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盛頓政府有一個專門小組，成員包括財長蓋特納
和前國務卿基辛格等，用「拋售美國債券不符合中美
兩國的根本利益」等理由，負責游說北京購買更多美
國債券，和不要減持已經購入的美國債券。法國總統

薩科齊主動致電胡錦濤主席要求北京施以援手，「歐洲金融穩定基金」行政總
裁雷格林專程訪問北京，目的是游說中方購買歐元債券，以助歐元區渡過危
機。歐盟和華盛頓一樣，都在伸長脖子覬覦中國擁有的3.2萬億美元儲備。西方
列強過去侵略中國為的是掠奪中國的錢，今天乞求北京購買債券，瞄準的也是
中國的錢。北京在考慮購買歐盟債券的時候，必須高度警惕西方列強的掠奪本
性。
雷格林游說的措詞是：「中國購買歐債，可以為龐大外匯儲備找到除投資美

元之外的更好選擇；獲得更具吸引力、牢固、安全的投資機會」；「投資是拉
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國需要有更具吸引力和安全的投資目標」。歐盟極
力爭取向北京「借錢」，是因為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意大利等國債台高
築，引發歐元和歐元區前所未有的危機，讓歐元區面臨崩潰的邊緣。雷格林稱
自己是歐債「推銷員」，並披露「歐盟要求北京購買1000億美元歐債」。曾有美
國議員在國會山大叫「不償還中國債務又怎麼樣」，警示北京應該有周密的應
對計劃，在購買西方債券的同時，有足夠措施防止「賴帳」。

應該謹記中國歷史悲劇
1840年至1860年，英、法、美、俄聯軍先後佔領了天津和北京，火燒北京圓

明園，迫使咸豐皇帝不得不和侵略者議和，先後與英、法、美、俄簽訂了《南
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不平等條約讓清政府賠償給英、法、

美、俄等國軍費共超過2000萬㛷白銀，被掠奪和破壞的財產超過600萬
英鎊。1900年6月，英、俄、德、法、美、日、意、奧組成的八國聯
軍，再次長驅直入北京城，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與英、俄、德、
法、美、日、意、奧和趁火打劫的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等11國簽下
《辛丑條約》，該條約規定「清政府必須賠償白銀4.5億㛷，現在不夠

錢，可以分39年還清，年息算4厘，本息共需要9.8億㛷」。
按目前的國際銀價計算，9.8億㛷白銀約合80億美元。清政府當時簽下這個

「掠奪大單」後，國家等於進入萬劫不復的悲慘地步。國庫不僅空虛，更負上
巨額負數，還需要長期「供款」，龐大債務雖然沒有美國今天的15萬億美元債
務那麼多，但對當時的清政府來說，已經是史無前例的大災難。「掠奪大單」
主要分配如下：俄國佔29%，德20%，法16%，英11%，日8%，美7%，意6%。
沙俄在1858至1864年和清政府簽下《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佔領了中國超
過15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對擁有六成世界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必須謹記當
年的歷史悲劇。北京不希望歐盟經濟危機失控，但必須準備好策略應對失控。

理直氣壯提出合理要求
面對歐盟的游說和乞求，北京在可承受風險的基礎上購買一定歐債。購買歐

洲債券，可以分散投資美國債券的龐大風險；有利於與歐洲國家發展「更緊密」
關係；但必須充分考慮「討價還價」，以便爭取更多國家利益。歐盟至今尚未
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也仍然有一定的市場；對於
高技術軍事裝備出口中國，歐盟也未鬆口；增加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的
影響力等，都應該通過購買歐債的良機加以妥善解決。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
夥伴，中國在幫助歐洲經濟的同時，反過來幫助了中國自己，因為如果任由歐
洲衰退，勢必減少中國商品對歐盟的出口，反過來也會拖累到中國的經濟增
長。
北京已經明確表示，中方歡迎歐盟和歐元區峰會就應對歐洲主權債務問題達

成框架性共識，並希望有助提振市場信心，推動歐盟和歐元區經濟可持續增
長，為歐洲一體化注入活力；中方願與國際社會一道，為穩定國際金融市場、
促進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作出努力。當然，中國在購買歐盟債券時，應該理直
氣壯地提出公平合理的貿易訴求，讓歐盟承諾接受中方的合理要求。推進中歐
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有效消除對華貿易壁壘、盡早撤銷對華武器禁運都應該是
購入歐債的附加條件。相信，中歐雙方借助這次合作，在相互理解、相互信
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則下，可以迎來歷史性大轉變。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必須警惕西方列強掠奪本性

醫管局出
現醫生荒，
決定從海外
輸入醫生，

這些醫生沒有參加香港的醫生考試，因
此得特別安排以取得在本地執業的資
格，很自然的，輸入醫生影響了本地醫
生的利益，於是本地醫生團體群起反
對。

海外醫生水平不比本地遜色
本地醫生團體反對的理據非常薄弱，

其主要的道理是如果不經過考試，不能
保障執業醫生的專業水平，實際上，這
是沒有根據的，這是夜郎自大的說法，
香港兩家大學醫學院的水平能比得上海
外一些名校的水平？
本地醫生團體認為，海外的醫生如果

水平真的很高，應該可以輕易通過本地
的海外醫生試，但事實是過去多年的紀
錄顯示這些海外醫生試的及格率偏低。
我認為偏低的理由有二，第一個理由是
海外名校的醫科畢業生在海外的收入也
很不錯，根本不屑來香港參加什麼醫生
試。因此來參加考試的海外醫生的水平
可能本身就不很高，第二個理由是試題

刁難，不少人認為，如果要求目前全香港的執業醫生再重新
考一次這種來為海外醫生參加的醫生試，不少本地執業醫生
也會不及格。因此，很明顯的，本地醫生團體反對海外醫生
來香港是純粹基於自私自利的保護主義，醫管局應該堅持輸
入海外醫生，政府也應該修改本地醫生執業的法規。
曾特首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已談到發展優勢產業，其中一

項就是醫療服務，現在，香港的醫療服務是發展起來了，醫
生不論是在公立醫院服務或私人執業，都忙得很，很明顯
的，香港已出現了醫生荒，培養一名醫生的費用非常高，如
果有海外名牌大學畢業的醫生願意來香港執業，實際上是替
香港節省許多培訓醫生的成本，何樂不為？曾特首還說要撥
地建私立醫院，醫生已經不夠還加建私立醫院的結果是什
麼？今年，曾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到要增加撥款讓香港兩家
大學訓練更多醫生，不過，訓練一名醫生要好多年的時間，
為什麼不立即改變政策、輸入海外醫生？
海外的大學醫學院眾多，如何確保海外醫生的水平？方法

很簡單，那就是專招名牌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相信醫學界
很清楚，海外哪一些大學的醫學院水平高，至少得高過香港
兩家大學的醫學院。
任何地方，如果保護主義太強，如果排斥外來人才，這個

地方的發展就很有限，香港要發展醫療產業，就一定得開放
人才的限制，一定得引入海外人才，不單單是醫生，護士也
一樣得引入海外人才。
目前香港所有的專業團體中，醫生的保護主義最強，其他

專業如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建築師都歡迎海外的人才前
來，為什麼醫生們的保護主義意識特別強？

10月27日，歐盟就歐債危機解決辦法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將歐洲金融穩
定基金擴大至1萬億歐元。但這1萬億歐元並非現成，需要融資。英國《每
日郵報》報道稱經過歐盟領導人的極力「游說」，中國有可能為「歐洲金
融穩定基金」投資大約700億歐元。
歐洲媒體如此報道並不令人驚奇，歐債危機已到關鍵時刻，但歐盟達成

的一攬子意見，關鍵還是要靠挹注資本來落實。中國擁有高達3.2萬億美元
的外匯儲備，由於歐洲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基於國際貿易的互利性，
以華哺歐確實具有邏輯上的可能性。

不存在「中國拯救歐洲」問題
就在歐盟達成共識的當天，法國總統薩科齊主動通過熱線電話向中國國

家主席胡錦濤通報會議情況。薩科齊總統也強調，「如果中國方面要投資
歐元，以替代美元，為什麼要拒絕呢？」28日，「歐洲金融穩定基金」行
政總裁克勞斯．雷格林便抵達中國，他並不諱言和中國討論中國購入歐債
的可能性，認為中國這麼做可以增加除美元外的另一投資途徑。
足見，歐盟對中國幫助渡過難關是抱有相當期望的。其實，若非歐債危

機演化成如此糟糕的不堪局面，不用歐盟大員游說，中國也會把海量的外
匯儲備有選擇地多元化投資。可時勢異變太快，以當前的歐債情勢，中國
自然不敢造次。正因為如此，克勞斯．雷格林才說：「期待快速簽署協議
不現實⋯⋯現在談確定的數額還為時尚早。」
歐盟和歐洲媒體對華的熱望，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已有回應，她的回

應意味深長，不存在「中國拯救歐洲」問題，理由很簡單：歐洲是世界第
一大經濟體，自身實力很強；歐洲一些企業的經營很好，歐洲有能力自
救。從歐盟剛剛達成的危機解決共識看，傅瑩的說法很中肯。一方面，歐
洲確實有資金有能力解決歐債危機，關鍵是歐盟內部是否有足夠的凝聚
力，危機國能否勒緊腰帶過苦日子，法德這兩個核心國是否肯出全力救助
「歐豬」國家，維繫歐元區這個來之不易的單一貨幣體系。另一方面，外
來救援只是外因，自我救贖才是關鍵。外因內因的哲學辯證關係放之國際

政治經濟關係層面仍然適用。
傅瑩的回應也是對中國國情的客觀闡述。中國雖然擁有3.2萬億外匯儲

備，但中國國內經濟同樣面臨巨大挑戰，通脹難以遏止，民生亟需反哺，
中國國民收入和歐盟內的任一國家相比，包括深陷危機不可自拔的希臘，
都不在同一水平線上。中國購入歐債，有殺貧濟富的意味，別說是700億
歐元，就是100億元人民幣，也面臨㠥國內民意的考驗。在多元化越來越
深化的中國社會，對外投資已經成為敏感的民生話題，公共輿論經常聚焦
海外投資的盈虧，並釋放出全民性的嗆聲。買入危機中的歐債，收益不可
預期，中國不能不謹慎。

援歐不能在不公平的舊秩序裡操作
當然，傅瑩並未關閉中歐協作對抗危機的大門。希望中歐雙方通過克服

危機，解決雙方之間一些長期問題。一句話，互利雙贏是中國援歐的先決
條件。雙方長期存在的問題，無非有二：一是歐盟確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
位；二是希望歐盟放寬對華高科技出口限制。在中國加入WTO，且中歐
互為重要貿易夥伴關係的前提下，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對華是不公
平的。在WTO框架下，貿易公平被政治意識形態化的出口限制桎梏，也
顯得不合時宜。歐盟放棄因政治偏見對華貿易上的歧視條款來換取中國對
歐援助，是消解歷史負擔來實現現實雙贏，這很公平。
值得一提的是，國際援助往往是不公平的。戰後美國援歐的馬歇爾計

劃，帶來了美國主導歐洲政治經濟格局和北約安全體制。蘇東集團巨變
後，美歐對東歐國家的援助，伴隨㠥北約東擴和意識形態的絕對滲透。東
南亞發生金融危機時，美歐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以要挾相關國家放
棄經濟主權作為代價。可以說，從宏觀層面講，西方對全球的政治經濟掌
控主導已經五個多世紀，形成了倨傲自利的優越慣性；從微觀層面而言，
歐債危機依然存在㠥歐盟予求予取而不給予的偏執個性。
在此情形下，中國援歐不能在不公平不對稱的舊秩序裡操作，必須在政

治經濟對等且互利雙贏的平台上進行。對此，歐洲準備好了嗎？

方西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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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官司被拖延而衍生額外的六十五億工程造價，絕對不是小數目，即平均每名香港人需找數一千大元，完全無厘頭，以公帑玩法

律遊戲，值得嗎？如果我們任由此一事件告一段落，而不向無恥政棍還以顏色，追究責任，勢必再有其他合資格申請法援的申請人

嘗試繼續衝擊司法覆核的水閘，以提出不同理據、挑戰政府各項的施政和行政，香港勢必淪為訴訟港，阻礙發展，永無寧日，墮入

狀棍企圖把香港顛覆成為「司法覆核樂園」的圈套，試問香港的繁榮安定還可以經得起多少次社會分化？

六十五億冤枉錢不能就此罷休
朱家健 青年與政策局官員交流發起人

港珠澳環評司法覆核案件作出判決已近一個月，申訴人朱婆婆似乎未有作出
上訴的指示，即使這樣，這也不意味㠥事件已落幕。因為反對派勢必捲土重
來，相信會陸續有其他申請人會被有心人唆擺，再次就其他議題以司法覆核或
其他途徑去衝擊政府的政策，削弱政府的管治威信。

向公民黨追討六十五億公帑
因官司被拖延而衍生額外的六十五億工程造價，絕對不是小數目，即平均每

名香港人需找數一千大元，完全無厘頭，以公帑玩法律遊戲，值得嗎？筆者認
為這筆糊塗賬簡直是侮辱香港人智慧，扭曲法律精神的原意，無視香港需要配
合泛珠三角發展的現實，輕視主流民意。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表示，這筆

額外工程開支只為非常保守的估計，筆者看這筆糊塗賬將會隨建築材料成本價
格、通脹和建築工人工資的增長而大幅飆升，最終埋單數額絕對遠超六十五億
元。
這是什麼的道理？政棍自編自導自演，一手包辦炒作議題，策動官司，慫恿

第三者去以法援提出司法覆核，再指定代表律師和大律師，有包攬訴訟之嫌，
濫用司法程序和資源，不容抵賴。狀棍就像面目可憎的惡人走進餐館大吃霸王
餐還要外攜，無理取鬧拒絕付款，大肆搗亂後更要其他人埋單，又食又拎，卑
鄙可恥。
如果我們任由此一事件告一段落，而不向無恥政棍還以顏色，追究責任，勢

必再有其他合資格申請法援的申請人嘗試繼續衝擊司法覆核的水閘，以提出不
同理據、挑戰政府各項的施政和行政，香港勢必淪為訴訟港，阻礙發
展，永無寧日，墮入狀棍企圖把香港顛覆成為「司法覆核樂園」的圈
套，試問香港的繁榮安定還可以經得起多少次社會分化？試問香港人是
否願意政府的管治繼續沉淪？香港還有多少個六十五億大元可以被無意
義的官司白白耗掉？在內地及亞洲其他城市崛起之際，香港的繁盛不進
則退。如果希望東方之珠的光芒不褪色，繼續發光發亮，則我們並沒有
蹉跎的餘地。

以選票聲討不義政黨
我們都明瞭「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我們需要法治以鞏固香

港的既有優勢的同時，亦要捍衛「司法覆核權」運用得其所，否則只懂
紙上談兵，弄巧成拙，施政被法治泛濫，隨時動搖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換來民心不穩。
市民最需要的是安居樂業，如遇不如意，遭政棍策劃教唆，天天司法

覆核，大型基建工程隨之停工延誤，工友及其家人卻換不來一口飽飯；
日日抗爭遊行，暴力文化教壞細路，亦增添社會成本和怨聲。政棍為了
私慾，以法律遊戲試圖拖垮香港的繁榮安定，猶如玩火，勢必自焚。我
們需要以選票聲討不義的司法覆核戰。

張敬偉

中國援歐應互利雙贏

■有團體早前於網上發起「外傭居港權案黑手、浪費65億公帑，全港市民聲討公民黨
大遊行」，抗議公民黨禍港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