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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G8在法國多維爾市開幕到結束，全球媒體和輿論都在問：早已失去世
界經濟火車頭稱號的G8到底還有何作用？昔日「最富有」的八個國家今天
負債纍纍、自顧不暇，為何仍「慷慨」許諾400億美元援助阿拉伯國家？
面對被性醜聞趕下台的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G8為何居然仍敢以
「爐邊私晤」的形式，悄悄商定要推出另一位法國人克莉斯蒂娜．拉加德
接任，視世界其他國家於無睹？在G20峰會更具合法性和合理性早已成為
全球共識之際，G8還有何必要浪費大量納稅人的金錢而存在下去？
君不見，全球對G8的關注度已經今非昔比，甚至連抗議聲都大大降低：

並非反對人數少了，而是全球輿論對G8的重視程度確實達到了「忽略」的
臨界點！人們甚至對薩科齊總統夫人卡爾拉．布魯妮身懷六甲的「八卦」
新聞的關注，超過了對G8本身的熱情。在這種情況下，為何G8仍然要勉
力為之？
事實上，來自南方國家的無形挑戰正在日益成為現實。就在G8峰會前

夕，金磚五國常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發表聯合聲明，反對繼續維持
「美國人擔任世界銀行總裁、歐洲人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陳
舊傳統」。這對以歐美為首的西方來說，不啻晴天霹靂：歷史上終於出現
對北方陣營的挑戰。在這一背景下，多維爾G8峰會便值得做一番解剖，來
看看為什麼西方仍然要堅持這一已經失去意義的「聚會」。
這次峰會有 明顯的拉攏俄羅斯、瓦解金磚五國陣營，從而再度確認西

方對當今世界的主導權的味道。過去俄羅斯一向在G8峰會上僅僅扮演一個
叨陪末座的角色。即在「其他七國用完晚餐時，請俄羅斯來品嚐咖啡」。
今天這一幕已經成為歷史。這次，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風光異常。不僅
在禮儀上梅德韋傑夫被安排與法國總統薩科齊和美國總統奧巴馬一起亮
相，而且奧、薩公開請求梅氏「游說卡扎菲下台」，「拉俄下水」的味道
甚濃。利比亞戰爭是西方目前正在進行的第三場戰爭，久拖不決，甚至久
戰不勝的話，對西方負面衝擊太大。將俄羅斯拉入「反卡陣營」，將大大
有利於打贏這場戰爭。於是，G8峰會便成一個「籠絡」俄羅斯的機會。

援助「阿拉伯之春」推銷西方模式
值得關注的是多維爾G8峰會對阿拉伯之春所做出的提供400億美元援

助，以「幫助突尼斯和埃及等國建立民主」的決定。阿拉伯之春，是西方
所沒有預測到的一場年輕人的革命。它不僅受到西方的敵人伊朗和阿拉伯
伊斯蘭激進勢力如「基地組織」的支持，而且具有明確的「反西方、反以

色列」的色彩。如果說在革命中沒有出現反美、反以口號，那顯然只是革
命組織者的一種策略而已。但這對於西方來說，是不能不全力關注的一個
問題。反對這場革命，或對其袖手旁觀，就會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發展趨勢
失去控制。這對一向以謀求控制全球為己任的西方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儘管西方自己處於經濟困境之中，也要—至少是口頭上—拿出400
億美元，來進行對阿拉伯世界實施新的「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提供的不僅僅是經濟援助，更重要的是美國生活模式。G8希

望通過此舉，不僅「回收阿拉伯革命」，而且是要使阿拉伯革命的性質從
「追求經濟權利與社會正義」變成「追求民主化」，從而有助於強化西方意
識形態陣營。在目前西方民眾日漸失去對未來的信心之際，強調阿拉伯之
春的「民主性質」是至關重要的。這幾天，阿拉伯之春實際上已經衝擊
到歐洲大陸。從希臘到西班牙，甚至在法國，都出現了年輕人上街示威
的現象。西班牙青年示威的口號是，「不管左右翼誰上台，我們都不歡
迎。我們要求我們的前途得到保障」。這已經是對西方體制的一種直接
否認。難怪西班牙當局已經決定將佔領了首都廣場的青年示威者強力解
散⋯⋯
G8多維爾峰會事實上可能是昔日的強國失去對世界事務主導權的一次峰

會。因此，會上G8聯手竭力試圖延長其生命力的企圖令人印象深刻。問題
是無可奈何花落去，G8還有回春之力嗎？

遊行示威頻繁，是香港特點之一。但是長時期以來，「和平示威、理性訴
求」是多數市民認同的做法，其中也包括香港政治團體。然而，反對派政治
團體一向視示威為做秀，旨在騙取選票。這種「為示威而示威、為出位而示
威」的政治把戲，已經成為反對派政治團體的一服民望迷幻劑，需要不斷增
加劑量，才能滿足其博出位的慾望。由於靠喊口號再難招徠觀眾，有些反對
派團體近年的示威行動日趨激進，例如社民連、人民力量等，近期更發展至
以粗暴的行為衝擊官員。

政治粗暴行為變本加厲
反對派政治團體近來一系列「暴行」包括：
特首高官成施暴者攻擊對象。今年3月，行政長官曾蔭權出席在香港歷史博

物館舉辦的「辛亥革命百周年展」開幕禮時，社民連成員先以「掟飯盒」作
為抗議手段，後又在大門衝擊保安人員，混亂中曾蔭權胸口位置被撞傷，當
晚經急症室醫生診斷，發現左胸近胸骨及肋骨位置有約十厘米大小的紅腫，
觸碰會有痛楚，幸未有骨折或傷及內臟。警方其後拘捕社民連成員，控以普
通襲擊罪。
4月10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參加港鐵舉行的競步賽前，社民連成員

以抗議港鐵加價為借口，肆意搗亂會場秩序，初時是叫囂、撒溪錢，繼而突
然衝上台，搶走鄭身前的「咪」，高叫不滿港鐵加價的口號，鄭汝樺險被撞
倒，幸有港鐵主席錢果豐在旁出手保護，鄭汝樺才免於大難。
4月10日下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出席「基層醫療推廣活動」致辭

時，亦有示威者衝擊講台打亂正常秩序強行發言。

示威文化走上歪路令人擔心
香港特區官員接二連三成為政治暴力的受害者，輿論一致予以譴責，表明

不認同以非和平方式表達意見。香港的示威文化過去一向以政策訴求為主
體，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為約束標準，要講實力較量，無非是「鬥大鬥
多」，即看誰的人數多。示威參與人數愈多，社會迴響愈大，反映議題得到愈
多市民支持，示威便越是成功。然而近年來的示威活動，卻流行野貓式突襲
特徵，追求「出位」、「夠搶」、「夠激」。其中有四點變化最明顯，亦令社會
最為擔心。
第一，政治暴力文化已經由議事堂蔓延至基層社區。社民連及人民力量立

法會議員或在會議廳上掟蕉爆粗掃桌面，或在立法會門外衝擊來開會的官
員，行為猖獗近乎「如入無人之境」，結果是給年輕人樹立了壞樣板，一些激

進追隨者有樣學樣，在街頭掟飯搶咪撞擊人群，開始有了「橫衝直撞」的味道。
第二，由衝擊官員或政治人物，演變為擾亂社會秩序、甚至「騎劫」康體或公益活動，侵犯一

般市民參與活動的自由。
第三，以打鬥為樂趣。過往反對派發動激進示威行動，一般以重大社會議題作為發難借口，例

如瞄準高鐵撥款爭議等，而現在卻不一樣，一些不大不小的社會議題，例如港鐵加價等，都被他
們拿來作為肢體衝突宣洩不滿的理由，動輒拳腳相向，甚至以打鬥為樂趣。
第四，把暴力行為合理化、正常化，甚至美化為公義。例如新預算案立法會表決當日（4月13

日），反對派政治團體在立法會外集會，其中脫離民主黨後成立的政治團體新民主同盟成員，為
了表達對地產商不滿，找人扮演商人李嘉誠，被一眾示威者按壓在地拳打腳踢，以示懲戒。
香港示威文化走上歪路，鼓吹以拳頭解決問題，以肢體行動宣洩情緒，令人擔心會步台灣政治

暴力後塵。台灣議會中的一些議員，為博取鎂光燈聚焦自己，動輒打架，令電視上經常出現議員
之間偶一口角，便釀成集體肢體衝突的場面，令政壇烏煙瘴氣。

多數港人難容政壇暴力
反對派假集會、遊行、示威自由之名，行暴力政治之實，已經引起市民反感。香港青年會近期

訪問了逾517名18至45歲的青壯年人士，了解他們對特首曾蔭權遇襲受傷及近期官員被辱罵事件
的看法。大家普遍認為，肢體碰撞或辱罵官員等表達方式，對本港構成很多負面影響，受訪者多
以清晰態度表達對暴力行為的不認同。調查結果顯示，69%受訪者「對於個別市民以肢體衝擊、
辱罵特區官員等方式作為公民抗命」表示非常不讚賞；71%人認為這些行為有損香港文明城市的
形象；64%受訪者認為這些行為既無助解決社會矛盾，亦阻礙本港民主政制正面發展。調查機構
作出的結論是：港人難以容忍非理性、非和平的表達方式，大多數市民期望香港能營造和諧的社
會環境。
反對政治暴力，多數市民從態度不明朗到態度鮮明，對遏制政壇暴力是好事。但要重創歪風，

恐怕還是要靠選票的力量。反對派要的是選票，怕的也是選票。諸位選民，讓我們在年底區議會
選舉中，一起對政壇暴力說「不」! （本文轉載自6月號《紫荊》雜誌，內容有刪節。）

近年來，特別是香港踏入選舉周期年份以來，反對派一心想

擴充其知名度，凡有機會便造勢曝光，包括示威行徑日趨激進

及採取極端手段吸引民眾眼球，以此不斷測試社會底線，以確

定臨近選舉投票日的搶票策略。但是，連反對派自己也沒有想

到，新政治暴力行徑已經激起本港社會強烈反感，他們正在自

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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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的調查，反映了香港民心所向，也反映了民建聯努力提出社會話題，掌握話語權，做一個負責

任的政黨，為港人解決最切身的問題，實際地監督政府。反對派逆民心與民建聯順民心，形成了鮮明的

對比。聯繫反對派今年以來民望大插水，更暴露了他們製造社會對抗、損害香港發展的錯誤。

民建聯上星期訪問了超過660名市民，對下任行政長官期望
進行調查，超過六成人表示，最關注房屋問題，其次是要搞好
經濟建設，提升香港競爭力，第三是要解決社會公平，包括貧
富懸殊問題。市民對高樓價、上不到樓的怨氣已到「臨界
點」，所以希望下任特首必須有長遠規劃。
房屋居住問題，成為了香港人最關注的題目。原因是他們感

到壓抑，感到一種非常困難、非常無奈的感覺。現在許多新樓
的房價已經超過每呎萬元的水平。豪宅牽連所及，把中下價二
手樓也推至七、八千元一呎。六百呎單位要近四百萬元，基層
市民如何籌措一百三十萬之首期？若兩夫婦入息有四萬元，一
個月儲兩萬，大約六年後才有機會上車。若租樓住，租金萬四
元一月，已無力儲蓄。何況，能有四萬元入息者，只佔勞動人
口的兩成，其他的打工仔只能望樓興嘆。政府官員又一再強調
不會再建居屋，民間的不滿情緒日益上升。不要以為有樓階層
就可以平穩過下半生，中產階級的兒女已經長大成人，到了談
婚論嫁階段，仍然沒有居所，結果向父母請求援助，父母又要
做第二次「房奴」，協助子女供樓，或者把養老金撥作兒女的
首期。

土地供不應求 反對派有責
房價火箭式上升，同政府不搞土地儲備，像擠牙膏一樣賣

地，造成供不應求有關。為什麼土地不足？其中一個原因是反
對派回歸前支持搞了一個「保護海港條例」，不准填海，近年
更在環保激進主義者配合下，狙擊灣仔繞道、上水至落馬洲鐵
路、高鐵、啟德舊機場旁邊的污水溝加蓋和橋樑計劃、港珠澳
大橋，弄得政府寸步難行。政府說，土地儲備十四年未有增
加，皆因反對填海和基建聲浪不少，不如全港討論應否在維港
之外填海，有了決定，這才可增加土地供應。
民調顯示，能解決房屋居住者就是好的行政長官，主政者要

推動經濟建設、改善民生、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民建聯的民意
調查，反映了香港民心所向，也反映了民建聯努力提出社會話
題，掌握話語權，做一個負責任的政黨，為港人解決最切身的
問題，實際地監督政府。反對派逆民心與民建聯順民心，形成

了鮮明的對比。聯繫反對派今年以來民望大插水，更暴露了他
們製造社會對抗、損害香港發展的錯誤。他們一不反映民心，
二不對土地供應提出有益有建設性的建議，反而是提出了所謂
「環保基線」問題，即任何開拓土地和工程的環境評估，要確
保工程建成之後，不增加任何污染，即使是汽車使用量增加，
也屬於這一種污染，工程就不能夠上馬。如此苛刻的限制提出
來，民生和房屋問題的解決、土地供應的增加、交通設施的興
建，通通都不可能實現。結果，港人要為反對派這種為反對而
反對的態度，付出沉重的民生和經濟發展代價。

掌握話語權 做一個負責任政黨
反對派除阻礙經濟發展外，還提出仇恨商人的鬥爭口號，攻

擊中小企是「無良僱主」，把複雜的土地儲備減少簡單化為
「地產霸權」，上演到商場、寫字樓、地盤、中環鬧市搞暴力
對抗的鬧劇，唯恐資本家繼續留在香港投資；司法覆核使78
項重大工程停工，損害專業人士的就業，「包攬訴訟」轉移
公帑荷包入水，利己主義卻稱為維護公義，更挑戰中產階級
的利益和核心價值，弄得人心惶惶、怨氣 天。
反對派不僅不從民心最關注的三大問題提出建設性建議，居

然視香港良好穩定環境為仇敵，宣稱「解放香港」、搞「紫荊
花革命」，挑撥兩地關係，破壞兩地經濟合作和融合，反對香
港參與內地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基建工程，鼓吹不要有經濟
升級的規劃，香港要對中國說「不」。他們大力支持在內地進
行搗亂的分子，遵循美國的旨意每周搞一次反華遊行，旨在利
用香港吸引內地搞事者歸隊，操控他們在內地搞事顛覆，挑戰
「一國兩制」。

這些鬥爭行動和越軌行為，完全與港人求安居樂業的三大期
望背道而馳，嚴重阻礙港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訴求。失道者
寡助，所以，中產階級不肯再給反對派捐款，中產階級說：
「有得選，係老闆，我投票，你倒米，搞覆核，我埋單，搵老
襯，冇天眼」。故反對派號召搞這個「示威」，那個「遊行」，
港人嗤之以鼻，唾棄這些打爛港人飯碗的搞事派，港人參加遊
行的越來越少。

自從去年，港鐵在盈利高達120億元情況下，仍按照「可加
可減」機制申請調高票價之後，其他交通機構紛紛跟隨。在今
年4月份，行政會議不但先後批准九巴及龍運巴士分別加價
3.6%及3.2%，亦於5月份接受的士及電車公司加價的申請，使
的士「起錶價」增加10%，電車票價增加15%。這對於苦不堪
言的基層市民來說，無疑是百上加斤。
對基層市民而言，在高通脹的壓力及最低工資實施的副作用

下，物價和各類開支的負擔加劇。有學者預計，交通業的加價
行為將會分別抽高今明兩年的通脹率0.03%及0.02%，同時也會
帶來其他行業加價的連鎖反應，即表示通脹率在未來將會持續
上升，基層市民要繼續承受物價高漲之苦，生活捉襟見肘，這
確實令人擔憂。
港鐵、九巴公司作為本港交通運輸業的核心服務提供者，除
眼於牟利之外，也應該承擔社會責任。我們認為，如收益最

高的港鐵有龐大的土地發展收益，除了改善服務質素外，可考
慮透過設立基金，用作凍結票價的差額及推出更有效的票價優
惠方案。我們認為，在目前高通脹的社會環境下繼續進行加
價，只會引起惡性循環，苦了大眾，引起激憤。

同時，我們認為港府應盡快展開檢討制定監管公共運輸業的
政策，如檢討「可加可減」票價調整機制，才能真正紓解民
困。所謂「可加可減」，其方程式只計算物價指數和運輸業工
資；前者未能充分反映基層市民的生活狀況，後者又只保障了
運輸業的工資水平。加上現時經濟亦由通縮期轉為通脹期，因
此港鐵及巴士在可加可減票價機制下未曾試過減價。而學者預
期未來的通脹年度會比通縮年度多，市民基本上難以受惠於機
制。因此，我們期望，在「可加可減」的機制中，應該加入市
民的負擔能力、消費能力或購買能力作為計算的因素，以確保
票價更貼近市民大眾的承受能力。
另外，鑑於交通票價的上升，港府亦應推出更多利民紓困

的措施，如港府最近擴大了交通津貼計劃，有多達38萬人每
月可獲600元補助。我們認為，此一補貼應該與通脹水平互
相掛 ，以長期紓緩公共交通費用增加為基層市民帶來的威
脅。
所謂「通脹猛如虎」，我們不欲見到基層市民苦活於高通脹

環境下，期望特區政府及早籌謀對策，制定更多利民紓困的措
施，以防民怨日深，引發更多社會矛盾。

■出席G8（八國峰會）的領導人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