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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日，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举行半年一度的开放日活动。本次活
动主题为“祖国好、香港好”，约 2600余名来自全港 18区的议员及民众代表
参加。公署外交官悉心为来宾讲解国家发展、外交成就和文物陈设，俨然一
场“思想和文化的盛宴”。

图为来宾仔细观赏外交成就展示图片。 本报记者 陈 然摄

“祖国好 香港好”“祖国好 香港好”

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近期备
受西方质疑。先是今年3月份，评级
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把香港的评级展
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随后
4月初，英国智库机构Z/Yen发布全
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香港首次跌出
前三甲，排名被新加坡超越。美欧和
日本不少唱衰香港经济的声音借机抬
头，指出三大世界金融中心“纽伦
港”（纽约、伦敦、香港） 之称将不
复存在，转而被“纽伦坡”（纽约、
伦敦、新加坡） 代替。香港国际金融
中心的地位真的不保了吗？

金融地位25年内难被取代

英国银行家、汇丰银行行政总裁
欧智华对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依
旧保持乐观。他不久前在参加一个论
坛发言时表示，受惠于人民币国际
化、“一带一路”和内地经济向消费服务业转型，
香港无需惧怕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会受到动摇，
而且在“一国两制”优势下，香港会继续主导人
民币国际化发展。所以他认为，香港的亚洲金融
中心地位25年内难被其他地区取代。

多名专家学者和特区官员与欧智华持同样的
观点。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

（深圳）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香港在某些方面
是有固有优势的。数据显示，2015 年，港交所在
IPO方面的集资总额高居全球榜首，而新上市公司
数也创出历史新高，而同期新加坡挂牌上市的企
业融资额降至 2001 年以来最低点。郭万达说，香
港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股票市场、融资市
场，另外IPO融资额在全球排名前列。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4
月 10日在网络发文表示，香港的资本市场稳健成
熟，信用状况良好，加上法制完备、资讯自由流
通、专业人才汇聚，凭借这些优势，香港一直在
国际金融市场占重要席位。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也对外表示，香港连续
22年获选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他对香港金融中
心地位有信心。他认为，香港的经济繁荣有赖于法
治精神和自由经济，而香港与内地紧密的关系，使
香港成为不少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选择。另外，内
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会进一步巩固香港成为人
民币离岸市场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未来还有多重利好机遇

有人认为，香港金融指数和排名的下滑是受
内地经济下行的影响，这种看法无疑显得过于简
单。其实，内地经济发展对香港带来的机遇比拖
累多。

全球经济都面临下行风险，许多先进经济体
复苏缓慢，有部分新兴经济体更陷入衰退。而内
地在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
贡献达 1/3，未来更是能为香港提供多重利好机
遇。“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强化香港成为人
民币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一带一路”
也让香港有新市场可拓展。从具体数字看，一季
度内地流向香港的直接投资为206.8亿美元，同比
增长61%。香港若能抓紧机遇，金融中心地位依旧
稳固。

比如在绿色金融领域，欧智华称，随着全球
合力减少碳排放，“一带一路”的基建投资不少与
环保相关，内地也在加强环境保护。单是“十三
五”期间与内地相关的绿色金融融资需求将达770
亿美元，估计其中最大需求将来自珠三角一带，
令香港自然成为绿色金融最大需求的金融中心。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支持广东、福建和
天津自贸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实施细则，其中
包括不少重要的政策创新和突破，给香港金融业提

供很多合作机会和空间。有分析表
示，三个新自贸区企业有较强融资需
求，它们的加入必将提升香港的国际
资产管理和融资中心地位，香港各银
行也可以借机拓展现金管理业务。这
对香港金融业来说又是一大利好。而
这样的机遇，只要香港能用足用好，未
来肯定还会再出现。

排名确实反映一些问题

虽然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依
旧强劲，但不可否认的是，排名的变
化确实反映了香港经济中的一些问
题，值得反思。

有分析指出，香港排名输给新加
坡，是因为新加坡胜在有商品交易市
场。新加坡是亚洲最大的橡胶、原
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而
香港则拥有股市、债券市场、大宗商

品市场和外汇市场。不过长期以来，香港偏重股
票市场发展，债券市场、商品交易和外汇市场发
展深度不够，令几个市场发展步伐较慢。无论是
横向拓展与其他市场合作，还是纵向改革几个市
场的体制，香港都有欠缺。香港若想保持竞争
力，必须着重考虑如何修补这些缺点，大力发展
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加快建设全面、多元
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拓展金融市场的深
度和广度。

另外还有一个对香港不利的因素，就是其社会
氛围。郭万达说，近年来香港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政
治化倾向，市场环境方面也落后于新加坡。

虽然近一年多来，新加坡也面临较大的经济
增长压力，但总体看，新加坡政局、市场环境皆
稳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资本进出自由，受到
的各种非经济金融因素干扰很少。

相比之下，香港这一年多来政治环境不稳
定，已经影响到经济发展。商业贸易、旅游业、
房地产等经济产业都出现较大幅度下滑。2015 年
香港与内地贸易额同比下降 8.3%，旅游业和零售
业更是连续数月“跳水式”下跌。

郭万达表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和法治
意识对排名来说都很重要，香港想保持竞争力，
前提是必须拥有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否则，目
前所有的这些固有优势都无法发挥，甚至还会危
及香港金融的发展与稳定和自由港的地位。

固有优势还在 未来机会不少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依然稳固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常有人对陈桑感叹说，你的人生很传奇。他其
实不大喜欢这个词，说我又不是黑道，什么传奇？
陈桑选择了这条路，考虑到冷战后两岸的历史处
境，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的。”近日，在北京举
行的台湾社会运动家陈明忠回忆录 《无悔》（简体
版） 新书发布会上，责任编辑李娜说。

在回忆录的封面上，这位知名“统左派”（统派
加左派） 领袖蹙眉沉思的头像旁立着两句话，“‘二
二八’事件当事人”、“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
穿越历史风云，活动现场被众人尊称为“陈桑”（日
语发音） 的耄耋老人陈明忠，在回忆过往时依旧饱
含激情。

“改变我一生的事发生在高雄中学，那时我第一
次意识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在受日本
同学歧视欺凌、被骂作“清国奴”后，陈明忠的民
族意识开始觉醒，从此走上反抗之路。

日据时代出生的陈明忠除了反对殖民统治，还
将受压迫的经验推己及人。作为地主的儿子，陈明
忠有感于家中佃农的卑微处境，产生了阶级意识，
并最终“背叛自己的阶级”，追求社会主义理想。

由于国民党接收台湾时的劣政及“二二八”事
件，许多台湾青年抛弃国民党的“白色祖国”，走向
共产党的“红色祖国”。陈明忠也是其中之一，他在
回忆录中写道：“日据时代反日，光复后反国民党，
这样的年轻人都是时代的先觉者。那时，怀抱理想
就是掉脑袋的事情。”

1947 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陈明忠加入
“二七部队”，后担任敢死队队长，在枪林弹雨中完
成自己的成人礼，并随即加入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
组织。1950 年白色恐怖期间，陈明忠被捕。十年后
出狱，他凭借优异的化学知识，在制药厂工作并升
任厂长。1976 年再度被捕，原被判处死刑，后经多
方营救得以减刑，并在入狱11年后保外就医。

二度入狱时，陈明忠受尽折磨。负责审问的人
事后告诉他，一般人都扛不住第二轮刑讯，不管让
说什么都会认。第三、第四轮刑讯只在陈明忠身上
用过，而他是“警总有史以来头一个”四轮之后还
不认罪的人。陈明忠在书中说，他在百般受虐中体
会到，只要精神没有崩溃，肉体上的痛苦是可以忍
得住的。

在上台发言时，陈明忠蹒跚的步履不只诉说着

岁月，还透露他遭受酷刑的讯息。虽膝盖被酷刑所
毁，他的步迈依然坚定。演讲过程中，轮椅上的陈
明忠还特意展示预先准备的材料——一本杂志的封
面和内页，另有印制好的一叠文档。“除了高喊‘共
产党万岁’，他们还在笑。”陈明忠指着材料中的照
片，介绍革命同仁就义时的情景。“他们相信最后的
胜利，为了理想心甘情愿，所以在死时会笑。”

狱中的难友们在那时，便会为临刑的同志唱起
《安息歌》，陈明忠一边介绍，一边情不自禁地哼
唱。现场嘉宾也随之齐声轻唱，共同陷入对历史的
追怀。“我沿着他们鲜血照亮的路走，始终没有离
开。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我坐了 21年的牢，可是我
没有后悔。”陈明忠说。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回望一世，陈明忠认
为，牵头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为统
派活动提供基础，促成连战大陆“破冰之旅”、推动
两岸和解，都或可告慰平生。

“我的回忆有意义吗？”在为成书而作的访谈
中，陈明忠多次询问。在李娜看来，陈明忠的一
生，无论作为台湾百年离乱的见证，还是红色理想
在战后东亚的一种艰困实践，答案都不言自明。“他
的回忆，不是 80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是对现实斗
争的坦然面对。”李娜如此总结。

发布会结束后，陈明忠在受访时说，“台湾的发
展离不开大陆，希望两岸民众都能增加对彼此的了
解，推动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台湾统派陈明忠书写无悔人生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台湾统派陈明忠书写无悔人生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国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和香港交易所标识旗飘扬在香港中环交
易广场。 伍永健摄 （新华社发）

国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和香港交易所标识旗飘扬在香港中环交
易广场。 伍永健摄 （新华社发）

本报香港4月18日电（记者尹世昌）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日前宣布，
其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戏曲节”将于6月17日至8月14日举行，为观众献上
多元化的节目，共展演7台不同剧种的精彩舞台演出，当中包括重点推介“纪
念汤显祖逝世 400周年”的昆曲清唱及昆剧演出，还有迎合猴年的“南北猴
戏”系列。

为纪念明代伟大戏剧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岳美
缇、梁谷音、张洵澎和张静娴联同上海昆剧团一众优秀演员，呈献 《临川四
梦》 昆曲清唱会，演绎汤显祖四大名剧 《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

《南柯记》的精彩唱段；还将演出《牡丹亭》及其他经典折子戏。此外，戏曲
节委托本地昆曲学者古兆申重编名剧《紫钗记》，由浙江昆剧团制作演出，还
将演出《蝴蝶梦》和四出折子戏。

今年适逢猴年，戏曲节特别以猴戏艺术为题，呈献“南北猴戏”系列。
“猴戏”泛指模仿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戏曲表演，以灵动活泼见长。一代京剧猴
王李少春之子兼著名京剧演员李宝春将联同北京京剧院青年团，演出 《孙悟
空大闹天宫》。享誉全国的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则演出脍炙人口的绍剧猴戏，
展现南派粗犷刚烈的风格。

4 月 18 日，台湾竞争力论坛在台北举行
《中国大陆“十三五”规划评析》 新书发表
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
国表示，大陆“十三五”规划的目标若能实
现，未来 5 年每一年的 GDP 增长额都将相当
于 1.3 个台湾，台湾必须抓住大陆“十三五”
机遇，否则不进则退，发展堪忧。

《中国大陆“十三五”规划评析》 从农
业、工业、服务业、区域发展和城镇化、环
境保护、教育与文化发展、社会福利与公共
服务、对外贸易与投资以及对台政策等方面
深入解读“十三五”规划相关内容。该书旨
在评析今后5年大陆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发展策
略，为台湾各界掌握大陆发展方向提供参
考。该书由庞建国主编，集结岛内研究大陆
经济的 10 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度评析，其中包
括台湾经济研究院新兴市场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谭瑾瑜、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张
五岳、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墙、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詹火生等。

发表会上，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
辉表示，“十三五”规划勾勒了2016年至2020
年大陆的建设蓝图和发展路径，更涵盖政
治、经济、社会、外交、人口等各领域的整
体发展策略。台湾基于 2016 年选后的局势，
对于“十三五”规划着墨不多，但在两岸经
济互动频繁的今天，为避免台湾经贸边缘
化，应该对“十三五”规划有进一步的掌
握，试着从中找到可以利用的发展机遇。

谭瑾瑜认为，未来5年，大陆处在做强制造

业并推动由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服务业为
主转变的关键时期。准确把握这种转变，才能
把握商机。“大陆台商正在转型升级，积极参与
大陆经济调结构的进程。未来，随着大陆服务
业的开放和发展，还会产生大量新台商。”

庞建国表示，中国大陆过去八九年对全
世界经济成长的贡献大于美国与日本之和。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文表示，大陆未来 5年
的 GDP 增长将设法维持在 6.5%以上的水准，
大陆目前的GDP约为台湾的20倍，也就意味
着大陆的经济增长体量每年会出现一个台湾
的份额，“台湾要把这当威胁还是机会”？

庞建国认为，“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并将创新放在首位，显示大陆官方要转换增
长动能、改变发展方式的决心。他举例说，

“创客”是全球流行的经济概念，而全球最大
的“创客”聚落，就在大陆的深圳市。

“十三五”规划纲要出现了“坚持‘九二
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字眼，庞建国说，
这是“九二共识”首次写进大陆的五年规划
纲要，意味着最少在未来5年中，台湾方面如
果不接受“九二共识”，或者对“两岸同属一
中”没有让大陆能够接受的表态，两岸之间
就很难有良性的官方互动。

“时间不在台湾这边”，庞建国说，大陆
方面并不需要使出“地动山摇”的手段，只
要让两岸关系处于“冷和”的状态，台湾会
是什么样的局面，就十分令人忧心。

（本报台北4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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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七届中国戏曲节6月开锣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杨懿） 第二十届“全球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日
前在澳门金光综艺馆举行，孙楠、罗大佑分获为纪念该音乐盛典20周年而颁
发的“华语乐坛特别贡献大奖”及“华语乐坛至尊音乐人”称号。

王力宏压轴献唱，将“ChannelV年度最佳歌手”及“亚洲影响力全能华
语艺人”两个奖杯收入囊中。实力唱将孙楠斩获内地最佳男歌手，萧敬腾则
力克陈奕迅、杨宗纬等强劲对手夺得港台地区最佳男歌手。周笔畅击败李宇
春、谭维维、尚雯婕3位“超女”同门选秀歌手，蝉联内地最佳女歌手；莫文
蔚强势摘取港台地区最佳女歌手及亚洲影响力最佳跨界歌手两个奖项。

“全球华语榜中榜”创立于1994年，是华语乐坛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
历史最悠久的评选和颁奖活动。本届以“最初梦想，因乐之生”为主题，共
颁出43个奖项。

第二十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揭晓

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日前在香
港会展中心举行。图为参展商在展
示智能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图为陈明忠在新书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