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縱觀西方媒體報道，可以清晰看到他們是執政當局
的附屬體，即使他們有時也揭露政府的黑暗，但目的
仍是維護執政者；更多的是為執政當局搖旗吶喊、狐
假虎威，甚至顛倒黑白掩蓋事實真相。倫敦騷亂雖然

逐漸恢復平靜，但市民一直猛烈炮轟首相卡梅倫等高官，不滿他們只顧在外地
度假，不顧百姓死活。卡梅倫和市長約翰遜在事發後3天才「趕回」倫敦；約翰
遜回倫敦後的第一件事是「在大街上掃垃圾『騷』」；倫敦記者立即進行「採訪
和攝影」，但拍到的是市民對市長的「憤怒指責」，傳媒可謂是「馬屁拍在後腳
上」。
西方傳媒在報道倫敦「暴徒們在咆哮，倫敦城在燃燒」時，用了大量篇幅和

使用「騷亂分子燒警察局」、「大批暴民趁火打劫，四處縱火並劫掠商品」的字
句和照片；積極「呼籲當局迅速出動軍隊，實施宵禁」。比較他們對「倫敦大
火」、「西藏騷亂」和「阿拉伯革命」的報道，就可看到西方傳媒的良苦用心，
「倫敦大火」可謂燒焦了西方傳媒「公正、真實」的虛偽外衣。媒體反覆引用卡
梅倫的話說：「騷亂與經濟、政治並無關係，是年輕人道德淪喪和倫敦警力不
足所引起」；但全世界都心知肚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倫敦近期的劇烈
動盪是英軍同時身處伊、阿和利比亞幾大戰場和政府的「緊縮」經濟政策所引
起。

報道西藏竟然顛倒黑白
回憶一下西方媒體對2008年3月14日西藏騷亂的報道，又可以看到另一副嘴

臉。西方媒體當時基本上不報道和刊載暴徒行兇的照片，而連篇累牘地渲染
「全副武裝的中國鎮壓」，甚至將拍攝於尼泊爾的圖片硬安到中國頭上。《泰晤
士報》等媒體反覆以「武力管制」、「藏人被殺」的文字，全然不顧事件的真相
和騷亂本質。他們面對窮兇極惡的暴徒殘忍手段、慘重之傷亡的血淋淋的事
實，仍然依循腐朽的慣性思維，進行歪曲事實的報道，甚至造謠稱「是中國軍
人扮喇嘛挑起暴動」。
在2009年7月5日發生於新疆烏魯木齊的「七五暴力事件」中，暴徒搶掠商

店，揮刀衝向百姓並隨意砍殺，造成156人死亡、800多人受傷。英國《每日郵
報》卻是這樣報道：「成千上萬的軍警向民眾展示武力」、「全副武裝的解放軍
進駐烏魯木齊」、「漢人對維族進行大屠殺」；他們大量使用解放軍準備平暴和
武警車輛行走的照片。而暴力行兇、殘殺無辜漢族民眾的照片一張也看不到。
《每日郵報》的圖片說明故意隱瞞漢族群眾因為受到暴力攻擊不得不進行自衛的
事實，而特別註明「手持棍棒的漢人正在攻擊維族人」。

煽動東南亞學習阿拉伯
今年7月以來，韓國首爾、泰國曼谷、中國香港和馬來西亞吉隆坡等地出現民眾遊行。吉隆坡

組織者稱有5萬人走上街頭反對政府，被警方以催淚瓦斯和高壓水槍迅速平息。西方傳媒在報道
這類新聞時採用挑撥、煽動、唯恐天下不亂的手法，稱示威雖然被鎮壓，但這不是終結，而是開
始。美國《國際財經時報》稱，馬來西亞反對派舉行抗議，「是阿拉伯之春在東南亞國家產生的
強烈效應」。德國媒體稱「阿拉伯革命」還未完成，也門、敘利亞的暴政還沒被推翻，東南亞現
在迎來「阿拉伯之春」，值得祝賀。
美國《華爾街日報》對埃及局勢作這樣的評論：「穆巴拉克下台為埃及、也為整個中東地區開

啟了一扇前途大門」。西方媒體甚至斷言：「正在埃及上演的變革，其意義要比柏林圍牆倒塌
更大，中東的多米諾骨牌已經被推倒，埃及局勢將影響整個中東地區和全世界。」美國國務
卿希拉里接連隔空喊話，要美國感到不順眼的國家迅速「改容換貌」。學者認為，目前世界範
圍的動盪與西方政客的唆使和傳媒的歪曲報道分不開，而倫敦的騷亂則是英美單邊行動釀出的
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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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居港權案就如一面照妖鏡，將反對派的禍港行徑表露無遺，先有
公民黨協助外傭提出司法覆核，爭取本不屬於外傭的居港權，為香港製
造又一個「人口炸彈」；繼而反對派又大力抨擊人大釋法，目的是要香
港社會吞下數以十萬計外傭湧港的苦果；近日反對派又鼓吹所謂的「人
權論」、「歧視論」，將反對的市民都指控為「民粹排外」，將一些政黨的
憂慮批評為「憑空捏造，居心叵測」，總之對懷疑憂慮的港人都說是「歧
視」外傭，以此轉移公民黨的賣港行為。當中，各反對派政黨各有角
色，落力表演，既不敢公然支持外傭取得居港權，又不敢與主流民意作
對。因此，除了公民黨由始至終站在外傭角度發聲，罔顧港人的關注及
擔心外，其他反對派政黨立場都是兩面三刀，投機取巧。

反對派兩條「滅火」策略
不過，反對派在風平浪靜之時，往往是各自為戰，甚至是各不相讓，

但一到了要緊時候立即會全面整合，互相補位出擊。什麼是要緊時候？
反對財政預算案一役、「紫荊花革命」，甚至近日外傭爭取居港權就是
了。在開始之時，其他反對派政黨都對公民黨的困境採取隔岸觀火態
度，雖不至於落井下石，但也沒有施以援手。隨 民意的憤怒不斷升
溫，公民黨又出聲明又見傳媒都未能減輕市民不滿，幕後大佬眼見烈火
焚身，於是擬定出兩條「滅火」策略：一是綑綁反對派各勢力全力聲援
公民黨，集中力量背城借一；二是將居港權之爭，由社會民生人口等範
疇轉為「歧視」、「人權」等假議題，將反對的人士污名化以至妖魔化，
以圖混淆社會焦點，為公民黨禍港行為開脫。
於是近日就先有「人民力量」出來高調力撐公民黨，高呼外傭居港有

理；跟 30多個掛羊頭賣狗肉的「人權團體」出來，批評政府歧視外傭；
日前被指財困的社民連，竟然在報章上刊登全版廣告，指外傭對香港貢獻
很多，應該得到居港權，並將反對的意見指為「恐慌排外」、「令人蒙羞」
云云。先不論社民連突然刊登全版廣告的慷慨，與目前的財困處境格格不
入，就是從廣告而言，也是一派胡言，邏輯混亂，不問是非，這點倒與社

民連的立場取向是一脈相承。首先，從來沒有人否定外傭的貢獻和功勞，雖然她們也是為了
賺錢而來港，但確實為不少家庭提供了幫忙，釋放了婦女的生產力。然而，不能因為外傭
有功就說取得居留有理，這是截然不同的事。從法理上從道理上說，外傭都沒有取得居港
權的資格及理據，這是法律上規定，也是香港的實情，沒有可議之處。社民連說外傭有功
勞就應得到居港權，如果不是邏輯頭腦混亂，就是千方百計為公民黨開脫。

反對派有沒有羞愧之心？
接 ，社民連又跟隨反對派的主調，將社會的質疑聲音說成是排外，更對政府及一些政

黨提出的數據百般批評，指是「煽動民情，毫無實證，誠屬可恥。」不過，政府及政黨提
出的數據都是有事實作依據，每點每項都有資料支持，以數字說話，社民連等反對派不認
同，大可拿出數據反駁，而不是在「出口術」。可惜的是，不論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
量」，至今都提不出什麼證據來令市民安心。他們憑什麼斷定說不會有這麼多外傭來港？有
何依據？如何保證？自己拿不出任何數字資料，但又老是質疑別人，盡顯反對派的無賴作
風，而且也反映他們本身毫無底氣。數以十萬計外傭來港的影響，彰彰明甚，怎可能對市
民沒有影響？社民連大話連篇，可以面不紅氣不喘，究竟有沒有羞愧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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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居港權案件中，反對派各懷鬼胎，公民黨「以法

禍港」，濫用司法覆核損害市民利益，固然是始作俑者，但

其他反對派同樣是居心不良，「人民力量」、社民連之流以

歪理力撐公民黨為外傭爭居港權，並大力煽動「排外情

緒」，挑動對立，以求為公民黨惡行開脫，盡顯激進反對派

同氣連枝，為搞政治不顧市民福祉的真面目；至於其他反

對派政黨也是首鼠兩端，表面上認同公民黨為外傭爭取居

港權，以免失去「人權鬥士」的光環，但暗中卻是要與公

民黨進行切割，在地區上大力消毒，盡顯其兩面三刀。外

傭案就是一面照妖鏡，將反對派的惡行醜行都映照出來。

不過，反對派也不能繼續隱瞞立場，否則將難逃市民法

眼，自食其果。

金融業對香港經濟具有引領作用，其興衰直接事關香港繁榮穩定；從更大視野看，中國和平崛起也需要香

港在國際金融領域充當重要角色予以配合。藉 李克強副總理為本港帶來的一連串挺港政策，特別是推動本

港發展成人民幣離岸市場，鞏固本港金融中心的政策，可望為本港帶來巨大契機。特區政府既要抓住機遇，

配合中央的措施，也應建議中央運用國家外交影響力，幫助香港實現擴展金融版圖的戰略構想。

善用國家挺港措施 拓展香港金融版圖
薛岩

香港需要科學房屋政策
林亦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李
克強日前在國家「十
二五」規劃與兩地經
貿金融合作發展論壇
上發表演講，提綱挈

領概述「李六點」：提升內地對香港服務貿易的開放水平；鞏固
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
業務中心；支持香港參與國際和區域經濟合作；推動內地與香港
企業聯合「走出去」；發揮香港在粵港澳合作中的重要地位。這
六大方面概括了未來內地與香港攜手合作共贏的方向，勾勒出香
港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的定位與功能，也全面闡述了香港金
融業的「核心競爭力」。
回歸十餘年，香港經濟最大成就莫過於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之崛

起。為保持發展後勁，近年香港特區政府及金融業界明確提出，
除繼續服務內地改革開放外，要以東南亞、中亞、中東、南美
洲、俄羅斯、印度等新興市場為重點目標，致力拓寬香港金融業
的國際觸角，但成效未如預期理想。金融業佔香港GDP16%，對
香港經濟具有引領作用，其興衰直接事關香港繁榮穩定與「一國
兩制」；從更大視野看，中國和平崛起也需要香港在國際金融領
域充當重要角色予以配合。藉 李克強副總理為本港帶來一連串
的挺港政策，特別是推動本港發展成人民幣離岸市場，鞏固本港
金融中心的政策，可望為本港帶來巨大契機。特區政府既要抓住
機遇，配合中央的措施，也應建議中央運用國家外交影響力，幫
助香港實現擴展金融版圖的戰略構想。

遵循國家戰略開拓新興市場
李克強副總理稱，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涉及香港的有關內

容，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發展的關心和支持，也是國家的需
要。《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增強金融中心的全球影響力。」循
此國家戰略指引，適逢香港金融業開拓新興市場進展緩滯，借用
國家外交影響力給予有力推動可謂正當其時。

第一，將助港金融開拓新興市場納入國家外交目標
目前，中國參與國際間貿易往來和實業投資已非常廣泛、深

入，但在金融層面觸角尚窄且淺，急需盡快加強，以提高相關
「知情權、話語權和參與制訂規則的權利」，有效維護自身利益。
否則，多年辛勤努力換來的經濟成果極可能被「靜默的貨幣戰爭」
蠶食甚至吞噬掉。以新興市場國家為突破口，助推香港金融業拓
展國際市場，借助其橋樑作用，使外國資本更多「引進來」，中
國資本更多「走出去」，將較迅速地加強中國與世界的金融聯
繫，提升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影響力。
從大國崛起的角度看，縱觀世界近、現代史，凡大國崛起，必

定在其境內伴生一個具統治意義的國際金融中心，藉此主導全球
金融事務，以滿足崛起過程中調配全球資源所必需的資本融通要
件。放眼四望，只有上海、香港具備基本潛質成為中國最具代表
意義的國際金融中心。因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內地資本市場尚
未完全開放，這兩大限制決定了上海在一段時間內還無法承擔重

任。兩相比較，香港各方面條件更為成熟，其金融市場高度開
放，資金自由流通，且基礎設施完善、法律體系嚴密、監管措施
規範、專業人才豐富，加之已確立的先發優勢地位，由其配合中
國崛起在金融方面的需要，更能發揮現實作用。
由此可見，促進香港金融業拓展新興市場，不僅有利香港繁榮

穩定，而且攸關國家利益大局，確有必要從戰略上高度重視，將
其納入國家外交追求目標予以推動。

第二，在外交活動議程中做相應部署
首先，在中國領導人或外交、經濟部門負責人出訪香港金融業

欲重點拓展的目標國家時，可考慮將推介香港金融服務、吸引這
些國家資本來港作為雙邊會談的一項重要議題。港府主管金融事
務官員、港交所高管等業內翹楚則可隨團出訪，以在必要時做詳
細闡釋。
其次，在一些經常性的國際會議上，如中國—東盟領導人會

議、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海合作組織首腦會議、
「金磚四國」首腦會議、博鰲論壇等，國家或特區領導人也都可
以利用各種適當的交流機會，進行相關宣傳。再次，還可通過中
國分佈全球171個國家的240餘個使領館，在國際上進行日常的推
廣介紹，幫助擴大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開拓相關服務
市場。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是舉世聞名的國際會展中心。外交部可與

財政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等部門統籌協調，借助
國家日益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將一些經濟、金融領域的國際會議
爭取安排在香港舉行，這樣對香港金融業展示自身形象、拓展國
際市場肯定很有幫助。

第三，內地與香港有關研究機構積極出謀劃策
謀定而後動，方能事半功倍。中央助推香港金融業拓展新興市

場，涉及面廣，專業性強，無論決策或行動環節均須有的放矢。
如此就需要內地及香港有關研究機構認真琢磨，透徹理解分析金
融市場業務和國際關係形勢，為中央提供高質量的專題諮詢服
務。
細而數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屬下金融研究所、港澳研究

所，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香港智經研究中心、香港一國
兩制研究中心、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中
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等兩地機構，可單獨或合作就香港金融業謀拓
新興市場擬定的重要發展方向開展專題研究，包括：1）如何吸
引更多海外企業來港上市融資；2）如何拓寬國際資產管理；3）
如何加快打造人民幣離岸中心；4）如何推進伊斯蘭金融平台建
設；5）如何加強債券市場，等等。在此基礎上，提出切實可行
的操作建議，供中央決策參考、斟酌實施。
金融業是香港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中央借用國家外交影響力，

推動香港金融業拓展國際市場，助其持續興盛，有利特區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從而促進社會和諧、政治穩定，便於特區政府高
效施政、有序實施政改。另一方面，躋身全球製造及貿易大國
後，中國勢必朝 金融大國的方向邁進。力挺香港擴闊金融版
圖，強化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助國家盡快達至目標角
色。如此雙贏之事，當孜孜以求，定收非常之功。

香港樓價近年持續上漲，普羅市民置業負擔百上加斤，社會
要求復建居屋呼聲此起彼落。立法會各方議員在這課題上緊咬
政府不放，通過無約束力議案，促請特區政府盡快復建居

屋。特區政府官員最近在復建居屋問題上也鬆了口風，7月15
日，特首曾蔭權表示，「樓價貴，置業難」是核心社會矛盾，
近年市民的怨氣亦與此有關；政府會考慮不同資助房屋計劃，
包括居屋在內；在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會交代整套房屋政
策。

居屋遠水難救近火
當前，中低層人士置業「上車難」，要求復建居屋的呼聲便

一路高漲。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黃比指出，據了解，香港現時
有約13萬至14萬名等待上樓人士。復建居屋對解決置業難的問
題，有一定的疏解作用，一方面讓綠表資格申請的公屋居民買
樓，可加速公屋等候上樓時間，另一方面居屋限制外地買家進
入買賣，不與本地居民構成競爭，可謂甚具成本效益。但是，
現在推出居屋計劃，有點「遠水不能救近火」。據悉，運輸及
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柏志高在房委會會議上表示，即使有合適土
地興建居屋，最快也要7年才能落成。
居屋對樓市的調控作用，不宜過分放大。1997年香港樓市高

峰時，當時市場上不乏居屋供應，但對壓抑樓市並無發揮明顯
作用，難以扭轉樓價飆升的趨勢。相反，後來在亞洲金融危機
衝擊下，樓市泡沫爆破，私人樓宇價格大跌，政府花了近十年
時間才把大量居屋單位售出。另外，居屋訂價與私人市場掛
，目前許多私樓的樓價已高逾1997年的價格，市區新樓盤每

呎售價過萬元，居屋即使重建出售，售價再怎樣打折，最終價
格也不會便宜。政府要以居屋來幫助市民「上車」，仍有很多
細節需要考慮，包括修訂傳統的居屋制度。
即使加快復建居屋進程，由規劃到落成，估計最少也得3至5

年才能出售。到那時，香港樓價是不是還在高位，恐怕也是難
以預料。香港樓市再次處於高峰，雖然通脹問題嚴重，樓價下
調不是那麼容易，但是物極必反，樓市也不可能只升不跌。如
果全球經濟再起風浪，一旦經濟環境惡化，復建居屋對樓市的
衝擊和影響，也是政府應該小心衡量的。

需要長遠房屋政策
無論如何，當前香港樓市面對的是一個和以往不同的環境，

處於一個跟過去截然不同的市場結構，如果特區政府要處理好
未來的房屋問題，需要突破傳統的思考框架，並且因應新的情
況，制訂好長遠的房屋政策。隨 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內
地人也越來越熟悉香港，到香港也很便利。不可否認，此輪香
港樓價攀升，也有境外龐大購買力推動，特別是內地買家的出

現，只要他們來香港投資物業的熱潮不減，對香港樓市的需求
結構就會有一定的影響。
面對樓價攀升，特區政府遏抑泡沫的招數其實不多，最有效

的可能還是增加住宅供應，為此，政府已絞盡腦汁努力張羅，
總算在未來兩季拿出更多土地，令房屋供應量顯著回升，使市
民對樓價的心理預期開始放緩。但是，香港房地產問題涉及面
廣，而且複雜，政府手上的土地資源有限。香港陸地面積中，
有多達七成五的地方不適合開發，包括佔了四成的郊野公園，
可用作城市發展的土地只有260平方公里。不像新加坡，他們
的地勢平坦。而且，香港大部分的農地，地主不是特區政府，
如果要使用的話必須徵地；郊野公園若變成住宅用地，也會遭
到環保人士反對。港英政府過去通過填海造地來取得土地，回
歸後，反對填海的聲音非常大。
當然，土地資源有限並不等於香港已無地可用。回歸時，香

港仍有43平方公里的空置土地可供發展。十多年來通過拍賣、
招標、換地及批地等方式推出土地約為20平方公里，而且土地
開發、市區重建、非建設用地轉換用途一直沒有停頓，故仍有
不少空置土地。保守估計，若現有空置土地中有10平方公里用
以興建住宅，至少可建30萬個單位，安置八九十萬人口。因
此，在可預見的將來，土地供應並不是想像中那樣的緊張。
特首曾蔭權近期在視察火炭工業用地後表示，工業用地可

轉變為住宅用地，這方面工作值得政府繼續積極推進。住屋
是市民目前最關心的事項，是特區政府在未來一份《施政報
告》要專心處理的課題，但房屋供應和土地供應息息相關。
政府需有更多創新思維，以可持續的方式增加土地供應。其
實，香港有條件改作住宅用途的工廠區也很多。港島東有柴
灣、小西灣， 魚涌和北角也有一點，港島南有香港仔、黃
竹坑；港島西有西環、石塘咀。九龍東有鯉魚門、油塘、茶
果嶺、觀塘、牛頭角、九龍灣、新蒲崗等；另外，九龍和新
界也有一些工業區。如果有一部分轉為住宅用途，未來的供
應不會存在問題。
目前香港欠缺的，可能還是一套長遠的房屋政策。香港的高

地價政策，無可避免會給經濟競爭力帶來影響，同時樓價的大
起大落，也給經濟發展帶來不穩定因素。十幾年來，香港樓市
幾經波折，經歷過「銀主盤」和「負資產」的年代，也面對了
「一樓難求」的實況，樓市不是過冷就是過熱。香港特區政府
未來面對的可能是更加複雜的全球經濟環境，在制定經濟發展
路向時，不可能不考慮長遠的房屋政策，不止是復建居屋的問
題，還有未來如何處理市場需求和土地供應的關係；一個相對
穩定的樓市，可以減少特區政府施政的壓力，有助經濟平穩快
速發展，也能為解決社會民生矛盾提供良好的環境。

（本文轉載自８月號《紫荊》雜誌，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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