再实行立法会普选，以平息本港的
普选争拗，转而全力发展经济民生。可是反对派
却不肯善罢甘休，继续在普选定义和提名资格上
大搞分歧，甚至提出违反《基本法》的“全民提名”
建议，误导民情。反对派偏激的政改主张不获采
纳，便转而拖垮本港经济发展，事事反对阻延，又
以占领中环作筹码，逼迫中央和港府妥协。

面对强邻环伺，新加坡人讲团结，求
发展；而香港在拥有祖国的强大后盾
下，却不断内耗自残。惟有港人充
分认识到反对派的祸港阴谋，
香港才能在这场双城记
的竞赛中从后赶
上。

本报电 美国 《芝加哥华
语论坛》日前刊载《两岸关系的
发展不进则退》 一文指出，对台
湾来说，长久的“不独、不统”的
中间道路是不会有的。面对两岸不断
取得的和平成果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台
湾要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义无反顾，
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水平提高和扩展到
一个新的层次。
文章摘编如下：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到今天，给海峡两岸
特别是台湾同胞带来巨大的红利，更重要的
是，已为两岸政治关系的正面发展打下一个极
为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
两岸和平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让越来越多

的民众认识到，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处于一个命
运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分则两

伤。这已成为岛内外绝大多数民众的共识。但另
一方面，现在两岸政治领域关系的发展却仍然举
步维艰，前进缓慢，不能适应当前两岸经济和其
他诸如文化或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步伐。可以说，
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关系发
展的配合，那么“双赢”的经济关系早晚会遇到
“瓶颈”，甚至对经济合作造成负面和消极的影
响，这是两岸人民都不愿意见到的。

从地区和世界战略的角度来看，两岸的关系
也必须尽快大步向前发展。人们将会看到，包括
台湾海峡和台湾岛在内的亚洲并不平静，未来
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咄咄逼人的亚洲
“再平衡”战略，日本的“修宪”和侵吞钓鱼
岛的狂妄言行，以及从某些地方一些不时冒出
来的“中国威胁论”等等，都在提醒我们，需
要“居安思危”，对于可能的地区局部冲突要
有所准备。台湾处在这个并不会一直风平浪静

的地区，既不可能置身事外，也不可能站在与
自己同文同种的同胞敌对的一方。一旦有个风
吹草动，与大陆政治、军事关系难题未解的台
湾，将如何应对？

台湾有些人总幻想依靠美国的实力来撑腰。
其实，只要想一想，中美已经在构筑新型的大
国关系，美国会轻易为台湾牺牲自己的国家利
益吗？再说，靠美国的军售能保证台湾的安全
吗？

就台湾岛内来说，长久的“不独、不统”的
中间道路是不会有的。试想，现在台湾还有哪个
有识之士会希望和主张倒退到“陈水扁时期”？
“台独”思潮在岛内外并没有绝迹，但两岸

关系停滞一定会引向倒退，从而制约民族复兴的
大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
所有中华儿女都要倍加珍惜。这种关系需要维
护，需要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和实践。

香江漫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