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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强烈谴责暴力乱港行径 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新华社香港 7 月 15 日电 部分示威者 14 日在香
港沙田非法集结，暴力袭击警察，导致多名警察受伤。
香港舆论和社会各界对暴力乱港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支持警方严正执法，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5 日在医院探望受
伤警员，强烈谴责部分示威者在香港沙田袭击警察
的违法暴力行为。林郑月娥对媒体表示，这些别有
用心的人士肆意攻击执法者，直接破坏了使得香港
能够长时间保持稳定和繁荣的法治精神。特区政府
会继续支持警队执法，并秉持着法治精神对暴力行
为全面调查、追究到底。“警务处连同律政司正在
研究，尽快调查完毕便会提出检控，让法庭来作出
公正的裁决。”她说。

　　陪同前往的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
警方有责任去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部分示威
者 14 日用木棍等器具“围着警方疯狂殴打”，是有
组织、有计划的，此类违法暴力行为将面临最高终
身监禁的惩处。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市民和
平表达意见的权利受到尊重，但有一小部分人采取
暴力、激进和违法的手段，让市民和警员受伤，相
信大家都不想见到也不会接受。暴力事件可能打击
香港的国际形象。希望大家对暴力行为说不，重回
理性对话，一同努力修补社会裂痕，重新出发。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14 日晚表示，当天下午在
沙田的和平示威游行结束后，部分示威者故意堵塞
道路，以暴力袭击警察，并肆意破坏社会安宁。特
区政府对这些违法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
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社会绝不容忍这些暴力行
为。

　　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卢伟聪 15 日凌晨到医院探
望受伤警察后介绍，至少 10 名警察受伤，包括被暴
力示威者以硬物击伤、以高空掷物砸伤等，有警察
面部及眼部骨裂，更有一人右手无名指被暴徒咬断。

　　卢伟聪说，香港警察以保护香港市民的生命财
产为目标。过去一个月来，警方一直恪尽职守，维
护香港的安全和公共秩序，但近日多次和平示威后
都有一些暴力示威者霸占道路、破坏公物、袭击警察，
14 日晚的暴力行为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警方
对暴力行为非常愤慨，予以最强烈谴责，一定全力
调查，追究到底。警方已经拘捕至少 40 人。被捕者
涉嫌非法集结、袭警等行为。

　　香港多家报纸 15 日发表评论文章，严厉谴责暴
力乱港行为，呼吁广大市民支持警方严正执法，全
力维护香港的法治和秩序。

　　《大公报》社评指出，14 日沙田发生的大规模
极度暴力事件，其高度组织性、策略性，以及严密
的物资运送链、行动指挥体系，都在说明，有看不
见的“政治之手”在幕后操控着一切。香港警队是
镇守法治的关键力量。正因如此，沙田的暴徒才如
此凶残地欲置警员于死地。实际上，过去一个多月来，
警队承担的责任最重、受到的压力最大、面临的挑
战也最严峻。尽管乱港派猖獗嚣张，但要清醒地看到，
维护法治仍然是香港市民最强烈的呼声。

　　香港《文汇报》社评指出，过去两周打着示威
游行旗号的活动，毫无疑问已演变成有预谋、有组
织、有目的的极端暴力冲击，并正向香港各区蔓延，
其目的是要把社区沦为施暴战场，通过扰乱社区的
正常秩序，把无辜的市民与工商界拖进冲突的泥淖，
进而动摇特区政府管治根基。社评呼吁特区政府和
警方坚定执法，也号召社会正义力量坚定支持警方
捍卫法治秩序，支持政府依法施政、有效管治香港。

　　香港警务督察协会在向香港市民发出的公开信
中说，部分政客为施暴者开脱护航，甚至试图以“上
街”胁迫政府终止对违法行为的刑事调查工作。警
务督察协会呼吁广大市民支持警务人员执行法律赋
予的权力及责任，恢复社会安宁和秩序。

　　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林志伟表示，警方
眼下面对的已非一般示威者，而是有组织、有充分

资源、有完善计划的对手。警队的职责是执法、维
护香港法治。如果市民漠视警队维护法治的努力，
对警队将是很大伤害。

　　特区立法会 39 名建制派议员 15 日发表联署声
明，对暴力行为予以最严厉谴责，呼吁香港各界辨
清暴力示威者造成的社会不安和破坏，坚持以和平
理性的方式处理社会问题。

　　声明指出，暴力冲击者明显有组织、有部署，
蓄意煽动激烈情绪，侮辱挑衅警方，罔顾人身财产
安全，导致社会秩序破坏，市民正常生活受到严重
干扰，多名警员受伤。警队处于守护法治的最前线，
是维护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防线，
任何人都不应诬蔑诋毁警队，打击警队士气，令警
方难以有效执行任务。那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必
须予以严厉谴责。

　　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香港
主要商会 15 日发表声明，对激进示威者故意堵塞道
路、蓄意袭击警务人员、肆意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支持警方严厉执法，追究涉
事者，盼社会能尽快恢复平静。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强调，近期的示威
行动均在游行结束后出现违法的暴力冲击行为，已
严重超出文明社会、法治精神、自由表达意见的底线。
他呼吁社会各界表达意见时必须坚守和平理性原则，
与暴力分子划清界限，守护香港法治核心价值。

　　香港多个民间团体 15 日分别到警察总部外，高
喊“反对暴力”等口号，支持警方严正执法，呼吁
市民和平表达诉求，要求严惩阻碍警方执法的人。

　　家住沙田的李先生告诉记者，暴力示威者 14 日
晚与警方的冲突导致港铁沙田站一度封闭，他与不
少居住在附近的市民不得不在另一个车站下车，绕
道回家。“他们的行为让普通市民的生活受到极大
影响，安全也受到威胁。对香港来说，长期乱下去，
零售业、服务业将受到冲击，全香港都跟着受累。”

调查显示：
台湾 26 岁至 35
岁移动支付用户
增长幅度最大

　　一项调查显示，台湾各年龄层移动支付用户比

例均增长，其中 26 岁至 35 岁用户增长幅度最大，

约 14.7%；该年龄段在台湾使用过移动支付的比例

也最高，达 75.5%。

　　台湾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 (MIC)7 月 15 日发

布有关台湾移动支付用户的调查。综合该部门官网

消息及“中央社”等台湾媒体报道，该调查显示，

台湾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认知度已高达 96.6%，对

支付工具的使用偏好已产生板块迁移现象。

　　调查指出，虽然信用卡付款仍是台湾最多数人

使用的付费方式，但目前已有 27.2% 的消费者愿意

优先选择移动支付，该比例较 2017 年增长 11.2%。

　　调查用户的消费频率与消费金额，曾于近三个

月内使用移动支付的“积极用户”，有 22.3% 每

月平均使用超过 11 次，相较 2018 年成长 16.2%。

消费金额部分，97.5% 用户的每次平均消费金额在

1000 元 ( 新台币，下同 ) 以下，但是高消费的比例有

增加趋势，单次最高消费金额在 1000 元以上的用户，

从 2018 年 40.8% 增长至 2019 年的 49.2%。

　　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胡自立表示，台湾用户已

逐渐养成品牌忠诚度，业者须持续刺激用户的使用

频率，包括加强优惠方案、安全性等。同时，许多

销售通路开始推出“自有品牌”的移动支付服务，

产生瓜分主流业者用户的现象。

　　据悉，该调查期间为 2019 年 4 月，有效样本

534 份，在 95% 信心水平下，抽样误差为正负 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