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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最低工資明年5月1日實施，最

受影響的飲食、保安及清潔等低薪

行業，正醞釀加價潮，食肆及管理

費或加價5%，安老院更加價高達

20%。 詳刊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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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掀加風
膳食管理費齊加

本港將會在2012年底前成立場外

交易結算所及交易資料儲存庫，藉

此監管場外衍生工具交易，提升市

場的透明度。其他財金監管機構將

提供所需法律框架。 詳刊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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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設場外交易結算所
監管場外衍生工具交易

美國聯儲局早前推出第2輪量化寬

鬆措施(QE2)，但有聯儲局官員大

潑冷水，市場甚至形容QE2的「威

力」看來像「水槍多過水炮」。

詳刊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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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批QE2太弱
似水槍多過水炮

北區醫院昨晨停電逾2小時，影響

急症室及部分病房服務，2名原定

送往該院的病人轉送其他醫院。醫

院發言人指醫療儀器有後備電源供

應，無影響基本服務。 詳刊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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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醫院停電
2病人急轉他院

兩輛行走東涌港鐵站至映灣園的

巴，轉入文東路時懷疑「爭線」，前

車被後車撞至剷上行人路翻側，一

名女乘客被拋出車廂再壓在車下身

亡，事件釀1死14傷。 詳刊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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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疑爭線撞翻
釀1死14傷

港交所公布允許H股採用內地會計

準則編制財務報表，而中國財政部

及中證監批准12家內地會計師事務

所，12月15日或以後提供服務。

業界預期競爭更激烈。 詳刊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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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准H股用內地核數
港會計師樓料競爭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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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華僑高舉標
語：「劉曉波與和
平無關」。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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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每年均會邀請在奧斯陸派駐大使的65個國家出席頒獎儀
式，但今年因為多國反對因觸犯煽動推翻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罪而入獄的

劉曉波獲獎，令頒獎儀式遭到史無前例的杯葛。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秘書倫德斯
塔日前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亦表示，委員會並無統計過往出席國家數
字，但承認今年是他擔任該職位20年來，最多國家缺席的一次。

逾百國家組織挺中方立場
據了解，截至目前，全球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明確支持中方反對今

年諾和獎的立場。
據法新社在儀式開始前統計，最少有19個獲得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邀請的國家

或政府，拒絕派代表出席，包括中國、阿富汗、阿爾及利亞、古巴、埃及、伊
拉克、伊朗、哈薩克、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賓、俄羅斯、沙特阿拉伯、斯
里蘭卡、蘇丹、突尼斯、委內瑞拉、越南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有輿論分析認為，諾委會的邀請函把數十個國家逼到牆角。俄羅斯《真理報》
報道稱，對於不參加頒獎禮的國家，一貫宣揚「民主」的西方政客和媒體採取
了政治追殺的手段，塞爾維亞被威脅可能因此不能加入歐盟，菲律賓總統被迫
出面解釋。

據媒體統計，今年缺席頒獎儀式的國家數目較去年多出近一倍。2009年美國總
統奧巴馬獲得和平獎，在全球引起爭議，最終有10個國家缺席頒獎儀式。2008年
芬蘭前總統阿赫蒂薩里獲獎，同樣有10個國家以各種原因沒有派員出席。

動搖不了中國走自己的路
周五晚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就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答記者問指出，

事實充分說明，挪威諾委會的決定不能代表世界大多數人，特別是廣大發展中
國家的意願。偏見和謊言站不住腳，冷戰思維不得人心。這場政治鬧劇絲毫動
搖不了中國人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一些人的圖謀是
不會得逞的。

責任編輯：陳　功
版面設計：美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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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葛空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

京報道）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周

五晚在奧斯陸舉行了今年度諾

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有專家

指，當晚的奧斯陸，根本沒有

和平氣息，許多反華勢力都在

參與這次頒獎會。而很多獲諾

委會邀請的國家和嘉賓，都拒

絕參加典禮，昨日包括中國在

內，總共有19個國家決定杯葛

儀式，拒絕應邀派代表出席，

數目之眾堪稱歷屆之最。在北

京，中國外交部重申，中方堅

決反對任何國家、任何人利用

諾和獎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

國司法主權。這一正義立場得

到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重要國

際組織理解與支持。

冷戰思維不得人心 缺席國倍增廿載僅見

19國杯葛
今屆諾和頒獎禮

諾和頒獎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網引述各國媒體近日發
表評論和刊登文章，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把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提出質疑。

俄羅斯《真理報》9日稱，西方授予劉曉波
和平獎是將其作為「攻擊中國的一門重炮」。
俄漢學家哈基姆林表示，西方將這一獎項作
為一種工具，以此干涉中國內政，阻止中國
崛起。西方不僅支持中國異見分子，而且支
持分裂分子，目的就是試圖以對蘇聯的方式
來瓦解中國。

王儲憂繼位後損中挪關係
《印度教徒報》9日說，中國已停止與挪威

的貿易談判，並稱中國「不可能」繼續與挪
威友好。另據報道，在出席今年諾貝爾和平
獎頒獎典禮的名單中，沒有挪威王儲和王
妃，挪威方面的解釋是「出國休假」，但有傳
言說，是挪威擔心王儲繼承王位後挪中關係
繼續受到影響。

肯尼亞《民族日報》7日發表評論文章說，
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因觸犯中國法律而正在
服刑的罪犯，是中國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
的。中國對此的憤怒是可以預料的，沒有人
喜歡被歪曲、誤解，以及接受不符合實情的
嘲諷。

頒獎顯示殖民主義優越感
文章說，今天的諾貝爾委員會將自己的世

界觀強加於人，顯示的是一種文化霸權思維
和殖民主義式的優越感。諾貝爾委員會只有
恢復往日的公正、客觀，才能重塑往日的輝
煌。

肯尼亞《旗幟報》6日發表署名文章，作者
彼得森．馬加拉在文中說：「一些精英人士
正在為其他國家制定公民的評判標準，這是
對民主的蔑視與嘲弄。」

文章說，中國的發展與13億中國人的辛勤
勞動是分不開的，中國的英雄是那些謙遜、

樂觀、懷有憐憫之心默默耕耘創造財富的勞
動人民。

文章說，依照中國法律，劉曉波因煽動顛
覆國家政權罪受到懲處。負有盛名的諾貝爾
獎無論如何也不應成為對「獲獎者」祖國的
公然侮辱。在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國際地位
日益上升的今天，諾獎執意授予此人，其背
後的原因令人質疑。

多個中國周邊國家昨日參與杯葛和平獎頒獎儀式。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批
評委員會令和平獎政治化，是企圖干涉他國內政，不但違反國際交往原則，亦
有違獎項設立原意。

越南亦拒絕派人出席頒獎儀式，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希望諾貝爾委員會能把
和平獎頒予真正值得獲獎的機構或個人，而非為了某些政治目的。

日本及印度應邀出席頒獎儀式。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四方敬之表示，日本駐
挪威大使將一如以往出席和平獎頒獎儀式，又指和平獎是非常重要的獎項。被
問及日本派人出席會否影響對華關係時，四方敬之說，出席儀式與對華關係無
關，派代表與否屬於各國自行決定。同樣應邀出席頒獎儀式的印度表示，是次
活動是由諾貝爾委員會主辦，不屬中印雙邊關係範疇。 ■路透社

俄媒：西方欲中國蹈前蘇覆轍

■昨日舉行的諾和頒獎禮，是歷年最多國家杯
葛的一屆。 美聯社

昨日和平獎頒獎儀式舉行前，有約50名當地華人在挪威國會外示威，示威者高舉寫上「罪犯＝和平獎得主」、「諾貝
爾和平獎應給中國」的黃色標語。示威者代表稱，示威是為了抗議諾貝爾委員會頒獎予劉曉波，又表示不同意劉曉波的
文章，批評他要將美國的一套搬到中國去。示威者否認有報道指，挪威華人是在中國當局施壓下參與示威。 路透社

巴國越南轟諾委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清華大學專家陶文釗9日對《環球時報》
說，「有關這次和平獎頒獎會的最大現實是，西方一些政客和輿論正毫不避諱
地發動一場政治十字軍東征。不許別國選擇是否參加頒獎會，這對他們宣揚的
民主來說無異於一種諷刺。」

一名研究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專家9日亦對《環球時報》說，10日的奧斯陸，
根本沒有和平的氣息。許多反華勢力都在參與這次頒獎會，包括記者無國界、
人權觀察那些以往對和平獎沒什麼興趣的組織，美國某基金會還給流亡的中國

「民運分子」掏路費，讓他們去挪威活動，有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之音」、
「歐洲自由電台」連日來也極其活躍。據說歐盟還動員成員國都派代表參加，甚
至給出了參加者級別要求。此前，有消息指，頒獎會上，達賴的代表、「疆獨」
分子熱比婭等也將出現。

陶文釗認為，近年來諾委會越來越把和平獎作為政治化的工具，使世界各國
陷入無休止的爭吵和分裂。

「奧斯陸毫無和平氣息」

香港文匯報訊 路透社記者昨日在北京街頭訪問民眾對劉曉波獲頒和平獎的看
法，不少市民聽到問題後第一個反應是：「誰」。一名馬姓商人表示，曾經在電
視上看過相關報道，但不肯定。當記者告知她有關資料時，她表示頒獎予這種
人並不合理，又說中國經過「六四」風波後已經改變，民眾思想亦已不同，像
劉曉波這類人經已脫節。

另一名受訪者則說：「身為中國人應支持中國政府，不管國際社會怎樣說，
劉曉波的確犯了中國法律。我聽到這些新聞後，感到非常震驚。」報道指，有
街頭小販將劉曉波與雜誌名稱混淆，亦有報販說：「我聽過他，覺得他很棒。」

北京市民多不識劉曉波

華人場外抗議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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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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