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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匯豐銀行宣布將裁員3000人，對匯豐銀
行的僱員而言，這是晴天霹靂。因為他們做夢
也沒想到，去年盈利豐厚的香港匯豐銀行會裁
員。近幾年，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去年匯豐銀

行還說會增聘亞太區的僱員以捕捉迅速發展的中國市場的商機。
這一回香港匯豐銀行裁員數目之多是歷年之冠。為什麼去年盈利很高的

香港匯豐需要裁員？匯豐管理層所提出的理由是要提高效益。
匯豐大裁員之事帶來兩大值得深思的課題。

歐美業務不景連累香港要裁員
首先，今日匯豐銀行已經是一家國際大銀行，分行遍布世界各地。作為

國際大銀行，只要其中一些地區出了問題，就會影響全球的經營策略。很
明顯的，香港匯豐銀行目前仍是最賺錢的銀行，但是，歐美匯豐銀行正面
對非常困難的經營環境，美國金融海嘯、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經濟衰
退⋯⋯怎麼辦？任何企業面對困難總是靠開源節流來渡過難關。如今經濟
衰退，開源不易，只好節流。節流的方法之一就是裁員。香港匯豐銀行的
僱員就因為匯豐在歐美的失利而面對裁員的厄運，這是匯豐走向世界後所
帶來的結果。
香港匯豐宣布這次裁員主要的對象是後勤的工作人員。什麼人是後勤的

工作人員？這包括資訊科技人員、計算風險管理的人員、行政人員等等。
很明顯的，前線營銷的人員是開源的人物，職位相對安全；而後勤人員是
企業的成本，要節流，就要節約成本。

後勤業務會搬到成本更低的地區
但是，一家企業不可能沒有後勤人員來支援前線的工作，為什麼匯豐銀

行可以大規模的裁退後勤人員？
理由是全球一體化，是資訊科技的進步使到後勤工作可以輕易地搬到其

他地區，搬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區。今日，人人都知道印度已經崛起成為
資訊科技軟件編寫大國，匯豐的資訊科技部門會不會一舉而搬到印度？或
者搬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的軟件編寫水平也日益提高、成本低廉。除了
資訊科技，電腦軟件的編寫很容易轉移，風險管理的計算、會計、行政工
作的後勤工作也一樣很容易搬到成本更低的中國內地去。
換言之，香港的後勤專才得與中國內地的專才爭飯碗，香港的專才得證

明自己的價值比中國內地的專才高，才能保住飯碗及較高的薪水。這是世
界一體化的結果。
世界一體化的結果是，美國蘋果電腦公司固然為其股東帶來豐厚的利

潤，但是對美國就業市場的貢獻則很有限，美國電腦的軟件、硬件多不在
美國生產。

香港社會的暴力事件愈演愈烈，繼有人涉嫌公然襲擊行政長官曾蔭權之後，日前又發生公
眾論壇受到滋擾事件，個別政客有法不依，參與者罔顧公眾利益，危害其他市民人身安全，
社會影響極為惡劣。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是一個法治社會，為
何如今會走上暴力之路？
最近發生的連串激烈抗爭行為，值得我們探討的深層次原因包括：

暴力行為未得到應有懲罰
第一：香港社會過於縱容暴力行為，犯法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香港市民都認同法治是

香港的核心價值，是香港能夠成為國際大都會的成功基石。香港人素來熱愛和平，維護和
平，主張和平、理性的示威，討厭激烈的暴力行為。然而，一小撮激進分子無視香港的社會
價值觀，公然挑戰法律，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社會過於縱容這種暴力示威行為，違法
者沒有得到法律的制裁，以致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如社民連兩名成員黃俊傑和黃浩銘，今
年3月1日在尖沙咀科學館懷疑近距離向行政長官曾蔭權投擲物品，不單可能會傷害到曾蔭
權，也可能對周圍的其他人造成傷害，更甚的是他們衝上活動主禮台擾亂秩序，行為令人髮
指，但結果兩人卻被裁定罪名不成立。這個判決令人極度失望，充分暴露了法律在維護公眾
秩序方面的重大漏洞，由此助長了暴力行為，是非黑白被顛倒，社會公義被扭曲，這必須引
起執法和司法機構的重視，盡快研究堵塞漏洞。新加坡作為一個文明如此發達的社會，依然
保持鞭刑，說明嚴懲對於維護社會秩序、提高文明程度仍然是一個可借鑒的舉措。
第二，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的參選資格應加以檢討。按照目前的規定，即使犯了刑事罪而

入獄，刑滿後仍可參選立法會議員，這令個別政客肆無忌憚，不斷挑起事端，干擾社會秩
序，成為暴力行為的始作俑者。此例雖然不是香港獨有，但立法會作為立法機構，議員的資
格應該受到更嚴格的規範，否則，只會繼續助長暴力歪風，進一步削弱立法會的權威和公
信。

暴力文化泛濫 民主自由變質
第三，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即將接踵而來，暴力行為成為某些黨派做騷爭取選票的手段。

尤其是讓新人亮相出位，如社民連的黃浩銘已宣布參選區議員，就是明顯的例證。事實上，
從本屆立法會開始，議事廳便經常出現暴力場面，某幾位議員以爆粗、向官員投擲物品等手
法吸引公眾目光，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爭取選票。如今的香港，選舉文化倒退了，民主
和自由變質了，實在令人悲哀。
第四，媒體對暴力行為的渲染間接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暴力行為愈來愈激烈，甚至瘋狂

到隨意侵犯市民的人身安全，這種行為雖遭千夫所指，但由於受到某些傳媒的鼓動，肇事者
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醜態百出，還洋洋得意。所以說，暴力行為不斷升級，某些傳媒負有
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實，作為傳媒機構，必須自律，負起社會責任，絕對不可喪失職業道
德，助紂為虐。作為新聞工作者也要謹守社會良知。
第五，當局對基本法宣傳不足，致使部分市民的法治觀念越來越薄弱。俗云「沒有規矩，

不成方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基本法規定市民擁有示威、遊行的權利，但必須依法進
行，不能做違反法律的事，更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安全。可惜某些人有法不依，不斷挑戰
法律的底線，更教唆青少年犯法，其行可鄙，其心可誅。歸根究底，政府在宣傳推廣基本法
方面力度不夠，正是造成這種亂象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希望當局能吸取教訓，加以改進。

加強道德教育培養社會責任心
第六，欠缺良好的道德教育。香港社會的暴力傾向日益嚴重，凸顯了加強中華傳統文化教育、重塑青少年道德品

格的重要性及緊迫性。中國數千年來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倫理道德一直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石，今天，年輕一代逐
漸喪失傳統道德觀念，反映中華文化在香港社會的嚴重缺失。古時人人從小就要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弟
子規》等，學習做人處事的道理，在潛移默化中樹立起優良的道德品格。由於歷史原因，香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
缺失了中華文化的浸潤，整個社會猶如失去了根基，導致問題不斷，亂象叢生。因此，加強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教
育，幫助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培養他們關心社會、愛護香港的責任心，是政府和全社會的責任。
第七，年輕一代不惜借暴力行為發洩怨氣。近期歐洲青年以不同方式，表達對政府的強烈不滿及對社會制度的抗

爭，這批青年被視為危機的一代。香港80後也不乏這種人，政府應關心年輕一代的實際困難，給予適切的扶持，同
時也要教育年輕人腳踏實地，自強自立，不要怨天尤人，自暴自棄，才能創出自己的一片新天。
文明的核心就是規範人的行為，提高人的質素。而提高法治意識和遵守法律的自覺性，是文明社會的重要任務，

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縱觀當前香港的暴力行為，已嚴重威脅香港一貫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損害香港的
核心價值，令香港的文明程度大大下降。如果不制止這股歪風，任由香港繼續沉淪，繼續內耗，最後走向毀滅，這
個惡果最終必由全體香港市民來承受。因此，希望香港市民擦亮眼睛，敢於向暴力行為說不；更期待政府和社會各
界人士齊心合作，為構建一個和諧、共融、文明的香港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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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當前香港的暴力行為，已嚴重威脅香港一貫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損

害香港的核心價值，令香港的文明程度大大下降。如果不制止這股歪風，任

由香港繼續沉淪，繼續內耗，最後走向毀滅，這個惡果最終必由全體香港市

民來承受。因此，希望香港市民擦亮眼睛，敢於向暴力行為說不；更期待政

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齊心合作，為構建一個和諧、共融、文明的香港共同努

力。

隨 政制發展，「雙普選」的路線圖底定，傳統的立法會功能組別體制，亦將面臨變革

鼎新，朝向選舉模式更開放、選民基礎更廣泛的直選路途邁進。面對歷史轉折，與其逃避

不如面對，工商界和專業界必須以正面的心態，積極參與選舉，並用有說服力和高質素的

政綱和議題，凝聚共識，爭取公眾投以信任的一票，激活工商專業界別的社會動能，提升

對社會政策的影響力。

工商派整合 選戰新佈局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

區議會不應政治化
羅叔清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榮譽會長

中國日報：對暴力必須堅決回擊
蕭　平

區議會選舉開始接受提名，橫跨兩年的「選舉年」
亦正式揭開戰幔，各路政團秣馬厲兵，派出歷來最強
人馬角逐，連多名從未涉足區選的「政治明星」亦粉
墨登場，提早為立法會選舉佈局。然而，今次區選的
觸目亮點，並非這些正面交鋒的戰將，而是工商派的
整合，以及逐步由幕後走到台前的步伐。
在現代競選政治中，逐步出現選舉有方但治理無能

的現象，候選人擅長在選戰中打擊其他對手，但在治
理社會上卻無能乏力。更甚的是，早年日本小泉純一
郎的「美女刺客兵團」一役成名，現時一些政黨都跟
風安排一些華而不實的新手，充當選戰「刺客」，狙
擊一批有豐富經驗的政治人士。令致選舉由選賢任
能，轉化為講求策略包裝的系統工程。面對接踵而來
的多次選舉，務須關切這種倒果為因的伎倆。

工商專業界的平衡作用更顯重要
目前，香港社會民粹化和福利化的態勢漸趨明顯，

政府施政「派糖」幾成指定動作，並且浮現「愈派愈
罵、愈罵愈派」的惡性循環。在資源分配上，是「壞
孩子有糖吃」；而在問政風格方面，則是愈趨粗暴桀
驁。面對如此景況，工商專業界的「平衡」聲音，就
顯得更加重要。工商專業界議員力量的適當加強，有
助維持不同階層和界別，在議會和政治範疇的均衡參
與，有利社會的長遠發展。
事實上，香港作為國際商業都會，也是以服務業為

主體的外向型經濟體，工商界和專業人士的重要性也
不言而喻，理應在管治中發揮相應的關鍵作用。可
惜，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各行各業都曾各自有專屬
的商會和專業人士的社團組織，有關領袖人物亦接連

獲取勳章榮銜，當中的翹楚彥達都曾長期獲委高職，
匡扶輔弼；但在現實的政治及管治層面，真正發揮的
作用和空間，卻都存在不對稱的局限，甚至淪為「政
治花瓶」式的點綴。

以正面心態參與選舉
原因之一，這些商會或行業性社團，大多屬業界聯

誼性質，少問甚至不問政治。原因之二，大部分的商
會或社團，組織結構都比較鬆散，政壇上的聲音分貝
也不很高，能夠發揮的作用就相當有限了。原因之
三，也是最主要的因由，就是有關商會或社團「不沾
鍋」，刻意迴避政治「熱廚房」。不過，從政治上向前
看，這樣的狀況對工商界和專業人士是不利的，對香
港的整體發展更是有害無利。
最近，經濟動力、專業會議、自由黨及工商界功

能組別共12名立法會議員，合組工商專業聯盟。這
是代表工商專業界的立法會議員的初步整合，方向
正確。工商專業界關注營商環境、經濟競爭力及長
遠發展規劃等議題，對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具
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隨 政制發展，「雙普選」的
路線圖底定，政府已決定分階段廢除區議會的委任
議席，而傳統的立法會功能組別體制，亦將面臨變
革鼎新，朝向選舉模式更開放、選民基礎更廣泛的
直選路途邁進。
面對這個歷史轉折，與其逃避、不如面對，工商界

和專業界必須以正面的心態，積極參與選舉，並用有
說服力和高質素的政綱和議題，凝聚共識，爭取公眾
投以信任的一票，激活工商專業界別的社會動能，提
升對社會政策的影響力。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今日發表署名評論文章，

現譯載如下：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通過譴責「9.1」暴力衝擊
事件的動議，5000多市民自發捆綁絲帶表達對暴力行
為的憤慨，許多團體刊登廣告要求追究暴力肇事者的
責任。所有這些，儘管只是道義層面的批判，卻已清
晰表明了香港社會反暴力的主流民意。
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菲利普．辛巴杜做過一

個著名的實驗。他將兩輛相同的汽車分別放在環境較
好的中產社區和環境較差的貧民區，結果後一輛很快
被偷走，而前一輛幾天後依然如故。隨後，辛巴杜將
那輛車的玻璃打破，沒過幾個小時，車也丟了。
這個實驗結果後來被概括為「破窗理論」。它揭示

了一個原理：環境可以對人產生強烈的暗示和誘導，
不良現象如果被放任姑息，就會誘使他人倣傚，甚至
變本加厲。

在對待暴力的問題上，「破窗理論」具有很大的警
示效應，這就是必須防微杜漸，以「零容忍」的態度
加以譴責和阻止，避免個別事件演化成社會痼疾，最
終尾大不掉，積重難返，令社會陷入暴力的泥潭。
近年來，香港的暴力文化已呈蔓延態勢。當初的始

作俑者，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懲戒，反而被輿論追
捧，甚至當選議員，儼然成了英雄。在他們的示範和
教唆下，一批年輕人把暴力愈演愈烈，包圍立會，阻
斷交通，衝破警戒線，衝撞特首和高官，直至日前蒙
面衝擊政府諮詢會場。在他們眼中，法治與社會秩序
都如兒戲，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我行我素，為所欲
為。
香港已被「破窗」，暴力在升級，並趨向群體化、

年輕化。痛心之餘，應當呼喚全社會趕快警醒，為了
香港的未來，為了下一代，現在就要予以堅決而有力
的回擊。

民建聯日前公佈在不足一個月內便在全港各街頭收集到
九萬多個市民簽名反對外傭擁有居港權，反映了民情對外
傭事件的強烈情緒。不過，反對派在維護外傭居權上至今
仍樂此不疲重提「關愛平等、法治公義」等口號，社民連
主席陶君行更自稱不能為選票蒙蔽自己的社會良知，說得
大義凜然，好不威風。只是隨 反對情緒越來越明確，所
謂普世價值口號，陳義雖高，仍嚴重脫離香港現實。反對
派盲目追求人權平均主義，港人外傭不分主體，脫離群
眾，錯判形勢，最終只會自食其果。
沒有人否定人權平等這些核心價值，也沒有人存心歧視

外傭，但是，現實條件異同或出現矛盾，會影響核心價值
的落實程度，並非眼前有一個核心價值的東西放在社會裡
就能完全施行，那些仍然堅持「普世價值完美理想」的人
所以膚淺的原因就在這裡。當港人和外傭的利益出現核心
價值矛盾時，社會需要實事求是審視情況去做適切的判
斷。社民連公民黨等支持外傭爭取居權的組織，一直強調
關愛外傭，人人平等，代價卻由港人承受；港人辛苦建立
的體制在現實裡因為外傭的介入變得不穩定，以剝削港人
利益來滿足外傭的主張，哪會有甚麼平等正義的根據？片
面追求普世價值，不問情由，強行移植平均人權觀念，正
是支持外傭爭居權人士最不道德的地方。

剝削港人利益 反對派引發眾怒
關愛平等是港人熟知的普世價值，社會良心也不是社民

連公民黨獨有，不用支持外傭爭居權人士來教訓。社民連
公民黨等支持外傭爭居權組織，表面包裝自己為人權平
等、法治公義等道德衛士，暗裡以教訓口吻低貶港人失
德。這種低貶他人自以為是的態度令他們和港人越離越
遠。社民連最近曾刊登大幅廣告支持外傭爭取居權，陶君
行強調從政不只政治計算，還要敢於堅持理念，宣之於
口，這不過是掩飾他們政治圖謀的藉口而已。政治本和民
意息息相關，他們有否想過主流民意的真實感受？他們拒
絕接納主流民意的意向，是基於全面不矛盾的學理考慮，
還是只為了政治選票的計算，然後以「良心」作為擺脫群
眾要求的借口？
如果做事確有社會良知，就不會堅持與港人為敵的想

法。社會主流不支持外傭爭取居權，不是因為歧視外傭，
而是這涉及到對港人公平與否的核心問題。正因港人認為
外傭得到居權會衝擊香港原有的穩定體制，在港人治港的
理念下，港人作為香港的主體成員，自有權利表達誰該和
我們分享這些繁榮富足的成果。社民連公民黨等支持外傭
爭居權的組織，沒法做到情理兼備，這是他們的堅持惹人
反感的主要原因。

區議會選舉在即，顧名思義，區議會是以地區為本。瀏覽一下區議會的
網頁，區議員主要有以下兩項職能：一、就各樣地區事務向政府提供意
見；二、利用政府的撥款以改善區內環境、促進區內的康樂及文化事務、
籌辦社區活動等。好些議員，還會為區內居民提供基本的諮詢及社區服
務，協助解決居民的疑難。毫無疑問，由於區議員的職能及服務，與區內
居民的權益切身相關，了解所屬社區，擁有一定地區工作經驗，乃係對所
有候選人的起碼要求。
可是，綜觀過往的區議會選舉，總有黨派藉機發酵政治議題，以政治掛

帥，利用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便宜地爭取選票。筆者以為，此乃本末倒
置，喧賓奪主，不值得鼓勵。不同的選舉總有不同目的，區議會選舉理應
以地區事務為主調，如欲表達其政治取態，大可參選立法會，或透過其他
輿論平台，毋須騎劫區議會選舉。過分突出政治議題，反而模糊了區議會

的地區角色及功能。市民亦應考慮到，若支持了一位顧 搞政治，不擅或
忽略地區服務的候選人，又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
也有評論員預期，由於本屆區議員選舉結果，將影響明年立法會的區議

會功能組別議席選舉，是故，本屆區議會選舉將較過去更加政治化。其
實，新增的「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參選資格只需要十五名區議員提名，
同一派別欲派出五名候選人參選，合共亦只需七十五位區議員提名，只佔
全港民選區議員總數的不足20%。事實上，「民主派」過往在區議會所取
得的議席，亦遠超七十五席，簡言之，新增的「超級區議員」議席，根本
不應成為「區議會政治化」的理由。
近幾年，香港變得愈來愈政治化，內耗加劇。一個立法會已經夠熱鬧

了，至於區議會，可以保持其應有面貌，一心一意為地區耕耘，為街坊服
務嗎？

匯豐裁員是全球一體化的結果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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