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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挪威奧斯陸上演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鬧

劇，受到前所未有的杯葛和抵制。中國堅決反對利

用諾貝爾和平獎干涉中國內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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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組織理解與支持。諾委會頒獎給劉曉波這樣一

個連自己的民族都不認同的異類，是對和平獎的褻

瀆，對人類正義與良知的挑戰，完全違背了人類的

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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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曉波獲獎，令頒獎儀式遭到史無前例的杯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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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堪稱

歷屆之最。今年和平獎頒獎典禮最終出席名單確定

是歷史上最晚的一次，很多外國大使拒絕出席或遲

遲不予答覆，就連諾委會主動發邀請的50位「特別

嘉賓」也有很多人表示拒絕。中國的正義立場得到

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重要國家組織理解與支持。

事實充分說明，諾委會的決定不能代表世界上大多

數人，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意願。

諾委會主席賈格蘭聲稱，頒獎給劉曉波是推崇

「普世價值和普世人權」，但諾委會頒獎給劉曉波，

恰恰違反了「普世價值和普世人權」。看一看劉曉

波與聚集奧斯陸彈冠相慶的「民運人士」到底是什

麼貨色，就知道諾委會今年炮製的和平獎鬧劇，完

全違背了人類應有的良知。

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於自己祖國的

最深厚的感情，熱愛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毫無疑問

是一種普世價值。但諾委會頒獎給劉曉波，推崇的

卻是崇洋媚外，這是對普世價值的侮辱。劉曉波身

為一個中國人，卻聲稱「與中國不得不有關係很丟

臉」，甚至不屑於提到「中國」這個字眼。他詆毀

自己的祖國，鄙視中國人種，肆意醜化中國文化，

主張要在中國大搞三百年殖民地。愛國是人類道德

情操最崇高的部分，諾委會頒獎給連做一個中國人

都不願意、狂言「改變中國人種」的民族敗類，是

對「普世價值和普世人權」的褻瀆。

出席頒獎典禮的外國政治人物，包括美國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等反華政客，但人數最多的卻是所謂海

外「民運人士」和分裂分子，這些「民運人士」、

分裂分子與劉曉波，主要是靠美國的資金豢養的反

華走卒，而且其中人品低劣、財色皆貪之徒不勝枚

舉。這說明諾委會今年炮製的和平獎鬧劇，上演的

是一幕違背人類良知與普世價值的鬧劇。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0年12月20日起，

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

點。這是央行在一個月內第3次，亦是年內第6

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頻密程度歷史罕

見。央行頻密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而非採取加

息，顯示內地通脹壓力並沒有市場預測的悲

觀，仍在可控制範圍內，可以透過收緊流動

性，平抑物價上漲，並減少對實體經濟產生副

作用。不過，僅靠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不能改變

日益嚴重的負利率狀況，難以明顯抑制通脹。

因此，央行仍然需要在適當時候採取漸進式加

息，以推動內地市場進入經濟向上、通脹向下

的良性周期。

內地實行了兩年多的「適度寬鬆」政策，貨

幣供應量龐大，今年11月份新增放款5640億人

民幣，雖較10月的5877億人民幣縮減，但仍高

於市場預期。與此同時，歐美又開始第二輪量

寬政策，國際熱錢正湧向中國。在此貨幣供應

量龐大、市場流動性再度氾濫的情況下，內地

的確需要適當收緊銀根，降低金融風險。此次

上調後，央行可一次性凍結銀行體系流動性

3000多億元。而央行今年已連續6次上調存款

準備金率，本次更是１個月時間內第3度上

調，顯示央行回收流動性的力度正在加大。

央行之所以採取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而不採取

加息，除了防止擴大中外息差，誘發熱錢進一

步套利的考慮外，也反映出近期中央出台了諸

如「菜籃子」、「米袋子」等工程，以有效的

行政措施合理控制農產品價格，打破了市場對

漲價的預期，內地短期內出現惡性通脹的可能

性不大。因此，使用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一較

為溫和安全的貨幣工具，可以將實施貨幣政策

付出的成本減少到最小，避免因過分誇大通脹

壓力而對實體經濟產生過大的影響。

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收緊銀根，對抑制通脹具

有一定的作用，但內地通脹的升幅遠高於銀行

存款利率，居民家庭儲蓄因負利率而遭到侵

蝕。受負利率影響，中低收入居民的實際收入

水平下降，生活更困難；富裕家庭則將更多存

款投放到房地產市場和股市上尋找投資機會，

甚至炒賣食品、黃金等大宗商品，結果形成通

脹的惡性循環。為了保障居民儲蓄不再受到通

脹侵蝕，確保經濟平穩發展，相信央行在不太

長的時間內會啟動漸進式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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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聚集奧斯陸的是些什麼人？ 通脹壓力雖減弱 漸進加息仍需要

：歷史終將審判諾委會

奧斯陸成「民運」分裂分子秀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人民

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昨日發表題為「今天

的奧斯陸像邪教中心」社論，指周五在挪威奧斯

陸上演一場鬧劇：「審判中國」。該社論稱，大

量發展中國家拒絕參加頒獎儀式，證明了中國有

西方沒有預見到的道德力量。對於諾委會及支

持它做今年選擇的力量而言，中國的成功將不斷

證明他們的荒謬。社論說，「今天的和平獎頒獎

儀式不是一個結束，它是另一場宣判的真正開

始：歷史對諾委會的審判。」

環球時報
社論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報道，不少外國學者都
認為諾貝爾和平獎只是一個政治獎，這不過是由一個獨
立的委員會頒發的，而這委員會一直都自認為有責任通
過頒發獎項發出政治信號。更有學者直指，「諾委會一
定不會把和平獎頒發給破壞西方體系的人」。

歐洲政策中心創始主席、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高
級研究員史丹利．克勞希克（Stanley Crossick）認為，諾
貝爾和平獎已經被政治化了。西方仍然有許多人認為，
他們的道路是正確的道路，其他國家都應該採用他們的
政治體系，儘管這一政治體系充滿諸多缺陷和問題。

清華大學野村綜合研究所研究員松野豐稱，看起來，
西方試圖利用諾貝爾和平獎達到某些目的，所以把這個
和平獎作為某種政治手段與工具。

巴基斯坦地區研究院研究員詹姆斯德．阿亞茲．可汗
（Jamshed Ayaz Khan）指，去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美
國總統奧巴馬，而那時他正在亞洲進行 兩場局部戰
爭，而這兩場戰爭造成許多平民死亡。他認為，諾委會
一定不會把和平獎頒發給破壞西方體系的人。

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研究所所長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認為，諾貝爾和平獎是一個政治獎，不過
是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頒發的。這個委員會一直都自認
為有責任通過頒發獎項發出政治信號。德國前總理維
利．勃蘭特曾經獲得過和平獎，當然在德國國內引發歡
呼，不過也遭到反對黨的批評。再比如，去年將和平獎
頒給美國總統奧巴馬。這個獎項總是引發支持與反對的
爭論。

西方傳教士式的狂熱
德國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現任巴西聖保

羅大學訪問教授奧立弗．斯圖恩克（Oliver Stuenkel）
指，西方堅信自由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體系，他們必須
將這一體系擴散至全世界，這種傳教士般的熱情在美國
尤其強烈。

他認為，西方精英們擔心，「中國模式」可能會被證
明為成功的模式，繼而引發發展中國家競相模仿。一個
有趣的例子是盧旺達總統卡加梅，他認為中國和新加坡
的模式值得效仿，令那些向盧旺達提供援助的西方國家
氣憤不已。「歸根結底，這是一場有關誰的體系更加成
功的鬥爭。」他說。

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喬納森．荷爾斯拉格
（Jonathan Holslag）說，看看歐洲，平民主義和政治偏狹
正在抬頭。「如果自己的標準不斷降低，你又如何期望
另一國在人權狀況上做出改善呢？」他建議，西方國家
應該更加耐心、更去了解中國國內所面臨的挑戰。

外國學者：
和平獎就是政治獎

■一名當地華人手持標語，抗議諾委會干涉中國內政。
路透社

《環球時報》這篇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舉行當天見報
的社論在開頭寫道，今天在挪威奧斯陸將上演一場鬧劇：

「審判中國」。幾經滄桑的諾貝爾委員會將頒發同一名稱的
「諾貝爾和平獎」，但當年的和平精神被篡改，代之以極端
的「西方原教旨主義」，一個名叫劉曉波的中國囚犯，將受
到歐洲最盛大儀式的奇怪膜拜。

頒獎讓13億中國人厭惡
社論說，這種通常在邪教組織裡才會發生的鬧劇，卻在

歐洲的文明世界堂而皇之地登場。只有極不光明的心理，
才能造就這種把拙劣當成高尚的精神偏執。想想看，今天
這場讓13億中國人民厭惡的頒獎儀式，有可能會讓幾個挪
威的「人權迷」感動得想哭。

該社論指出，今晚的政治秀，就像是在人聲鼎沸的廣場
上，幾個演員要表演深夜的寧靜。他們要多麼不顧周圍，
凝想沉思，才能夠相信他們眼前的夜晚「是真的」。那個廣
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轟轟烈烈的變化，是當今世界最
奪目的全面社會進步。那個夜晚就是諾委會通過表演所要
證明的中國的黑暗。

西方試圖描述中國「失敗」
社論表示，在世界充滿競爭與隔閡、未來撲朔迷離的今

天，諾委會偷巧製造一個攻擊中國的噱頭，總是可以做到
的。但「中國」這個題目太龐大，它的真實不斷溢出，難
遮難掩，只有歷史才能裝得下對它的評判，而諾委會卻想
把它放在幾張紙上，把它擺在頒獎儀式現場留給劉曉波的

「空椅子」上，那個中國注定只能是臉譜化的、虛假的中
國。

社論認為，近日西方輿論不停為諾委會助陣和打氣，他
們試圖描述中國的「丟臉」和「失敗」。這些意識形態的貴
族們在用偏見灌醉自己，大量發展中國家拒絕參加頒獎儀
式，證明了中國有 西方沒有預見到的道德力量。西方輿
論雖強，但它的巴掌沒那麼大，做不到在這個世界上一手
遮天。

「中國崛起不可能是單純的經濟膨脹，中國的精神世界
在與西方不太一致的軌道上向前走。諾委會拒絕搭上中國
的列車去做一次思想旅行，卻斷言中國在它們的視野外沉
沒或失蹤。這種缺少見識的判斷力竟在西方獲得了掌聲，
對於盧梭和黑格爾思想澆灌過的西方墮入如此的政治僵
化，我們為之遺憾和詫異。」社論稱。

掌聲或倒彩無阻中國往前走
社論強調，中國不會失敗，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年

輕。至少謀求政治創新的中國，與固守前人成果的西方相
比，失敗的概率一點也不會更高。今天的中國不被西方一
些人理解，這很難說是中國的悲劇，而非後者的悲劇。中
國一路走來，無論遇到掌聲或倒彩，都會往前走，而那些
與中國刻意作對的人，卻會因意氣用事而在時代的潮流中
逆水行舟。

社論最後指出，明天的中國還是中國，它只會因為今天
的辯論更加成熟，更有應對麻煩的承受力。諾委會及支持
它做今年選擇的力量正相反，中國的一步步成功將不斷證
明他們的荒謬。今天的和平獎頒獎儀式不是一個結束，它
是另一場宣判的真正開始：歷史對諾委會的審判。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諾貝爾和平獎昨天舉行
頒獎儀式，挪威首都奧斯陸成了風光不再的海外「民
運分子」和為國人不齒的分裂分子的走秀T台，他們
借機粉墨登場，四處活動，與外國反華勢力同流合
污。

據報道，包括吾爾開希、封從德等六四「民運分子」
和鼓吹分裂的世界維吾爾人大會主席熱比婭當天出現
在奧斯陸。有觀察人士指，他們欲借這場政治鬧劇發
聲，重新喚起人們的注意。曾是劉曉波弟子的吾爾開
希聲稱，劉曉波獲獎是中國「民運」的一個里程碑，
也是一個轉折點；他形容劉曉波獲獎就像走了20年辛

苦又孤獨的道路，終於得到認同與支持。而封從德則
表示，這次在挪威見到許多當年參與六四事件的民運
夥伴，他希望藉此行再團結力量，推動中國的「民主
改革」步伐。

觀察人士指，這些在西方國家逐漸失去利用價值的
「民運人士」毫不掩飾自己的企圖心。但中國改革開放
成就舉世公認，人民生活極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設不
斷進步，因此，這些海外人士的想法不會得到國內民
眾的認同和支持。

香港「支聯會」的李卓人、何俊仁、長毛梁國雄和
劉慧卿等也參加了諾獎頒獎儀式。

諾委無視中國人權真實發展
據新華社10日電 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於10

日頒獎。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常健
在接受採訪時說，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把該獎發給
劉曉波的做法，是一個無視中國人權事業真實發
展的決定。

來自中國外交部的消息稱，國際社會多數成員
不支持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錯誤決定。目前已有
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向中方表示支持中方的
立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將人權的
普遍性原則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為促進和
保障人權作出了不懈努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
中國實現了由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
越，居民生活條件得到了大幅改善，人民的生存
權和發展權得到了有效保障。

數據顯示，1978年到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
總值年均增加9.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超
過12倍，全國人民的生活品質顯著提高。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重視從制度上保障和改善民

生。據介紹，中國對8億農民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

療，啟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使低收入群

體就業、子女入學、居住條件等問題得到很大改

善。中國在全國城鄉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目前全國

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達99.7％。

貧困人口減少2.3億
數據顯示，1978年以來，中國絕對貧困人口

減少2.3億以上，佔發展中國家減貧人數的75

％。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3歲，比改革開放之初提

高了5歲。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被

寫入憲法，為保障人權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

「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深入貫徹。

一些中外人權理論專家評價說，中國近年來致力

於探索富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在改革、發

展和穩定的良性互動中全面推進人權發展。

諾貝爾委員會早前公開表示，今年的諾貝爾和

平獎是個「政治決定」，希望和平獎能促進中國

產生變化，其政治企圖明顯。人權專家們指出，

這已經不是言論自由和人權問題，而是是否尊重

其他國家司法主權，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道路的

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最有發言權的是13億中國人

民。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會始終堅定不移地走符

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改革開
放30多年
來，中國
人民生活
條件大幅
改善，人
民的生存
權和發展
權得到保
障。絕對
貧困人口
減少2.3億
以上；全
國普及九
年義務教
育人口覆
蓋 率 達
99.7％。

新華社

指和平精神被篡改 西方原教旨主義走極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