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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月至到7月9日，
天文台已發出6次酷熱
天氣警告，對需要長
期在戶外工作的打工

仔來說，這種天氣簡直熱得要命。不幸地，在
今年踏入夏季以來，已接二連三發生僱員工作
期間中暑意外，有4人更因而死亡，勞工處應
正視有關問題嚴重性，盡快採取措施保障員工
生命！

天文台是在2000年1月正式推出酷熱天氣警
告，當香港廣泛地區的最高氣溫預料高達攝氏
33度或以上，又或者最高氣溫預料達攝氏28度
或以上而濕度高和只吹2級或以下的微風時，
便會發出有關警告，提醒市民注意健康。

天文台在2000年5月29日發出首個酷熱天氣
警告後，直至今年7月9日，共發出了114次酷
熱天氣警告，但近年發出警告次數已按年俱
增，06年至10年，分別為3次、9次、10次、15

次及18次警告，在今年5月至7月9日，亦已發
出了6次酷熱天氣警告。

酷熱指引被嘲為無牙老虎
種種數據顯示，本港天氣「越來越熱」已是

不爭事實，但僱員在酷熱天氣下工作的保障卻
十年如一日，未見改善，勞工處及有關當局根
本未有認真關注有關問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月初立法會會議
上，指勞工處已向僱主發出「酷熱環境下工作
預防中暑」指引；亦指《僱員補償條例》亦訂
明若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
傷或死亡，包括若工作期間中暑導致意外並引
致受傷或死亡，僱主是須要負起補償責任，但
這說法有「取巧」之嫌，因為即是僱員要中暑
並導致意外情況下，才有機會獲補償。

在勞工界角度，政府應關注僱員因天氣熱中
暑不適甚至死亡的情況及賠償問題，大部分僱

員是因工作需要或僱主指派下到戶外工作，若
因而出現中暑不適甚至死亡，僱主理應責無旁
貸負上責任。

我們當然明白要界定僱員中暑事故有很多因
素，例如個人因素、環境、工作等，不能單以
中暑便將之納入《僱員補償條例》保障範圍
內。但正因為僱員中暑涉及很多因素，故政府
理應要深入探討問題。

我想問，勞工處有否就地盤工人中暑個案進
行深入調查或研究呢？有否理解僱員中暑不適
甚至死亡的原因呢？希望當局能認真研究有關
問題，並作出針對性改善措施！

當「酷熱環境下工作預防中暑」指引被嘲
為無牙老虎；當法例未必能保障有關僱員
時，政府是否應多走一步去想想辦法，保障
在酷熱天氣下工作的僱員，尤其是在戶外工
作人士的職業安全，以減少再有中暑死亡事
件悲劇發生！

18日，新疆和田發生暴徒襲警事件，14名暴徒被擊斃。襲警、劫持人質、採取暴力造成執法
者和無辜人群死傷，這是典型的恐怖襲擊。可是，讓人不解的是，西方媒體在第一時間將此
解讀為「維漢衝突」（《華爾街日報》），甚至稱「中國警方在西北新疆向人群開槍」（法國歐洲
一台）。如此腔調的報道，在西方媒體上隨處可見。考慮到西方媒體過去在西藏和新疆發生類
似事件時有預設立場的輿論導向，凸顯西方對華充滿㠥極端的偏見。

恐怖襲擊是對正常社會的暴力挑戰，恐怖分子是人類的公敵。基於這樣的普世常識，中國
對發生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恐怖襲擊事件，態度都是篤定如一的：對所在國家政府的反恐行
動給予支持，對遭受恐襲的民眾表達同情，對恐怖分子嚴厲譴責。所以，無論是美國的9．11
事件，抑或倫敦和馬德里的恐襲，或者是發生在俄羅斯、印度、中東的此類事件，均可驗證
中國的立場。恐怖主義就是恐怖主義，沒有也不可能有好壞之分。

西方媒體竟然「同情」恐怖分子
誠然，無論是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還是防不勝防的中東恐襲，背後都隱藏㠥深層的原

因。和田事件，同樣如此。不過，隱伏在恐怖事件背後的因果關係固然複雜，但並不能由此
給恐怖分子的暴力行為塗抹上絲毫正義的色彩。可是，西方社會對和田事件中恐怖行為和恐
怖分子卻給予了無限同情，中國政府卻成了他們眼裡的「反面人物」。

換位思考，如果中國對「基地組織」和拉登之流的恐怖分子，也給予同情，不去譴責其發
動的恐怖襲擊而是指責西方社會，西方社會會如何看待中國？值得一提的是，和田事件中的
暴徒們，和以往「東突」恐怖分子採取的恐襲模式如出一轍。而「東突」是國際社會公認的
恐怖組織，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也擒獲並囚禁了一大批「東突」恐怖分子。而「東突」和

「世維會」有㠥千絲萬縷的關係。諷刺的是，「東突」和美國作對，就是恐怖分子；「東突」
在華發動恐襲，卻成了西方媒體口中的「英雄」。同樣，和恐怖組織脫不了關係的「世維
會」，在西方社會卻成為所謂受壓迫民族的代表，成了「正義」的化身。

如此邏輯混亂，已經不是西方社會反恐上的雙重標準所能評判，而是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
對華偏見。這種偏見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層面的，而是全覆蓋的。一句話，是西方社會面對中
國崛起而有意為之的遏制手段。從「3．14」到「7．5」再到和田事件，西方社會最樂於看到
中國多發生一些麻煩事，潑污中國，將中國陰謀化，這種抹黑和幸災樂禍就是要損毀中國在
國際社會的道德形象。

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對華偏見
事實證明，無論是在中國邊疆地區還是其他地方，只要有人膽敢製造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

事件，中國政府都不會手軟，也不會屈服於西方社會的壓力。更重要的是，對於邊疆地區的
發展，中國政府也向來不遺餘力支持和扶助；對於少數民族的訴求和權利，中國也是一如既
往地保全。也許中國還存在一些不盡人意處，但中國在千方百計地把事情做好。如果說西方
社會對華真的沒有惡意，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機制和渠道到中國邊疆地區走一走看一看，了
解中國邊疆的現狀，哪怕給中國提出批評也是很正常的。現在的問題是，西方社會對中國的
情況不了解，而是偏聽偏信那些浮蕩在西方社會的分裂組織的抹黑宣傳。如此作為，西方社
會就是和中國故意作對。

中國理解西方社會對中國崛起所引發的焦慮不安，也明白國際關係現實性和殘酷性。但是，和中國進行競
爭、博弈都沒有問題，但競爭和博弈要符合普世規則，而不能玩陰謀化的小把戲。如果西方社會將這種不入流
的遊戲玩到底，中國對西方社會恐怕也要換一個態度，結果恐怕就是兩敗俱傷的零和博弈了。

傲慢和偏見是一把利劍，到最後恐怕會傷到自己。美國對和田事件中的恐怖分子那麼同情，搞不好就孵化了
另外的本．拉登。不要忘了，當年美國對本．拉登也是讚譽有加甚至並肩作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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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事件中的暴徒們，和以往「東突」恐怖分子採取的恐襲模式如出一

轍。諷刺的是，「東突」和美國作對，就是恐怖分子；「東突」在華發動恐

襲，卻成了西方媒體口中的「英雄」。如此邏輯混亂，已經不是西方社會反恐

上的雙重標準所能評判，而是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對華偏見。這種偏見不僅

僅是意識形態層面的，而是全覆蓋的，是西方社會面對中國崛起而有意為之

的遏制手段。從「3．14」到「7．5」再到和田事件，西方社會最樂於看到

中國多發生一些麻煩事，潑污中國，將中國陰謀化，這種抹黑和幸災樂禍就

是要損毀中國在國際社會的道德形象。

香港某些傳媒一向是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的忠實傳聲筒，對它們的觀點唯唯諾諾。總括而

言，歐元解體的機會微乎其微。歐元反映歐陸國家推進經濟政治整合的決心，也是幾十年經

濟融合的結果，歐盟豈會輕易讓它前功盡廢？而且，歐元解體會對歐洲以至全球的經濟造成

很大衝擊，相信歐盟最終會找出一個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筆者奉勸各位市民，勿因英美傳

媒誇大歐債危機的嚴重性，而輕率作出投資決定，否則可能會招致無謂的損失。投資者應了

解歐盟和歐元的本質，才能作出理智的決定。

勿輕信歐元會解體
周全浩 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南蘇丹獨立進程中面臨的挑戰
汪 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近兩年，筆者曾到訪歐洲多個國家開會，包括法
國、比利時、英國、德國、荷蘭及瑞典等國，與不同
的歐洲教授交流和談論對歐盟及歐元前景的看法，發
現歐洲人的觀點與英文國際傳媒的報道和分析迥然不
同。

歐盟是根據1991年12月簽署的《馬城條約》所建立
的國際組織，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歐洲共同市場，當
時只有法國、西德、意大利、比利時、盧森堡及荷蘭
六國組成，英國未被邀請加入。從地理位置上看，六
國互為接壤，地處歐陸的心臟地帶，為歐洲的經濟樞
紐。

60年代，英國希望加入共同市場，卻慘吃法國總統
戴高樂的閉門羹。為了與共同市場的內六國(Inner Six)
抗衡，被排之於外的英國連同葡萄牙、瑞士、奧地
利、丹麥、瑞典及挪威於1960年組成歐洲自由貿易聯
盟，合稱外七國(Outer Seven)。外七國的組織較為鬆
散，經濟發展未如共同市場般理想。戴高樂過世後，
英國在1973年才成功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歐元誕生以來唱衰聲音從未間斷
1979年3月，在德國總理和法國總統的倡議下，共同

市場的8個成員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丹
麥、愛爾蘭、盧森堡和荷蘭）決定建立歐洲貨幣體系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即「一條蛇」貨幣
體系，將各國貨幣的匯率與對方固定，共同對付美元
浮動。西班牙及英國也分別於1989年和1990年加入。

1991年歐盟成立，歐洲各國在簽訂《馬城條約》時
均同意建立共同貨幣。幾經波折，歐元最終於1999年

誕生。英國雖為歐盟成員國，但始終未有加入歐元
區，原因是英國須和美國及其他英語國家維持特殊外
交和經濟關係，與歐盟利益並不一致。在歐盟，英國
扮演㠥美國的特洛伊木馬角色(Trojan horse)。

歐元面世時，外間對歐元作出各種揣測和擔憂，以
美國為首的盎格魯薩克遜國家更對歐元前景大潑冷
水，經常冷嘲熱諷，唱淡歐元。

歐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為
世界第二大貨幣，很多國家如中國逐漸減持美元，增
加歐元資產。歐盟由二十七個國家組成，雄厚的經濟
規模和工業實力足以與美國抗衡，成為威脅美元霸主
地位的最強對手。故此，歐元誕生以來嘲諷、警告以
至唱衰的聲音從未間斷。

評級機構雙重標準看待歐債和美債
希臘發生債務危機後，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

意大利（PIIGS—「歐豬五國」）遭受傳染效應，相繼
出現信用危機，信用評級頻頻被降低。《經濟學人》、

《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英文傳
媒大肆報道，歐元可能會崩潰的消息更一度被炒得熱
騰騰。市場憂心歐債危機持續升溫和蔓延，部分投資
者開始對歐元失去信心。

香港某些傳媒一向是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的忠實傳聲
筒，對它們的觀點唯唯諾諾。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
港的市民、政府及傳媒是否具備應有的真正國際視野
和素質呢？還是就知一種觀點？

最近，美國的評級機構包括標準普爾和穆迪受到抨
擊，指他們大幅下調希臘、冰島、葡萄牙等歐債國家
的信用評級，卻對美國岌岌可危的外債視若無睹，維
持ＡＡＡ信用評級。這正正反映評級機構為了維護美
國利益，持雙重標準看待歐債和美債，其客觀及公正
性備受質疑。

總括而言，歐元解體的機會微乎其微。歐元反映歐
陸國家推進經濟政治整合的決心，也是幾十年經濟融
合的結果，歐盟豈會輕易讓它前功盡廢？而且，歐元
解體會對歐洲以至全球的經濟造成很大衝擊，相信歐
盟最終會找出一個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

最後，筆者奉勸各位市民，勿因英美傳媒誇大歐債
危機的嚴重性，而輕率作出投資決定，否則可能會招
致無謂的損失。投資者應了解歐盟和歐元的本質，才
能作出理智的決定。

■6月23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歐盟峰會後展
示歐盟和歐元區的債務表格。 新華社

奧巴馬在上任前和上任初，曾向選民
作出包括迅速從伊、阿撤軍、造就800
萬個就業崗位、化解與伊斯蘭國家的矛
盾、重塑美國國際形象等承諾。但時至

今日，由於總統身處濃厚的「強權政治」環境，其主要承諾基
本上都沒能做到。如今，撤軍停留在口頭上；1400萬失業大軍
仍「嗷嗷待哺」；與伊斯蘭國家的矛盾非但沒有化解，連盟友
巴基斯坦也變成了華盛頓的「勁敵」；舊的國際形象不但沒有
改變，又因為領頭發動利比亞戰爭而成為「千夫指」。華盛頓的

「強權政治」，已經讓奧巴馬變得一籌莫展。
奧巴馬參選總統最常使用的煽動性語言就是「CHANGE」和

「I CAN」，他聲稱「要轉變美國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我能
改變一切」；「運用美國力量不僅僅是軍事實力」。但在具體處
理國際問題時，又身不由己地重犯白宮的「習慣性錯誤」，發動
並領導了北約對利比亞的空襲。大家清楚看到，奧巴馬不僅無
法說服議員通過白宮提出的法案，甚至擺不平身邊的希拉里時
刻冒出的「狂言」。只好拋出「要保護全球安全，就必須在利比
亞取得成功」的荒唐言論，奧某也因此被抨擊為「左右不定」
的政治策略。

美式民主存在明顯缺陷
冷戰結束後的「9．11」事件，讓時任總統的小布什再效仿上

世紀50年代初在伊朗、朝鮮，60年代在越南犯過的錯誤。當小
布什宣佈決定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時候，竟然可以用中情局

「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莫須有依據，和五角大樓
「解決阿富汗和伊拉克僅需要3個月、500億美元」的常識性錯誤
預測。令人不解的是，這一錯誤決定竟然獲得國會議員的一致
支持。小布什不需要有任何「政績」，就可以得到超過70%的民
眾支持率。以上正顯示美利堅濃厚的「強權政治」環境。

西方媒體和政客近期在反省美國經濟因為戰爭出現一團糟的
情況下發表評論說：「為防止進一步的苦難，美國應當摒棄對
自身國家利益的迷戀，集中精力與其他國家在平等基礎上謀求
世界公益」，「應該認識到在世界舞台上的合法性是多國機
構」。「美國百餘年來在世界事務中扮演的角色經常是咄咄逼人
而非克制，揮霍浪費而非共用共享」。「我們自身存在㠥明顯的
民主缺陷，卻仍然傲慢地倡導美式民主」。「美國應該為拒不聽
取他國意見、自私地謀求美國利益而不顧他人、過於關心美國

主權等向世界道歉」。

奧巴馬經常出現「身不由己」
奧巴馬面對美國在世界特別是伊斯蘭國家的不良形象，還真的向伊斯蘭國家

道了歉。奧某2009年6月經過精心推敲在開羅發表著名的演說中稱：「殖民主
義剝奪了許多穆斯林的權利與機會」，罕有地指出了美國和穆斯林之間出現勢
不兩立的根本原因。奧巴馬說：「美國對9．11襲擊事件的反應『使華盛頓做
出與我們的理想相悖的行動』」。「美國長期試圖確立的國際行為標準，無非是
自私自利地想把我們的意志強加給他人，這樣做注定會無果而終」。「凡是讓
一個國家或群體凌駕於另一個國家或群體之上的世界秩序都必然會失敗」。

奧巴馬在開羅的演講，還譴責「過於自負和不受限制的美國權力」，聲稱
「美國既不能退出世界，也不能試圖威逼世界歸順」。奧巴馬的這些話確實已經
將美國的軍國主義、以施惠人自居的醜惡形象彰顯於天下。正如美國媒體的評
論稱，由於「國際機構無疑約束不了美國的意志」；「美國的單邊主義將繼續
導致國際學術界的反美情緒」。身處「強權政治」環境的奧巴馬，在做決定時
經常出現「身不由己」，進攻利比亞就是一例。

2011年7月9日，蘇丹南方與北方正式分離，
蘇丹南方自治政府將正式成立南蘇丹國。蘇丹
石油儲量的70%—80%分佈在南部地區，蘇丹
南北分離，核心問題是分割石油利益，已開發
的主力油田大部分南北跨界。蘇丹南方最近宣
佈終止有關阿卜耶伊地區油氣資源分割的談
判，使蘇丹南北關係又生變數。

面積約一萬平方公里的阿卜耶伊地區位於蘇
丹北南分界線中部的北側，扼守戰略要道，石
油資源豐富，全蘇丹石油出口的近四分之一來
自該地區，從南方通往北方的主要輸油管道—
大尼羅河輸油管道穿過阿卜耶伊地區的黑格里
格油田直通紅海港口。蘇丹北南雙方都宣稱擁
有該地區。阿卜耶伊地區居民原定今年１月舉
行公投以決定加入北方還是南方。但是，由於
北南雙方在誰有資格投票問題上存在分歧，公
投被擱置。

蘇丹分離核心是分割石油利益
圍繞阿卜耶伊問題，最近蘇丹北南之間再次

劍拔弩張。今年5月19日，蘇丹北方政府軍人
員在聯合國維和部隊護送下在阿卜耶伊地區進
行正常調動時受到南方軍隊攻擊。19日遭襲的

是參加北南聯合部隊的蘇丹政府軍人員。這支
聯合部隊是根據北南雙方今年１月達成的《卡
杜格利協議》合法駐紮在阿卜耶伊地區的唯一
部隊。聯合部隊中，北方蘇丹武裝力量人員和
南方蘇丹人民解放軍人員各佔一半。根據協
議，駐紮在阿卜耶伊地區的其它所有「未經授
權的部隊」必須在本月21日前撤出阿卜耶伊。
5月19日，聯合部隊中的200名北方政府軍人員
在聯合國維和部隊護送下，在從阿卜耶伊鎮向
北進行正常調動時突然遭到襲擊，導致22人死
亡，多人失蹤。事件發生後，蘇丹政府軍立即
指責南方的蘇丹人民解放軍發動了這次襲擊，
並展開反擊，與駐紮在當地的蘇丹人民解放軍
發生激戰，結果，政府軍於5月21日佔領了阿
卜耶伊。

5月21日，蘇丹總統巴希爾頒布總統令，解
散根據北南協議成立的阿卜耶伊行政管理機
構，解除阿卜耶伊首席行政長官和副首席行政
長官的職務。這兩人分別屬於南方執政的蘇丹
人民解放運動和北方執政的全國大會黨。蘇丹
總統頒布這項命令，等於廢除了蘇丹北南雙方
就阿卜耶伊問題達成的協議。蘇丹總統巴希爾
5月24日宣佈，政府軍不會撤出阿卜耶伊，他

已指示政府軍對南方軍隊的任何挑釁行為立即
予以反擊。

蘇丹南部政府已為襲擊事件承擔責任，但武
裝衝突使阿卜耶伊陷入混亂，阿卜耶伊居民大
都向南逃到不遠的阿古克鎮。

目前，南蘇丹政府正在尋求國際支持，建設
一條由南部通往肯尼亞的新輸油管道，一旦南
蘇丹獨立後向南出口石油，喀土穆煉油廠就不
得不面對石油穩定供應問題。

在另一方面，蘇丹南方內部也存在一些矛
盾，南方民族眾多，部族之間的紛爭時有發
生，在主體民族丁卡人和努爾人之間存在衝
突。南蘇丹還存在反政府武裝，2011年1月
蘇丹南部全民公投後，反政府武裝襲擊了上
尼羅州的城鎮。南方10個行政州中有五、六
個州內部存在衝突。蘇丹南方有二十多個黨
派，每個派別都有其民族支持者，其中有些
派別對蘇丹人民解放運動持反對立場。蘇丹
南方也有些部族對丁卡人在執政黨和南方政
府中的絕對主導權存在非議。所以南蘇丹獨
立後，既要化解內部矛盾，也需要與喀土穆
政府和睦相處，從而走上一條以穩定促發展
的繁榮之路。　

請當局採取措施防止再出現「熱死人」
葉偉明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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