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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新选举制度下的

首场立法会选举将于 19 日举行。连日

来，竞选活动在街头巷尾如火如荼展

开，来自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候选

人比政纲、比理念、比承担、比贡献，积

极争取选民支持。有香港媒体评价说：

“这种参选态势是香港回归以来不曾有

的新风貌。”全新的选举气象，是新选举

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 一 国 两 制 ”下 的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是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也是

一座中外交融的国际商业都市，这决定

了其管治团队首先要维护国家根本利

益，同时能够代表香港社会各阶层、各

界别、各方面以及外来投资者的共同利

益。过去一段时间，由于选举制度存在

漏洞，一些反中乱港分子、“港独”等激

进分离势力得以“钻”入特区管治架构，

肆意绑架香港社会整体利益，严重损害

广大市民福祉，极大危害香港民主发

展，危害国家安全。为此，中央果断出

手修改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落实“爱

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确保香港管治权

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力量手中。

实 践 是 检 验 制 度 最 好 的“ 试 金

石”。今年 9 月，新选制下的首场选举

——2021 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

分组一般选举成功举行，一个体现“爱

国者治港”原则要求的全新的选委会顺

利诞生。紫荆研究院民调显示，73.9％

受访者认同新一届选委会将不同声音

和建议带入管治架构，推动特区政府更

好解决市民最关心的经济民生问题。

近期，香港公布的多份统计数据显示，8

月到 10 月主要经济行业失业率继续下

降，在港上市企业创 2010 年以来新高，

社会环境更加稳定、营商环境更加良

好。这充分证明，新选举制度具有显著

进步性和强大生命力，能够确保香港社

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这让各

界对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更加充满期

待。

根据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二，

立法会议席由 70 席增至 90 席，新增商

界（第三）、科技创新界和港区全国人大

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及有关全国性

团体代表界等。议员通过选举委员会

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

种方式产生。其中，选举委员会选举产

生议员 40 人，功能团体选举产生议员

30 人，分区直接选举产生 20 人。这项

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确保立法会既能

代表各界别、各地区利益，又能更好代

表香港整体利益；既能对特区政府施政

进行监督，又有利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

关的顺畅沟通，巩固和维护基本法规定

的行政主导体制。

此次立法会选举自开展以来，广泛

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公

平竞争性是其突出特点。从参选人数

来看，共有 153 名候选人竞逐 90 个议

席，候选人很多是新面孔，年龄、职业、

背景等也比以往任何一届选举更加多

元，其中不乏居住公屋和“劏房”的人

士、巴士车长、注册电工等基层代表。

多名持有不同政见和主张的人士，也都

成功获得了提名。不同政治光谱交错

存在，充分显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绝不

是要搞狭隘的“清一色”，而是要在“爱

国爱港”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找到最大公约数，寻求最大社会共

识。

踵事增华，踔厉奋发。香港的民主

发展，要靠广大港人积极参与去推动；香

港的良政善治，要靠广大港人共担责任

去创造。相信广大选民一定会以主人翁

的姿态，依法行使好民主权利，积极踊跃

投下对香港繁荣稳定发展的信心票，为

港为己许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选制代表香港社会整体利益
新华社记者

短短半个月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

三两度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干涉中

国内政，为煽动日本和国际社会对中国

的敌意而不遗余力。继月初声称“台湾

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

事”，日前在参加一论坛时再次大放厥

词，出言不逊。

去年因病辞职的安倍晋三在执政

后期还有所收敛，下台后似乎“放飞了

自我”，不断在台湾问题上作秀找存在

感，却是为何？其根源是其右翼冒险基

因在作祟。

安倍晋三的右翼冒险做派可谓“家

学渊源”。安倍外祖父岸信介是二战甲

级战犯，是操纵成立伪满洲国的“五人

帮”之一。战后当上首相后，岸信介让

日本政治风向迅速右转，在对华关系上

一直推行“亲台反共”政策。安倍深受

岸信介政治理念影响，曾在自己的书中

坦言：“我的政治 DNA 更多地继承了岸

信介的遗传。”2012 年底，安倍二度就任

首相前专门返乡祭祖，明誓“我决心完

成使命”。德国《明镜》周刊曾一针见血

地指出，“隔代遗传的安倍”要高举右翼

“民族主义”大旗，为“立志恢复日本旧

日荣光”而不惜采取一系列“强硬举

措”。

再度执政之后，安倍晋三就从舆论

上、法理上、实践上突破了诸多日本政

治“禁区”和“红线”，做成了战后一些右

翼势力想干而没干成的“大事”，奠定其

日本右翼“旗手”的地位。比如，安倍有

意选择在就职一周年这个“特殊的日

子”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自卫队成立

60 周年之时，安倍内阁正式阉割和平宪

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晋三在侵

略史观上混淆视听，提出让国际社会瞠

目结舌的“侵略无定论”，颠倒黑白地为

日本二战侵略行为辩护。安倍挑战“河

野谈话”“村山谈话”，为复活军国主义

开路，先后到硫磺岛和缅甸祭拜二战阵

亡的侵略日军，甚至不避嫌坐进了编号

为“731”的战机……美国《华尔街日报》

曾称安倍为亚洲“最危险的人物”。

安倍尽管离开日本首相宝座，但依

然是自民党国会议员，不久前又当上了

自民党内最大派阀头子。眼下，安倍频

频在台湾问题上冒进，一方面是其右翼

本色的大暴露，另一方面是为了捞取政

治资本，谋取在日本政坛更多的话语权

与影响力。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

所研究员石田隆至指出，安倍执着于实

现二战甲级战犯岸信介未能实现的妄

念，此次安倍的恶劣表态无疑反映了其

个人执念。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

指出，不仅安倍家族，日本右翼整体都

在台湾问题上有错误幻想，因为台湾曾

是日本夺取的第一个殖民地，而获取殖

民地让日本成为与列强一样的“帝国”，

日本右翼至今执迷于“大日本帝国的辉

煌”，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美梦。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基因作祟，

还是现实政治话术，安倍想借台生事，

是打错了算盘。日本历史上发动侵华

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没有

任 何 资 格 和 权 利 就 台 湾 问 题 说 三 道

四。安倍近来就台湾问题发表的极端

错误言论，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日本政府

有责任也有义务限制日本反华政客的

狂妄举动。

需要警告安倍的是，今日之中国不

是岸信介胡作非为时的中国，中国政府

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决

心和意志坚如磐石。台湾的事是中国

的事，不关日本什么事，更不关安倍本

人什么事。再次警告安倍们，所谓玩火

者必自焚，在台湾问题上躲远点就不会

“有事”，胆敢掺和必摊上“大事”。

安倍的右翼冒险基因又在作祟
新华社记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智库、媒

体等基于意识形态偏见，一再对其他国

家在互联网管理、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合

理做法提出无端指责。实际上，“贼喊捉

贼”的美国一贯大搞“数字霸权”，破坏全

球网络空间的公平基础，妨碍通信行业

合作创新，是全球互联互通的最大障碍。

美国声称倡导网络透明和信息自

由流通，实际上却是全球头号“黑客帝

国”，多年来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开发

部署用于监控网络通信的技术，把全球

互联网空间视为“自家后院”，肆意践踏

本国公民乃至其他国家的数据隐私权。

2013 年曝光的“棱镜”计划早已引

发美国国内外民众强烈反应，多国舆论

也对美国监控全球网络表示强烈质疑

和不满。但这只是冰山一角。2013 年

至今，多起被曝光的丑闻都暴露出美国

在网络空间的肆意妄为。德国政府曾

表示，时任总理默克尔的移动电话可能

遭美情报机构监听；媒体还曝出，美国

国家安全局曾利用丹麦的信息电缆，监

听德国、法国、挪威、瑞典等国政要短信

和电话通话内容。

美国的“数字霸权”不仅体现在其

各种网络监控上，还在于其利用自身产

业优势和市场地位，在涉及数据通信和

互联网服务的行业中搞双重标准，打击

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维护自身

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

移动通信技术是支撑全球互联网

进一步提升和普及的重要技术。第五代

移动通信技术（5G）建设过程中，美国在

毫无实质证据的前提下，以“国家安全”

为由极尽所能对其他国家施压，要求他

们将中国企业排除出5G网络建设，而那

些迫于压力如此照办的国家往往会付出

高昂成本以及5G部署延后的代价，最终

损害的还是当地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6G）上，

美国仍坚持这一思路，拉拢盟友搞研发

“小圈子”，把中国排除在外，完全无视

全球产业合作对通信技术创新和标准

设立的关键推动作用。

美国的单边霸凌行径甚至延伸到

偏向娱乐的互联网短视频平台。抖音

海外版（TikTok）成为深受美国年轻人

青睐的短视频平台后，很快吸引美国政

府注意，成为被无端打压的目标。这种

出于政治目的对合法经营的外国互联

网企业公开进行打压的行为，违背了最

基本的市场公平。

互联网诞生至今，已催生大量数字

技术和服务，不断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同时，各国也越来越认识到数据

的价值，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都在加强相关立法管理，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等有序和良性发展。而美国

为一己私利，不但一再践踏互联网的包

容性，还对其他国家的网络管理横加指

责，阻挠创新交流，令全球“数字鸿沟”

问题不断恶化。

全球互联网要实现健康发展，必须

向美式“数字霸权”说“不”。世界各国

有必要携手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打造

网络安全新格局，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互

联网管理框架以及可持续的数字化转

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美式“数字霸权”是全球互联互通最大障碍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