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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底10月初，港股因歐債
危機持續擴散和美國內政出現
分裂，調增債限計劃雖艱難通
過，但國際債信評級亦遭降至
AA+級，而出現四連跌（㞫指
最低曾下探至16240點）之後；
無獨有偶，近日港股因希臘、
意大利、西班牙債務告急和美
國國會兩黨就落實削赤談判觸
礁破裂，而再次出現罕見的6
連跌走勢。11月23日，港股重
挫397點，收報17855點，再次
跌穿18000點重要心理支撐關
口，量能亦持續萎縮維持在530
億港元左右，尚有再次下探
17000點或以下的可能。

歐債危機蔓延
港股難脫困局

縱觀近期港股走勢，可謂陰
霾不散、走勢低迷、難脫困

局。究其原因，乃是歐債危機繼續蔓延，早前更惹出
希臘救債計劃「公投風波」和意債危機爆煲告急，兩
國雖臨陣換將，歐洲央行也緊急回購意債救助，但歐
債危機繫於西方財政金融和經濟結構積弊，現已病入
膏肓，根深蒂固，短期難有喘定跡象。近日又負面消
息不斷，內地通脹雖有所回落，但工業品生產價格指
數疲弱，反映歐美市場持續衰退帶來影響；美國亦禍
不單行，國會兩黨上輪調增債限爭執恐慌尚有餘懼，
日前由「共和與民主」兩黨為落實8月初達成的「兩
步走」削赤計劃而組成的「削赤超級委員會」或「削

赤特別委員會」，就如何削減1.2萬億美元財政赤字計
劃的談判，又因兩黨增稅與削減福利開支分歧再陷僵
局，引發市場恐慌拋售，21日美股道指大跌248點，
拖累全球股市繼續探底。
由於歐債危機仍充斥諸多不明朗因素，歐盟和歐洲

央行救助希臘計劃能否順利落實？德法能否就改革歐
元區財政經濟體制達成共識？救助歐債危機穩定基金
能否繼續順利擴容？等等，都懸而未解、充滿變數。
美國國會的政治分裂也左右和阻撓㠥政府未來削赤計
劃的落實，其債信評級亦面臨由AA+，繼續下調至AA
級的風險。因此，短期內市場信心難振，歐美股市乃
至香港股市仍將維持低迷牛皮或震盪下行的格局。

內地利好因素或出台
目前，環球市場都出現濃郁的觀望氣氛，都在等待

經濟轉向的信號或重大利好的出台。然而，短期內恐
難如願，隨㠥聖誕假期的臨近，基金粉飾櫥窗的慣例
或因股市已超跌需調整倉位配置的效應，港股年底前
或會出現一次小反彈，但受制於20000點，不會出現
根本轉勢。但由於港股基本面受內地因素支撐，且內
地和香港股市已跌至價值投資區域，PE分別為12倍
和9倍，再跌空間有限，維持A股滬綜指2300點和港股
16000點見底的判斷。預計今年內地GDP仍能保持9%
以上增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人大政協兩會和「十
八大」召開在即，相信內地會有一系列發展經濟和社
會改革的利好出台，並將給全球經濟增添強勁動力。
受此影響，2012年內地和香港股市將出現一波幅度可
觀的反彈，各位朋友應以價值投資為主導，充分把握
好建倉時機。正所謂「港股的春天在明年」。但兩地
股市的根本轉機或重啟新一輪牛市行情，需待中國乃
至全球本輪產業與經濟結構調整完成方至。

鑒於中
環市區土
地的應用

已經飽和，因此，最近特區政府
有一個新的構思，就是開發東九
龍為第二個市中心。
第二市中心甚至是新的市中心

的概念在中國內地非常流行。最
成功的例子就是上海浦東陸家
嘴。今日陸家嘴甚至取代了浦西
的地位，成為上海的金融中心。
開發浦東的理由是浦西黃浦灘邊
的建築已全被列為古蹟，加以保
育而不重建。可供應用的面積有
限，追不上今日上海的發展。
香港在過去，金融、商業中心

長期集中在中環，中環土地不足
應用時，則向北填海，或向中環
兩邊擴展。擴展至上環、西環、
灣仔，甚至北角、㢺魚涌。九龍
長期沒開發主要的原因是當年啟
德機場位處九龍，導致九龍半島
的樓宇高度受了限制。機場搬走
後高度限制才放寬，但是，要拆
舊樓重建的阻力非常大，不易進
行，今日較高的樓全集中在新填
海土地，即西九龍及紅磡灣，紅

磡灣以住宅為主。西九龍有了一座ICC，但ICC旁邊
皆為住宅，因此也不易將西九龍開發成新的商業中
心，特別是西九龍的廣大土地早已定位為文化區。
很自然的，舊啟德機場的土地及其附近土地，特

別是九龍灣工業區、觀塘工業區就成了最佳的改造
地點，特區政府提出的這個東九龍第二商業中心的
構思是有創意的、正確的。
舊啟德機場至今仍有大片大片的空地，要建甚麼

都行，郵輪碼頭佔地不多。其餘的土地隨時可以集
中發展成辦公樓。觀塘、九龍灣的工廠大廈實際上
在過去10年已經陸續改造成商業大廈，工廠大廈的
改造不太難，主要是物業權相當集中，往往整幢工
業大樓就屬於一個業主。只要政府批准，隨時可以
改造。
香港甲級寫字樓租金太貴，導致不少跨國企業不

願意前來設立地區中心而設於新加坡，新加坡的市
中心就是靠大片大片的填海而不斷地擴展，壓住租
金的升勢。因此，如果東九龍也可以發展到媲美中
環的水平，對甲級寫字樓供不應求的壓力是可以紓
緩的。
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使到東九龍具有媲美中

環的吸引力？

提升東九龍的吸引力
我認為東九龍要有以下的一些元素才能有吸引

力。
首先，東九龍必須建兩座像IFC或ICC的地標式大

樓。地標式大樓對改變土地價值的作用很大。台北
的101大樓就全面改變該區的價值。中環有一座
IFC、西九有一座ICC，啟德不妨建兩座相連的高層
大樓，這可以全面提升啟德的價值。
其次，啟德也該建一座類似灣仔的會展中心，會

展中心是吸引海外客商人流的地方，使地區國際
化。
第三，整個東九龍新開發區必須有輕軌貫穿每個

角落，必須有有蓋行人走廊。最好再加上電動行人
道，使得人們在這個東九龍新區非常方便地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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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等在內的激進反
對派，區選後紛紛熱議如何改善地區工作以圖救亡，各
黨早前召開大會檢討區選敗陣原因亦明確承認強化地區
工作是當務之急云云。激進反對派表面上反映了「痛改
前非」的決心，但是為甚麼激進反對派現在才得出「要
搞好地區工作」這個在建制派內部早已爛熟的觀念，是
一個更值得深思的問題。

地區工作乏善足陳
激進反對派多年以來地區工作沒有優勢，其真正原因

在於抽水政治基因使然。激進反對派的理念，就是追求
一個泛政治化社會，他們都希冀政治大氣候乘風起浪，
從而投機抽水，希望以最少的付出，打擊務實建設的人
士。他們生存的規條，就是找取民眾的反對情緒，獲得
政治能量之餘，同時從不同民生和政治事件中抓取養
分，確保自身的存在價值。他們參與區選的目的，本身
就是政治性的，並非全心以服務市民搞好地區工作為根
本，這反映了激進反對派在回歸後14年來地區工作一直
沒有做好的原因。
其實，激進反對派即使有地區工作，其抽水基因仍會

暗裡「作祟」，令其始終無法突破「政治本位」的觀念
框框，以致小部分參選人即使能保住議席或成功搶位，
其餘政治掛帥者大部分仍然落敗，得勝率偏低。激進反
對派現存議席，多屬地區工作和人脈關係較好的區份，
如果公民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等激進反對派仍然
貪圖今後會有如2003年「七一遊行」的政治效應，繼續
以空降和政治抽水觀念為區選參選的意識本位，再多年
輕人參選亦只會成為區選炮灰，徒勞無功。
不過，即使激進反對派承認地區工作技不如人是今次

區選未如理想的原因，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更「痛定思痛」
決心強化地區工作，這是否意味㠥激進反對派今後就可
以做好地區工作？建制派地區工作非常扎實，原因在於
建制派把實質的服務和優良的人際關係帶入社區，與街
坊相處和氣融洽，處理問題實事求是，並不政治掛帥。
如果公民黨以至其他激進反對派仍拒承認「蛇齋餅㡇」
是介入社區的工作方法，不屑以實質的服務接觸基層貧
苦大眾，甚至與人相處充滿政治機心，時常想㠥如何煽
動社區反這反那，則公民黨日前所謂加強地區工作，不
過信口雌黃，沒有找㠥地區工作的行動核心。

激進路線才是死症
做好地區工作，的確需要資源，激進反對派仍然傾向

認為地區工作未如理想的一個原因，是資源不及建制派
強大。其實，激進反對派資源基本不缺，黎智英便被
Foxy軟件搜尋到他過去五年捐獻半億巨款予激進反對派
如公民黨、社民連等確實證據。激進反對派至今仍然
「呻窮」，但是資料揭露由2006年至2010年，除07年外，
黎智英每年都向公民黨捐出超過二百萬元款項，約佔該
黨非會員捐款四成。隨㠥越來越多的事實披露後，激進
反對派資源短缺的說法越不可信。更實質的資源問題在
於激進反對派內部究竟如何花掉這些資源，「呻窮」不
過是博取同情的公關伎倆。再者，資源從來都不是從天
而降，建制派所以能有資源服務社區，在於建制派得人
心，捐款來自四面八方，同時懂得善用社會各界所提供
的資源，提供服務。
總而言之，有怎樣的政黨就有怎樣的地區工作，激進

反對派堅持泛政治化的激進路線抽水意識，使其從一開
始便注定無法做好地區工作，再多檢討也是徒然。

激進反對派多年以來地區工作沒有優勢，其真正原因在於抽水政治基因使然。激進反對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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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反對派怎能做好地區工作
馬彥

當前，歐債危機對非洲的傳導性已開始顯現。北非
60%的出口創匯都來自與歐盟的貿易，而南部非洲國
家製造業1/3的利潤依賴於歐洲市場。同時，由於非洲
國家外匯儲備多以歐元和美元為主，歐債危機發酵
後，歐元和美元呈下跌趨勢，進一步增加了非洲的通
脹壓力。東非多國通脹率已到達兩位數，其中烏干達
通脹率在今年10月已升至30.5%。

歐債危機傳染至非洲
國際金融危機不但引發了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也

加劇了非洲國家的債務問題。據統計，撒哈拉以南非
洲國家外債2010年達2310億美元。儘管這一地區每年
接受100億美元援助，但同時還要支付140億美元以上
的外債。東非共同體各成員國央行的統計表明，過去
一年，各成員國債務增長了10%至25%不等。南非儲備
銀行統計表明，南非僅2010年第三季度外債總額就增
長140億美元，達到939億美元。截至今年8月，贊比亞
外債總量較去年底上升7.7%。尼日利亞外債從去年底
的45.8億美元上升至今年3月底的52.3億美元，3個月內
增長了14.16%。
作為對非第一大援助體、第一大投資方和第一大貿

易夥伴，歐盟國家債務危機對非洲經濟影響至深。隨
㠥歐債危機的擴散，各種解決方案的外部效應也在不
斷顯現，貨幣貶值、通貨膨脹以及各國財政擴張政策
影響，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本已嚴峻的債務再攀新

高。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正積極應對非洲新債務問
題，新興市場國家將在緩解非洲債務負擔方面發揮重
要作用。
在忙於「自救」的情況下，未來歐盟對非援助和投

資必呈減緩之勢。從近兩年看，對非援助和減債議題
已成為「燙手山芋」。歐洲國家國內輿論和民意大多要
求政府專心「自救」，而不是向外「撒錢」。今年7月英
國首相卡梅倫訪問非洲時曾表示英國要兌現對非援助
承諾，維持對非投資規模，此舉受到英國媒體批駁，
被認為是「打腫臉充胖子」。
非洲國家飆升的債務引起人們對非洲大陸經濟復甦

勢頭的普遍擔憂。非洲債務與發展論壇執行主任穆塔
薩表示，外債嚴重損害非洲國家經濟復甦，債務問題
是非洲大陸發展中最大的障礙之一。
債務不斷攀升給一些諸如東非共同體之類的區域經

濟體帶來巨大風險，給正在復甦的地區經濟造成嚴峻
挑戰。東非共同體曾打算在2012年實行貨幣同盟，在
轉向單一貨幣期間，各國需進行機構和立法改革，調
整宏觀政策，而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經濟學家
恩古維認為，如果東非國家債務得不到有效控制，建
立地區統一貨幣聯盟的目標就會被推遲或者改變。

應對償債壓力 保持增長態勢
面對日益加劇的債務問題，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都

在紛紛探索應對措施。肯尼亞總統齊貝吉日前表示，

非洲國家應創新合作模式，拓寬融資渠道，加強本地
資本市場建設，挖掘本地資本市場潛力，以逐步減少
對外債的依賴。南非貿工部長戴維斯日前表示，非洲
國家需要用資源換取資金的模式解決發展資金短缺和
外債問題。津巴布韋經濟計劃與發展部長塔皮瓦·馬
沙卡達表示，津巴布韋將建立一整套債務管理戰略，
採用最優方案來解決60%的債務，目前津巴布韋已經
建立起一個債務管理辦公室來解決債務問題。尼日利
亞政府11月7日表示，該國2012年將削減5000億奈拉(約
合33億美元)債務。
在積極應對償債壓力的過程中，非洲將保持增長態

勢，預計2011年非洲經濟仍將保持5%的增長率。其增
長原因有以下幾方面：一是非洲國家仍然對資源出口
依賴性較強，而金融市場只處在起步階段，對國際市
場的「反應」較慢。只要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不出
現波動，非洲仍可抵住風浪；二是非洲國家近年來
「自力更生」能力提升較快，2011年非洲地區一體化進
程加速，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東南非共同市場和東
非共同體制定「三方一體化」路線圖以「抱團取暖」。
同時，非洲也㠥力減少對外援的依賴度，以盧旺達為
例，外援佔其財政比例已由2000年的86%減少至2011年
的41%；三是新興國家對非洲經濟發展的拉動效應。
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大量企業走進非洲投資興業，
把非洲視為「機遇的大陸」而非「問題的大陸」。在對
非洲援助和減免債務上，新興國家表現積極。2000年
至2009年，中國已免除35個非洲國家的312筆債務，總
計189.6億元人民幣(約合3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和有關國家在免除非洲債務
方面也給予了不少支持。總的來看，歐債危機還難以
對非洲經濟造成根本性衝擊。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於明年二月發表其任內最後一
份財政預算案。當下正向社會各界各階層諮詢意見，
並在電子傳媒大力宣傳推廣，祈各方提供有關意見和
建議，以達集思廣益，將這份預算案寫得圓圓滿滿，
盡量回應社會大眾的訴求，一為自己做了五年的財政
司司長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二讓全港市民留下個
「好財神」的印象。能否如願，當之要到預算案公布之
後看看社會各界大多數的反應才能知曉。

集思廣益 為預算案獻計
記憶所及，在過去幾年，曾司長也曾為其每年的財

政預算案出台之前向社會諮詢意見，也曾引起社會各
界的熱烈「捧場」，收集許多意見和建議（訴求），個
人就預算案提出如下之意見：
（一）人說近年政府庫房水浸，做「財爺」的應感

開心易做。話雖如此，但還得視乎「財爺」的視角和
「偏愛」。例如在過去一兩年，有些階層的民困問題需
要政府出手紓緩解決，同時也曾多次在財政預算案諮
詢意見時提出過，反映過，表達過，可惜都得不到應
有的關顧和重視，如租住㜜房的基層市民和正在輪候
公屋還未上樓的人士家庭的租金津貼問題，在近兩年
的財政預算案就沒有片言隻字回應過。這些人士家庭
真切需要政府出手資助解困的。他們是社會上最貧困
最低收入和最無助的一群。一，收入少；二，租金昂
貴；三，隨時受到迫遷和加租威脅；四，家境困難無
經濟基礎，無積蓄，手停口停。一個月的收入有一半
要應付昂貴的房租，建議預算案每個月為他們提供二
千元租金津貼。

（二）他們本應上樓入住公屋繳付一千元左右的便
宜租金。可惜他們輪候了多年都未輪上，因為政府興
建公屋數字供不應求，速度太慢之故，被迫租住私樓
或㜜房捱貴租，責在政府一方，無論從任何方面來
說，政府都責無旁貸為這些輪候人士家庭作出租金的
津貼支援。直到他們「上樓」為止。從情理和道義來
說，政府要紓解民困，首先就要出手去幫這一層次的
市民。
（三）改善民生和紓解民困是目下最迫切的社會問

題。派錢只能紓解暫時性的一種辦法。要從實質改善
民生民困，就得從住屋問題和就業，公共收費和壓抑
通脹方面入手方能見效。目前政府的年度收入有大量
盈餘，只要能夠騰出一半用作增建公屋單位和提供勞
工階層跨區工作之車費津貼，對數十萬基層市民勞工
的民生民困不難得到改善和紓解。建議每年增建五千
個公屋單位，盡快讓輪候多年的家庭入住，每年就能
解決五千個輪候公屋的家庭上樓，每個月減輕二、三
千元的房租，一家數口的生活就得到改善。這是長遠
計算的。派錢只能解困於一頭半月。

解決房屋貧窮問題
（四）政府應要出手壓抑通脹問題。改善民生紓解

民困的另一個有效途徑就是凍結所有涉及民生的公共
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加費。如水、電、煤氣的加價，或
巴士公司和渡輪的加價，海隧的加價，領匯所有屋㢏
屋苑商場的加價等等。物價的升漲誘因，多是因為這
些公共企業和業主加租加價所引起的。政府和大型企
業若能在明年凍結加價加費的話，有助紓解通脹的升

幅，讓廣大勞工市民的生活負擔得到紓緩，減輕沉重
壓力。
（五）政府應投放大量資源創造就業環境，讓更多

的勞工大眾受惠。從大圍的經濟發展來說，明年的經
濟走勢和勞工就業似乎不甚樂觀，失業率可能會高於
今年。原因是外圍經濟如美債歐債處於危機狀態，令
本港的出口業和製造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衝擊，削
弱就業機會。同時，與香港鄰近的廣東珠三角年內受
到轉型影響，令到數以萬計的工廠企業公司瀕臨倒
閉，不免影響許多香港早年入去內地打工的港人，因
工廠倒閉而「回流」香港搵工，對勞工市場增加壓
力，甚且會推高失業率。觀乎今年最後一個季度的失
業率已有輕微上升，明年或會更形惡劣。有見及此，
政府應及早作好應變措施，加快大型基建上馬，促進
環保回收產業，簡化舊樓翻新工程手續程序，創造更
多的就業職位和機會。與此同時，政府更要關注和鼓
勵眾多大型企業公司無論在經濟環境出現不景的情況
下，都要顧及屬下員工，盡量不裁員，維護勞工階層
的就業機會。
（六）預算案應增撥資源擴大「食物銀行」的數額

和分行。目前全港只有五個地區設有「食物銀行」方
便一些貧困人士家庭領取食物解決一些生活問題。分
行仍嫌太少，應在一些舊地區和舊屋㢏增設一些分行
方便有需要市民領取食物。以目前政府庫房的盈餘數
字，增撥兩三億元肯定不成問題。然則，對「食物銀
行」就大有營運空間。
關鍵就是「財爺」能否重視以上有關勞工基層的迫

切議題而已。

望能見到一份關顧基層的預算案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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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汪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