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去年退黨潮的風風雨雨走
出來，有前黨正副主席田北

俊、周梁淑怡回朝「坐鎮」，分別出任榮譽主席
及副主席，自由黨決意重新出發。繼早前成立
青年團後，該黨昨再推出新黨徽，準備以全新
面貌迎接即將到來的多場本地選舉。新黨徽由2
個分別是藍色和綠色的圓環緊扣而成，其上還

有一個實心的綠色小圓點。田大少大讚新黨徽
很新潮，展現出現時香港與內地通過「十二五」
規劃融合的大勢，亦展現出自由黨關注青年人
和可持續發展等理念。不過，他沒有透露新黨
徽的設計費，只稱是友情價，是通過周太的關
係找來陳幼堅、盧永強2位設計大師仗義幫忙。

自由黨自1993年創黨至今，已啟用第3個黨

徽，此次的新黨徽更與之前兩個黨徽的設計完
全不同。設計師陳幼堅介紹，新黨徽的造型是
從「自」字變化出來，加強與黨的直接聯想。
圖像以「人」為主體，藉此表達自由黨以香港
人的利益為本的理念，兩圓環緊扣則是要突顯
團結，包括黨內年輕黨員與資深黨員的團結，
以及自由黨與社會間的團結。新標誌看上去亦
似「無限」的符號，又似一個「8」字，包含可
持續、生生不息的含義。

田大少形容，自由黨成立至今已有18年，黨
徽的設計亦要與時俱進，已經過2次改變，03年

一次是小改，今次則是首次完全改變。新黨徽
設計時，他們只是向兩位設計師表達了希望關
注青少年、關注與社會團結等理念，至於黨徽
的形狀、顏色完全是由設計師自由發揮，「我
第一次看到時感到很新潮，連顏色也與之前的
完全不同」。他又說，從今日起會全面更換自由
黨在全港所有的街板和宣傳品，希望在區選開
始前，讓大家熟悉這個新黨徽。

另外，周太昨日更特意找來女兒幫手，製作
了一批印有新黨徽的曲奇餅，送予一眾黨友分
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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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終審庭一連六日審理有關
剛果（金）的最終上訴案。由於馬道
立首席法官迴避，陳兆愷署理首席法
官主審，其餘四名都是外籍法官，其
中兩名常任法官為包致金、李義，兩
名非常任法官為馬天敏、梅師賢。

自上周一以來，香港幾乎所有的中
英文大報都作了報道，有的還發表評論，說明本案受
到香港社會的廣泛關注。

筆者對本案的其中一個關注點是「一國兩制」的香
港是否將成為「國際討債中心」。原不是討中國的債，
而是討發展中國家的債，但發展中國家欠債，都要轉
嫁給到發展中國家投資的中國，通過香港來討債。

禿鷹公司追債逐利應運而生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非洲、拉丁美

洲殖民地紛紛獨立，興建民族家園，成為發展中國家。
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都不
大理想，欠了發達國家不少債務。自上世紀七十年代石
油危機以來，發達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加大了
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開採天然資源，興建基建設施。
由於投資方和被投資方能力不對稱、利益不共同，債務
紛紛隨之日增。投資雙方通過仲裁以期解決糾紛，投資
方大都獲勝，但被投資方都未必有力還債。

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禿鷹基金公司（Vulture fund）
就應運而生了。它們通過各種途徑以較為廉宜的價格
收買成為勝訴投資方的壞賬，然後跨國進行追討，要
把壞賬、爛賬全數追討，成為一本萬利的生意。本案
原告訴剛果（金）就是這一類例子。

對負債極重的貧窮國家的債務，國際社會是給予寬
免的。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美
洲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以及G8國家都曾給予免除

或部分免除債務。中國雖然也是發展中國家，但對非
洲貧窮國家的債務也予部分免除。近期發表的《中國與
非洲的經貿合作》白皮書表明，過去十年，中國已免除
35個非洲國家的312筆債務，總計人民幣189.6億元，說
明中國對此並不落後於發達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

對於禿鷹基金可能影響其金融中心地位的活動，連
英國都不以為然，曾經考慮立法限制其活動，但沒有
成功。後來只是於2010年4月8日制定《（發展中國家）
債務免除法》（Debt Relief（Developing Countries）Act
2010）給予緩解。

隨㠥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也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投
資，共同開發天然資源，其投資規模也有加快、加大
的趨勢。據外國傳媒披露，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已從
2000年的16億美元激增至2009年的170億美元。然而，
投資歸投資，免除債務歸免除債務，代人還債又是另
一回事。

剛果（金）案的弔詭之處，就是禿鷹公司對剛果
（金）的債務，不到剛果（金）去討，也不到禿鷹公司
所屬的美國去討，反而要到香港來討。明明知道剛果

（金）在香港沒有財產，還來港討債，還要中鐵公司將

代表國家投資剛果（金）的錢拿來抵債。還振振有詞
地說，不讓追債將影響世界各國對香港「一國兩制」
的信心，好像「一國兩制」就是要協助禿鷹基金做一
本萬利或無本生利的生意一樣。

到底將來香港是否成為禿鷹公司的「討債中心」，要
看終審庭怎麼判了。

不能讓內地企業成替罪羊
筆者認為，香港可以成為金融中心、航運物流中

心、專業服務中心、旅遊中心等等，成為甚麼中心都
可以，但就是不可以成為討債中心。英國曾考慮立法
抑制禿鷹公司的活動，但未竟全功。

香港特區政府也可以考慮立法限制禿鷹公司的討債
活動，以捍衛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想必會得到立法
會多數議員的支持。如果香港成為討債中心，首當其
衝的是香港的金融中心。凡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
有投資的香港上市公司包括內地的上市公司都可能被
迫遷冊，以免禿鷹公司討債，成為發展中貧窮國家債
務的替罪羔羊，無法向股民和股東交代。果真如此，
香港特區也就無法向「一國兩制」交代了。

譚Sir學明新竇開張
高官好友冒雨撐場

自由黨新黨徽 藍綠環顯團結

08年「拍住上」晉身立法會的民建聯主席譚耀

宗(譚Sir)及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多年來在新界

西地區工作㡈實。為求擴大地區服務層面，他們早前在荃灣梨

木樹㢏再增設議員辦事處，並於昨日舉行開幕儀式，一眾份量

十足的政府官員及政壇好友冒雨撐場，令見慣「大場面」的譚

Sir亦大嘆場面親切感人。面對變幻莫測的風雨，譚Sir不忘發揮

幽默本色，笑言民建聯從來不會「攪風攪雨」，皆因「人為風雨」

好無謂，更鬼馬稱若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不獲通過，

屆時就輪到民建聯遊行，為大家討回6,000元。

民建聯與鄉議局素來合作無間，上屆立選，民建
聯主席譚耀宗及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在新界西便雙

雙出線。不過隨㠥鄉議局有意自組名單出戰明年新界西及新界東立
選，譚耀宗及張學明亦有「拆檔」危機。被問及民建聯的選舉協調
形勢時，譚耀宗表示，至今依然未有定案，要待區選後再作決定。
他坦言，昔日與工聯會、鄉議局及新界社團聯會組隊，今年卻情況
有變，但相信與鄉議局依然「有偈傾」。

譚耀宗形容，選舉發展令出選難度越來越高，無疑對民建聯選情
有威脅，「相近票源的政黨同時出隊，一定有威脅。協調就是要你
讓我、我讓你，大家唔郁無得協調。鄉議局過去亦好支持民建聯，
相信有偈傾。」

對於良田村代表、律師會副會長何君堯，早前突然取代劉皇發當
選屯門鄉委會主席，坊間亦盛傳何有意在明年出戰立法會新界西直
選，譚耀宗回應時表示，自己未曾與何君堯聯絡；同場的鄉議局主
席劉皇發則掩耳以「咩都聽唔到」拒絕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西協調有難度 譚耀宗指「有偈傾」

民建聯新屆領導層將於下月登場，當中一個副主
席職位亦因溫嘉旋棄選而騰空，接任人誰屬則依然

為未知之數。不過，在民建聯譚耀宗張學明議員辦事處開幕禮上，
就率先發現民建聯今年的重點「小花」——社區統籌呂迪明。在月
初才正式加盟民建聯的呂迪明迅速受到呵護重用，更被委任為梨木
樹辦事處的社區統籌，譚Sir及張學明更力讚呂迪明為「好幫手」。

被問及會否派她出戰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時，譚Sir就未有直接回
應，只笑言「一切言之尚早」，強調現階段「做實事」為重。他又
透露，今年區議會選舉將會派出170多人參選，當中更不乏「80後」
新人，為選情帶來一番新氣象。

現年30歲的呂迪明透露，自己是劇團的活躍分子，曾經在《一樹梨
花壓海棠》劇目中扮演Lolita媽媽一角，不過在老朋友陳㞫鑌鼓勵
下，正式投入社區服務，「我好鍾意對人的工作，所以在幾經考慮
下，就決定嘗試地區工作。」問及會否出選區議會時，呂迪明笑說：

「區議會可以考慮，立法會就太遠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昨日開幕禮星光熠熠，現身撐場的
包括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中聯辦新界
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民政事務局局
長曾德成、環境局局長邱騰華、署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等。譚
Sir致辭時強調，民建聯一直非常重視
社區和諧及市民利益，所以從來不會

「攪風攪雨」，反而會全心全意真誠為
香港，與市民風雨同路，「我每次到
梨木樹都是落雨，今日都唔例外，不
過我覺得好團結好親切，香港真的是

塊福地，那些人為攪風攪雨好無謂。」
喜慶當前，譚Sir依然不忘「急市民

所急」，提到港人最關心的6,000元一
次性派錢措施，重申政府坐擁龐大盈
餘當然要改善民生，開倉派米亦在所
難免，「最近我㜺說服財爺(回應民
情)，人㜺又話佢開倉派米。有時開倉
派米都要做，不過最緊要4月13日通
過到，否則大家你話點算好？到時大
家惟有一齊遊行，爭取6,000元。」

「好拍檔」張學明致辭時亦不禁憶述

起昔日參選口號，並感謝鄉議局及新
界社團聯會過去的地區支持，期望大
家繼續攜手並肩建設香港。

發叔以曾國藩名言作賀詞
期間，一眾主禮嘉賓對兩位資深議

員更是「有讚無彈」。鄉議局主席劉
皇發以清朝名臣曾國藩所言「小心安
定，唯求任事，莫問收穫，但問耕
耘」作為賀詞。他坦言，自己與譚Sir
共事多年實在獲益不淺，又大讚張學

明「英年有為、敬業樂群、政治觸覺
敏捷、處事作風開明、目光遠大」，

「最重要是兩人都有一份愛國愛港愛
鄉的心，在立法會處理新界民生議
題，能夠兼顧新市鎮鄉郊的利益，實
在值得讚揚。」

至於「首次入㢏」的曾鈺成亦大
嘆，梨木樹㢏有兩大資深議員坐鎮，
能夠充分調動資源服務地區，實在是
㢏民之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記「小花」呂迪明 落社區做實事

■周太(左)大派曲奇餅。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宋小莊 法學博士香港將成為「討債中心」嗎？

跨入2011年，是香港政治和經濟發展關鍵的一年。從

政治發展看，香港已開始邁入普選時代，特別是今明兩

年的五場選舉(包括2011年區議會選舉、選舉委員會界

別分組選舉、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選舉、港區

人代選舉)，將為未來十年香港普選奠定基本政治格

局。從經濟發展來看，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

年，「十二五」規劃進一步明確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

的地位和作用，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戰略指引，香港借

國家「十二五」東風，將《綱要》對香港的支持轉化為

發展的動力，再創輝煌，這對香港的發展具有里程碑的

意義。

反對派妄圖重溫2003年舊夢
反對派對今明兩年在香港歷史上的意義十分清楚，因

此，跨入2011年以來，反對派就祭出了他們的政治圖騰

—「2003年」，夢想香港重蹈2003年經濟衰頹、政府陷

入管治危機和反對派得勢的覆轍。眾所周知，「2003年」

之所以成為反對派的政治圖騰，說明反對派的得勢，是

以政府、社會和廣大市民遭遇困境為代價的。

例如，在2003年區議會選舉中，反對派打出「踢走保

皇黨」口號，令選民誤以為經濟不景、民生艱困都是

「保皇黨」間接造成。在此情況下，作為反對派中的最

大政黨民主黨派出120人參選，95人當選，當選率為

79%。民建聯共派出206人參選，但只得62人當選，當

選率僅30%，這對民建聯來說是一個創黨以來最大的挫

折，此役導致黨主席曾鈺成引咎辭職。目前反對派中的

第二大政黨公民黨，其核心也是靠在2003年反「二十三

條立法」起家，成為政治暴發戶。從2003年起，反對派

食髓知味，往往利用市民對經濟不景和政府施政失誤的

不滿，製造矛盾，分化社會，致使民粹主義氾濫，無政

府主義抬頭，政府動輒得咎，反對派則渾水摸魚、呼風

喚雨、亂中漁利，香港政治生態不時惡化，經濟發展也

受到嚴重阻礙。跨入2011年以來，特別是中東「茉莉花

革命」爆發之後，反對派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對「2003

年」的政治圖騰頂禮膜拜，正說明反對派欲重演2003年

政治形勢，以便在今明兩年為全面搶奪香港管治權奠定

基礎。

政府管治表現直接影響選情
香港之所以產生政府管治表現直接影響區議會、立法

會選情的政治生態，是由於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格局下，建制派按照中央政府要求，以愛國愛港為己

任，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中流砥柱；而反對派則

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派別；至於反對派激進一翼

更是以博取對社會極端不滿的不到一成人掌聲謀求一席

之地。因此，若特區政府在振興經濟、改善民生、促進

和諧、推動民主方面政績越好，民望越高，建制派民意

支持率就會相應「水漲船高」，選情向好；而「為反對

而反對」陣營倒行逆施自然大失民心，「冇啖好食」，

選情看淡；相反，若特區政府施政閉門造車，脫離民

意，經濟成長成果不為大眾分享，深層次矛盾積重難

返，令市民「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

完」，民怨沸騰，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的建制派自然被拖

累，成為市民不滿的發洩對象，選情插水；而「為反對

而反對」、專門狙擊政府的政治派別當然大撈稻草，將

對政府的民怨收割為自己的民望，選情看漲，明顯的

「此消彼長」。基於此，特區政府實質上與建制派結成命

運共同體，必須對「榮辱與共」效應有清醒認識，加強

提高管治水平的自覺性。

政府改善管治有利愛國者治港
最近，預算案修訂前後引發的軒然大波給政府上了寶

貴一課。首先特區政府必須擺脫「借來的時間、借來的

空間」的殖民統治思維，以主人翁的態度提升管治水

平。特區政府應全面和嚴格落實基本法，從管治架構和

管治行為兩方面來提高管治水平，將行政主導落到實

處，為經濟民生做出實效；要分清民意和民粹，施政舉

措應扎實做好諮詢，貼近民意，吸納社會共識，避免反

對派有機可乘。實際上，預算案聽取民意修訂後，反對

派發起把預算案與「紫荊花革命」掛㢕的亂港圖謀已經

基本破產。若政府在預算案諮詢期真正了解和掌握各階

層、各政黨訴求的最大公約數，將其納入預算案，根本

不會搞出個「大頭佛」！

第二，誰是特區

政府管治的政敵？

誰是特區政府施政的

朋友？這個問題是管治

的首要問題！特區政府過

去改善管治成效甚少，其基本

原因就是因為不能依靠真正的朋友，以孤立真正的政

敵。民主黨、公民黨在預算案諮詢時明確提出不要「派

糖」，希望多投資未來，做長遠措施，例如公民黨建議

設500億元全民退休保障種子基金，通脹債券則是民主

黨最先提出。但特區政府採納他們的建議後，預算案出

台卻群情洶湧，民主黨、公民黨立刻「變臉」倒打一

耙，發起反預算案遊行，並落井下石要求「雙曾」落

台。特區政府今次被反對派「跣」，說明提升管治水

平、分清敵友十分重要。2012年政改方案通過後，本屆

特區政府再沒有必須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重要議

案，完全可以依靠建制派推行施政和提高管治水平。

第三，既然政府管治表現令建制派與反對派的選情此

消彼長，當中重要一條是維護香港法治優良傳統和核心

價值，重振公權力，對反對派違反「和平、理性、非暴

力」原則衝擊社會秩序的暴戾行徑決不能心慈手軟，該

刑事檢控的就檢控，該民事索賠的就索賠，如此方能令

社會正氣上升，邪氣下降。若港府自廢法治武功，甘當

「冇牙老虎」，只會大長反對派威風，大滅建制派志氣，

等於為前者助選，為後者「倒米」！

香港問題的本質是爭奪管治權的問題，而爭奪管治權

是通過選舉政治實現的。今明兩年的五場選舉，適逢本

屆特區政府剩下最後不足一年半的任期，期間特區政府

提升管治水平，這是改善香港政治生態，使香港邁向普

選後管治權仍然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力量手中的關鍵環

節之一，特區政府「站好最後一班崗」責無旁貸！

溫家寶總理提出香港要注意三件事情是有的放矢，是中央對本屆特區政府的明確工作要

求，其中透露㠥中央對特區政府提升管治水平的殷切希望，這是改善香港政治生態，使香港

邁向普選後管治權仍然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力量手中的關鍵環節。廣大市民希望特區政府擺

脫「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殖民統治思維，以主人翁的態度鞏固以愛國愛港者為主體

的執政聯盟，以高效率、高水平的施政來加強行政主導，重振公權力，在今明兩年香港選戰

頻繁的情況下「站好最後一班崗」，不僅要避免淪為「跛腳鴨」政府，更要以真正強政勵治

的形象贏得民心，為香港邁向雙普選創造良好的政治和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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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戰頻繁 港府更要「站好最後一班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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