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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國際購物天堂，也是資本家的博弈
戰場。香港資產市場（股市和樓市），尤其
是股市，歷來就是國際對㜏基金和炒家的最
愛，這得益於香港開放自由的市場機制、完
善的法制服務體系和高效、發達、靈活的國
際金融結算支付系統。每當國際經濟風雲突
變之時，這裡都會成為國際對㜏基金和大鱷
們興風作浪的峰谷，1979國際石油危機、
1987全球股災、1997亞洲金融風暴、2007美
國次貸危機和2008全球金融海嘯等等，莫不
如是。隨㠥國際經濟周期的盛衰循環，不論
是香港的樓市或是股市都給人們留下太多傷
痛的記憶。

香港飽經樓股起伏風浪

香港人已伴隨㠥香港的資產市場經歷，承
載了太多的跌宕與衝擊，已養成越挫越勇的
堅韌個性，無論市場怎樣風高浪急，彷彿已
能笑看風雲，勝似閒庭。即便面對大鱷們風
捲殘雲之後的滿地垃圾，短暫的沉寂和痛苦
之後，又能「好了傷疤，忘了痛」，再一次
隨㠥下一輪衝鋒的號角勇敢搏殺。如今的香

港，正再次演繹這樣的傳奇。2003年6月全
球「非典危機」過後，香港股市和樓市終於
擺脫97亞洲金融危機的陰霾，彷彿尋到夢寐
以求的大底，一路拾級而上，快速進入長達
4年多的上升周期。直至2007年10月隨㠥美
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和深化，香港股市終於由
歷史高峰的32000多點逆轉狂下，2008年9月
全球金融海嘯的巨浪再將其快速推低至不足
11000點的谷底，㞫指暴挫近70%。股民欲
哭無淚，世界為之震驚，各國緊急出手，全
球「量化寬鬆」貨幣掩殺而至，方使香港股
市和樓市轉危無虞。2009年初香港股、樓雙
雙再度反彈，直至2010年11月，香港㞫指再
次攀升到24998點的高位，反彈幅度超過1.27
倍。香港整體樓市在政府連番出台政策調控
的格局下，也能成功突破97金融風暴前的歷
史高峰。

大鱷主導市場格局更明顯

由於去年歐債危機困擾多時，歐美經濟復
甦緩慢，美國通縮雖暫時得到緩解，但失業
率仍然高企9.6%。受此影響，目前，香港股

市仍在23000點的反彈中繼續觀望牛皮。年
初，許多機構預測：今年香港㞫指有望重越
30000點之上的歷史高位。但受近期中東和
北非地緣政治風暴的影響，環球經濟已增添
許多不明朗因素，未來全球股市恐怕難以樂
觀。根據港交所最新調查資料顯示：從2009
年10月至2010年9月，外地投資者交易比
例，已首度超越本地投資者，佔市場總成交
額增加至46%，交易金額按年增加近兩成；
而期內本地投資者所佔比重，則創下1991年
有調查以來的新低，僅有44%，首次跌穿五
成比例，其中：本地投資者散戶比例，更由
上年度的紀錄低位25%，進一步急降至
21%。以上數據顯示，香港外地投資者比例
已超越本港投資者，游資流入呈加速態勢，
且國際熱錢和各類對㜏基金已入港佈局多
時。近期港匯比例持續偏離於強弱兌換保障
機制下限1美元：7.94港元的位置，反映短期
資金流出迅速，顯示大鱷和基金主導的香港
市場格局與特徵更加明顯，港交所22日剛推
出的㞫指波動指數23日已急升近19%，可見
未來香港股市和樓市將更為波動。
在當前日益複雜動盪的國際地緣政治局勢

面前，或許大鱷們正悄悄的佈局，準備㠥再
一次享受最後瘋狂的盛宴。因此，本地的散
戶投資者們需時刻保持高度的警覺，不要又
一次成為大鱷們盤中的點心。

「千呼萬喚始出來」的2011－2012年財政
預算案公佈了，總的反應似乎貶多於褒。貶
的原因多是因為沒有「派糖」，若真金白銀
一下子派到手，可能就掌聲熱烈，褒多於
貶。但是，作為理智、冷靜、有經驗的理財
人，他理的不是個人的財，而是事關七百萬
港人休戚與共和香港繁榮穩定的財政，能不
謹慎、保守、前瞻嗎？設若個人之財，也只
有少數「瘋子」才會在數天之間把領來的月
薪一下子花光，其餘時間就去街頭乞討，嗟
來之食，終會人格盡失連命都喪。中國人理
財有理財的原則，這就是居安慮危，故即便
是2008年金融海嘯，我們任由風浪起，穩坐
釣魚船；而美國，慣於先使未來錢，弄得負
債纍纍，全國「雞毛鴨血」。

理性理財是評判要旨

以今次沒有退稅被批評最多為例，退稅讓
納稅人有錢落袋，皆大歡喜會獲得掌聲。但
退錢的結果是增加消費意慾；增加消費給經
銷商提供加價機會；你加我加就將原本已經
通脹了的指數推向新高峰，反而讓退回的錢
不見使而貶值。再說，退稅的釐定標準一
定，會使一部分人脫離稅網，使本港原來稅
基狹窄變得更加少稅可抽，影響政府稅收。
稅收既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未來用之
於民豈非更捉襟見肘？這就是理性的考量，
大家應該理解。
又以為強積金每戶注入6000元為例，有論

者稱是「望梅止渴」、「遠水救不了近火」
而予以否定，這也屬短視之評。若將6000元
「派糖」，很快就用光；但留㠥慢用，它鼓勵
儲蓄，也可以增值。這恰如每年給孩子的
「利是」，家長都鼓勵儲存起來。6000元並非
虛妄「望梅」，而是實數；6000元不是「遠
水」，而是水庫中的山泉，誰都同意蓄水防
旱。由此觀之，財政司的研判就更具合理
性，更有前瞻性。
預留之所以必要，與派出是同等重要的。

對98年亞洲金融風暴政府動用1,200億儲備擊
退「國際大鱷」進攻、捍衛港元；2008年動
用1000億刺激經濟，使經濟復甦，渡過金融
海嘯；為港人在銀行存款作百分百擔保，讓

港人心安，賴的就是財政儲備。就香港成為
國際金融中心而言，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惠譽
去年12月調高香港評級由AA至AA＋，同時
也確認長期港元信貸評級為AA＋，前景穩
定，是因為香港財政狀況良好，公共開支穩
健。如若像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
用光儲備，香港將一樣亂象頻生，怨聲載
道，會怪財政司理財的不謹慎、不理性了。
評論者若也以理性看待今次預算案，則會

更客觀、更理解這是用心良苦之作，是細密
權衡利弊之作，是值得肯定的一份財政預算
案。

務實理財也體現其中

許多數字不必贅引，說無「派糖」也不符
合事實。光是調高供養子女、父母、祖父母
免稅額各20%，公屋住戶免租金兩月，綜援
戶及生果金出「雙糧」，向近400萬打工仔強
積金戶口每人注入6000元，還有免差餉1500
元、電費津貼1800元，合共開支400多億，這
不是「糖」嗎？說「不體恤民困」完全沒根
沒據。新預算案的務實、善用儲備，正說明
理財者的前瞻和眼下兼顧，理性和求實並
慮，故可評為是一份理性務實的財算案。
這也就為下一屆新財政司理財立下了規矩

和良例：個人掌聲和榮辱事小，香港的整體
利益事大；評論者若以「派糖」的做法居
次，理性和務實的考量為先，則能在理財上
取得交匯點，官民的和諧也將更上層樓了！

由於反對派的「拉布戰術」，關係數十萬打工仔的交通津貼撥款將
延至今日再討論，但如果反對派再次故伎重施，繼續「拉布」，撥款
能否通過仍然是未知之數。事實上，這次改良版的交津方案，肯定並
非盡善盡美，特別是沒有採用「雙軌制」更受到不少人詬病。然而，
沒有一項政策是完美的，政府管理財政也有不少地方需要平衡考慮，
沒有必要因為「雙軌制」未能如願，就將整個計劃拖延下去，口頭雖
然可說得大義凜然，但對於廣大打工仔並沒有絲毫好處。

《蘋果日報》故意抹黑建制派

交津「雙軌制」本來就是工聯會最早提出來的，正是由於工聯會等
建制派在撥款時明確表示反對，才有了現時改善的交津方案。現在工
聯會及自由黨支持有關方案，主要是考慮到政府已經作出了不少讓
步，增加了計劃的覆蓋範圍，而且通脹壓力急如星火，600元的交津
正是及時之雨，所以工聯會才會支持有關方案，出發點完全是為了打
工仔㠥想。相比起職工盟為了顯示自身抗爭形象，為了在面上貼金，
寧願一拍兩散的態度，誰才是幫打工仔不是一目了然嗎？
然而，職工盟及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卻將一項政策討論視作一

項打擊建制派的政治行動，先是由反對派的外圍組織發動示威，向建
制派施壓，繼而《蘋果》連日來大幅報道，倒黑為白，吹捧職工盟如
何為打工仔抗爭，不妥協，工聯會又如何「出賣工人」利益，極盡煽
動誣衊之能事，目的不過是為反對派的選舉造勢，在輿論上抹黑建制
派而已。
來自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等團體代表，

日前高調到工聯會總部向有關代表贈送一條「腰骨」，聲言倘政府不
修改交津至「雙軌制」，工聯會應投下反對票以迫使政府讓步。其後
他們到自由黨總部繼續搞事，並向有關代表贈送一條「毛」，諷刺自
由黨「一毛不拔」，口惠而實不至。《蘋果》更借一名女保安之口大
肆批評工聯會立場，甚至連工聯會過去舉辦的各種課程也一併抨擊，
這名女保安的事跡幾乎佔了一大半的篇幅。《蘋果》故意放大這些示
威者的批評，目的不過是藉此攻擊工聯會保護勞工不力，但這些指控
根本經不起事實推敲。

交津一鳥在手勝過百鳥在林

首先，談判協商的目的是為打工仔爭取權益，堅持到底一步不讓只
是策略不是目的，既然政府已答應讓步，如果計劃實行後成效不彰再
改善不遲，也不用等多少時間，沒有必要為此而將計劃拖延。打工仔
未能及時受惠所損失的津貼又如何計算呢？工聯會如果要學職工盟般
做秀一點也不難，乾脆否決到底就是了，甚至再陰謀論一點看，就算
工聯會否決，按形勢政府也有足夠的票數過關，工聯會又可做秀又可
讓議案通過，為什麼不幹？原因很簡單，就是工聯會認為計劃是有利
打工仔，「一鳥在手勝過百鳥在林」，所以才會轉為支持計劃，也不
理會職工盟及反對派等外圍組織的狙擊，是真心為打工仔。請問這些
團體組織及《蘋果日報》有什麼資格說工聯會出賣工人利益？職工盟
死拖到底才是罔顧打工仔的生計。
事實上，當日去工聯會及自由黨示威的人數，不過是小貓三四隻，

那位慷慨陳辭的女保安能代表多少人的聲音，也是未知之數，但《蘋
果》卻沒有深究，一律政治掛帥，更誇大社會上的反對聲音。只要看
看《蘋果》的報道翻來覆去就是批評工聯會不肯堅持反對撥款，但沒
有說撥款繼續延後對打工仔的影響；為什麼政府不肯實行「雙軌制」
等，而在報道不斷引用社運人士的意見，這不過是職工盟的意見罷

了，《蘋果》口徑與職工盟一模一樣，這樣的政治報道根本沒有多大價值。
衡量勞工團體能否幫到打工仔，關鍵不是他們的姿態，不在他們在傳媒上的慷慨發言，

最重要是看他們爭取到什麼，工聯會等建制派團體現在成功爭取到交津方案進一步完善，
但職工盟卻只一味批評，一味不肯退讓，不過是因為他們至今什麼也爭取不到，如果現在
收貨如何向支持者交待，所以才寧願一直拖下去好顯示自身抗爭的形象，完全只是政治考
慮，打工仔的生計壓力則不是他們的考慮範圍。

儘管北京方面低調，但
是全世界都不會否認中國
經濟規模超越日本，是一
個歷史的里程碑，尤其是

中華民族復興的一個里程碑。大凡炎黃子孫，都
應該記住這個里程碑，然後不驕不躁，繼續埋頭
苦幹二十年，到本世紀中葉才喝一杯。
中國超日，下一個目標自然就是追美，那才是

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決戰。自然，中國會在某種程
度上成為眾矢之的，這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當下，就有一種新「中國威脅論」冒頭。其極其
陰謀地挑撥指，中國的擴張不是傳統武力的領土
擴張，而是在地球資源和財富再分配上的擴張。
對此，必須給予充分的批駁。

中華民族復興的里程碑

翻開百年歷史，中國的GDP於甲午海戰前在日
本之上，戰敗後簽署《馬關條約》並賠款二億㛷
白銀，日本藉此起飛，中國則一蹶不起。二戰日
本侵華，使中國蒙受無法估量的損失。日本戰敗
投降，其國力也消耗慘重。
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的GDP相當於日本的

兩倍。但隨㠥韓戰、越戰發生，日本藉美軍軍需
刺激經濟復甦，加上日本原有的工業和科技基
礎，經濟迅速回升，到1960年，其GDP與中國持
平。之後日本經濟起飛，其鼎盛時期，中國總體
經濟規模只有日本的11.7%。目前，中國人均
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但從發展的趨勢
看，中國的經濟繼續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規模
將更大超越日本，而與日本的人均GDP差距將
繼續縮小，而且中國一些富裕的沿海地區的人均
GDP也很快與日本比肩。事實上，在中國經濟
規模超日之後，世界的目光其實不再把日本作為
中國的比較對象，歷史明白，中國要趕超的目標

是美國了。
事實上，經濟學家的比較天平，當下已是中

美兩國。對於中國將超越美國，似乎專家們對
於這個趨勢分歧不大，倒是在時間表上爭論較
多。中國可以實現這一超越，從十年到二十
年，各種判斷都有。需要警惕的問題是，一些
經濟學家對這一超越要比中國對日本的超越明
顯感到不安。
不少人提出，按照一般的演算法，中國要超越

美國，中國GDP要比現在提高三倍，人均GDP要
從現在相當於美國的十一分之一提高到四分之
一。由此，中國經濟規模在全球的份額將大幅提
高。尤其目前，美國十四萬億美元的GDP，含有
相當多虛擬經濟的水分，而中國的GDP雖然也免
不了重複計算，但是製造業的比重大，實實在在

創造的財富也多。因此，美國也要重新重視製造
業。

明確批駁「中國威脅論」

這些專家推斷到此，應該說都沒有甚麼問題，
問題是推斷並不是到此為止，他們還說，「這不
僅意味㠥世界財富的大轉移，而且意味㠥世界環
境的大變化和地球承載能力的大挑戰」。美國財
政部前官員斯瓦格爾則說：「中國時常不願意履
行自己作為一個世界經濟大國本來應該履行的全
球義務。中國在世界上應當發揮怎樣的作用不僅
是中國面臨的一個挑戰，也是世界面臨的一個挑
戰。」
筆者想，解讀這些推斷可聞到的他們的心裡話

是，第一，中國超美，即意味世界的財富向中國
集中；第二，中國超美，即意味中國佔有世界更
多的資源，由此會引發地球承載能力的問題；第
三，中國超美，即意味世界在排碳變暖上受到更
大挑戰；第四，中國超美，是否會分擔美國原來
的世界警察的任務？
顯而易見，這種新「中國威脅論」有更大的挑

撥性，容易引起世界各國的不安和不滿。因此，
海內外的中國人應向世界說清楚，對於善良的人
們要打消顧慮；對於搞陰謀的人，則要給予痛
擊。事實上，最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發展和世界
其他國家發展一樣，不是地球上的「零和遊
戲」，不是中國好其他國家就壞，中國不會獨霸
資源，也從不侵佔他國利益，相反，一直追求互
惠互利、共同發展。因此，固然中國的發展會打
破世界舊有的經濟格局，但是，這一發展不帶來
任何破壞性，相反如同其他曾經引領過地區以及
全球發展的國家的作用是一樣的。中國要對世界
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中國人是這樣看的，其他
國家人民也應該這樣看。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中國「追美」有人又提中國威脅論

未來香港股市將更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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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份政府的財政預算優劣，不是以它派出多少錢、滿足大眾一時需求為標準，而是以它是否經反覆比較、推

敲考量而得出，是否符合「應使則使」及「量入為出」的原則，這才是評判優劣的標準。評論者若也以理性看待今

次預算案，則會更客觀、更理解這是用心良苦之作，是細密權衡利弊之作，是值得肯定的一份財政預算案。

衡量勞工團體能否幫到打工仔，關鍵不是他們的姿態，

不在他們在傳媒上的慷慨發言，最重要是看他們爭取到什

麼，職工盟只一味批評，一味不肯退讓，不過是因為他們

至今什麼也爭取不到，如果現在在交津問題上收貨，如何

向支持者交待，所以才寧願一直拖下去好顯示自身抗爭的

形象。《蘋果》連日來大幅報道，倒黑為白，吹捧職工盟

如何為打工仔抗爭，工聯會又如何「出賣工人」利益，極

盡煽動誣衊之能事，目的不過是為反對派的選舉造勢，在

輿論上抹黑建制派而已。

一份理性務實的財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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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理事長

據報道，剛過去的星期天(2月20日)，
參加2011香港渣打馬拉松賽跑的人數再
創新高，有6.5萬人報名參與，破了歷
年紀錄，其中不但港人踴躍報名，海

外健兒亦爭相參賽，成為體壇之空前盛事。
近日從報上看到另一則消息，蘋果電腦「靈魂人物」喬布

斯因癌病復發被迫放下心愛的工作開始休假，互聯網上也載
有他被傳媒拍到的看病照片，相中所見這位科技潮流「教主」
瘦骨嶙峋，健康狀況讓人擔憂。現在雖然醫學昌明、科技進
步，但面對癌症、愛滋病等世紀絕症，人類至今尚未找到徹
底醫治的特效良藥，癌魔每年仍威脅㠥全球幾百萬人的生
命，故此人們談癌色變。俗話說：「預防勝於治療」，等到發
現疾病再來治療為時已晚。只要大家從日常生活點滴做起，
癌症是可以預防的。健康是人生的大前提，否則縱使你有萬
貫家產、滿腹大計，如果沒有健康的體魄一切都是枉然。港
人熱衷投資，買樓、買股，低位入高位出，以最短的時間博
取最高的回報。其實健康更是一項最值得的長線投資，要想
取得長壽的回報，良好的飲食習慣加上持之以㞫的運動鍛
煉，是預防百病的不二法門。星雲大師說：「日行三千步，
夜眠八小時；飲食不逾量，作息要定時；心中常喜樂，口裡
無怨聲；此是長生術，勸君要記牢」，不啻為保健、養生的金
玉良言。雖然癌症是致命的頭號殺手之一，但各地醫學研究
報告指出，有三分之一的癌症如果發現得早，是可以治癒
的。世界衛生組織將每年的2月4日定為「世界癌症日」，借此
引起人們對防癌的關注，發掘更多的防癌知識、自我監察、
及早預防。健康在於運動，不運動或運動不足是癌症、心血
管疾病和糖尿病等非傳染病的重要誘因之一。清心寡慾，不
吸煙、少飲酒，加上規律的運動，定能減少患癌的風險。
健康關乎到各人的切身利益，不能掉以輕心。相信坊間及

網上的各類防癌資訊不少，大家不妨抽時間看看。此外，筆
者旗下的基金與香港防癌會前不久製作了一批防癌CD，也購
買了美國癌症學會《防癌抗癌營養和運動指南》中譯本等防
癌書籍，免費贈送讀者。多年前敝基金亦曾資助過內地一位
博士研究生到美國Cardiff大學研究攻克防治乳癌的方法，希望
他回國後培訓更多的專家。最近基金又捐助中山大學醫學院
乳癌研究中心，為抗癌盡綿薄之力。同時希望兩岸四地的慈
善教育基金捐款資助防治癌症，各傳媒大力宣傳，減少因癌
病死亡的人數，這無疑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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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GDP製造業比重大，創造實在財富多。
圖為山西大運汽車製造有限公司車間。 新華社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2月23日在立法會宣讀
財政預算案。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