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以錢炒錢」是重點
五項「堅持」中，以第一項最重

要，是這個會議的討論重心。這第一
項堅持是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
質要求，防止以錢炒錢、防止虛擬經
濟過度自我循環與膨脹、防止產業空
心化。

過去，美國先後提出兩次「量化寬
鬆」政策，大印鈔票，向市場提供了
2萬3千億美元的資金。但是如此龐大
的資金的大部分並沒有流入實體經
濟，而是停留在金融市場炒作，自我
循環、自我膨脹。2009年，金融海嘯
後一年，美國金融界的高層主管自我
發放的花紅金額破歷史紀錄，這些人
靠炒作賺個盆滿缽滿。但是，美國的
實體經濟依然停滯，失業率依然很
高。2008年年底，溫總宣布4萬億人
民幣的基建，接下來是10萬億人民幣
的銀行新增貸款。在那個信心全失的
時候，放鬆銀根是必要的。但是，緊
跟下來的就是炒作。大量的金錢炒起
股價、樓價，各種各樣民生用品、食
物⋯⋯炒起的原因不是供不應求，而
是過多資金來追求更高的利潤，以錢
炒錢的結果，各類資源價格的上漲全
是金融市場炒作所引起的，房地產的
炒作使到中央不得不一再下重藥，以
避免泡沫再吹大，將來更難收拾殘
局。

不過，這次的工作會議，除了強
調防止以錢炒錢的讓虛擬經濟自我
膨脹之外，也明確了工作目標是以
金融來推動實體經濟，今日有非常
多的香港廠商到內地投資，他們都
很擔心全國銀根緊縮令他們融資無
門，融資難而且貴，這次的工作會
議明確地要求金融界要從多方面採
取措施以扶持實體經濟，解決實體
經濟的融資問題。這對眾多的港商
而言，是好消息。

有決心開放金融業
這次工作會議上提到的另一項值得

港人注意的是堅持市場配置金融資源
的改革導向，進一步明確政府作用的
領域和邊界，做到該放的堅決放開，
該管的切實管好，這表示中央有決心
再進一步開放金融業讓民間資金加
入，希望香港特區政府，香港金融界
的精英們多多留意，並盡量爭取在中
央開放金融服務業的時候能盡快地進
入內地市場，不放過一切的機會，這
一次工作會議也明確地支持香港鞏固
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深化內地
與香港、澳門、台灣的金融合作。

這次工作會議也提到要提振股市的
信心。畢竟，股市是企業集資的一個
重要渠道，而企業集資是發展實體經
濟的基礎，對千千萬萬的香港股民而
言，這也是好消息。

在去年外傭爭取居港權官司中，代表外
傭的公民黨大律師李志喜及策動官司的公
民黨受公眾口誅筆伐，在之後的區議會選
舉中其候選人更受到選民懲罰。昨日與公
民黨關係密切的大律師公會開腔，表面是
力挺大律師有責任代表小市民就具爭議性
的個案爭取公義，實質是為公民黨的禍港
行為背書。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孟達更指，
有公會會員去年為某些人士當法律代表，
就一些被社會某些階層認為是不得人心的
爭議向法庭尋求濟助，因而受到批評，

「這些抨擊毫無理據，顯示論者對大律師
這專業所負義務、責任和傳統一無所知。

當中有些抨擊更加涉及語言暴力，和 近
人身攻擊式的謾罵」云云。

為公民黨開脫 理不直氣不壯
林孟達暗指社會對公民黨一眾的抨擊毫

無理據，那請問他這些批評有哪一處地方
沒有理據？在港珠澳大橋的環評案中，公
民黨在工程前一刻才指使朱婆婆申請法援
阻停工程，再以法援聘請公民黨籍的律師
訴訟，浪費了數十億公帑之餘，也有為自
己謀生意之嫌。社會批評公民黨以司法靠
害香港，有何不妥？及後法庭也裁定政府
上訴得直，顯示公民黨的訴訟並無理據。

況且如果公民黨是光明正大，為什麼要暗
中發動朱婆婆申訴？再如外傭爭取居港權
一役，不論在情在理在法都是不合理，李
志喜卻為數以十萬計的外傭居港大開方便
之門，「訟棍」禍港，罪證確鑿，並非抹
黑。林孟達還要為公民黨開脫，理不直也
氣不壯。

林孟達又說「即使（大律師）接辦一宗
案件有可能令自身或名聲造成損害，只要
當事人願意付出合適的費用，大律師有責
任應聘，並須為客人盡全力據理爭辯」，
意思是李志喜是不得不接外傭官司，外界
批評公民黨就是對大律師這種專業的「無

知」。不過，李志喜不是一般律師，她是
公民黨核心成員，是政治人，其言行不可
能不考慮政治後果，也不可能不考慮對公
民黨的影響。如果沒有得到公民黨批准，
怎可能接這宗官司？而公民黨又怎會全力
為外傭取得居港權搖旗吶喊。所以，李志
喜接這宗官司，並非如林孟達所言是什麼
對方願意付費，大律師就有責任應聘。那
如果政府要聘請公民黨籍律師打一場與公
民黨政策相違的官司，余若薇、梁家傑會
接嗎？這是政治不是法治，林孟達不要在
事件上偷換概念，為公民黨禍港行為開
脫。

「訟棍」發動官司市民批評合理
況且，在這幾宗禍港官司，公民黨的

一眾「訟棍」並非是被動的接官司，而
是主動的幕後發動。在港珠澳大橋一
役，申訴人朱婆婆直言是「他們同我
講，我又矇查查，識咩 ，講真，我
唔懂得呢條橋，我點有能力？」這說明

並非朱婆婆主動去發動司法覆核，而是
公民黨在自編自導自演。又如在外傭居
港權案中，全港這麼多律師，申訴人為
什麼偏要找個有政黨背景的律師，而李
志喜及公民黨又何以如此賣力，箇中玄
機不說自明。既然官司是由公民黨的

「訟棍」發動，那什麼律師有責任接官司
的論述便不攻自破，他們不是因為責任
而接官司，而是因為政治目的而策動官
司，是為了狙擊特區政府施政，開拓外
傭選票而發動官司。誰是主誰是次一目
了然，林孟達的說辭本末倒置。

公民黨的禍港行為社會已有公論，而市
民批評禍港政客及「訟棍」也是言論自由
的一種，難道眼見公民黨浪費了幾十億公
帑，為社會製造人口炸彈，濫用司法覆
核，市民也不能批評半句，還要「尊重」
大律師這個「崇高」的職業。難道頭戴有
大律師光環，行禍港之事，就是老虎屁股
摸不得？林孟達的說法令人察覺本港確實
是存在「司法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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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馬島戰爭爆發30周年，倫敦政
府為了轉移民眾對政府的強烈不滿，高調
舉行相關慶祝活動，並特別派威廉王子往
馬島服役，希望通過媒體大力宣傳，起到
轉移視線、冷卻不滿情緒的作用。殊不知

「藥方」對降低民眾不滿毫無效果，卻激怒
了阿根廷政府和民眾，產生特別強的「副
作用」。阿根廷政府已經展開針鋒相對的強
大外交攻勢，巴西、烏拉圭和巴拉圭更加
即時宣佈支持阿根廷，禁止讓懸掛馬島旗
幟的船隻在其港口停靠，以打擊馬島捕漁
業。阿根廷現正籌劃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遊
行，並將在所有參加倫敦奧運會運動員服
裝上印「馬島是阿根廷的」字樣，宣示對
馬島的主權。事件已經引起倫敦的緊張和
不安。

戰爭引發百年嚴重災難
在2011年底的歐盟峰會上，英國首相

卡梅倫拒絕接受歐盟修改條約，和法、
德等其它歐盟國家徹底鬧翻，迫使其他
26國排除英國建立新歐洲。事件等於宣
佈英國脫離歐盟，使倫敦對外貿易受到
打擊，為經濟復甦付出慘重代價。「一
葉知秋」是指從一片樹葉的凋落，可以知
道秋天的到來。英國只顧自身利益、無視
歐元區生死的形象，成為歐洲「棄兒」消
息，德國官員公開奚落卡梅倫的言論，
法國總統薩科齊拒絕向伸出手的卡梅倫
握手的畫面，均顯示如今的倫敦已經處
於四面楚歌的慘境。首相卡梅倫在「議

事堂」上連站直腰桿的力氣都沒有，自
始至終都需要用左胳膊斜靠在演講桌上
任由紳士們指責，可謂是斯文掃地。

進入21世紀，英國老祖宗從全球各地掠
奪並儲存多年的倫敦國庫內金條，被時任
財相的布朗團隊以每盎斯280美元的「成本
價」出售，使英國的經濟失去最基本支
撐，布朗也被英國人稱為「敗家子」。
2001、2003年時任首相貝理雅又盲目跟隨
小布什捲入阿富汗和伊拉克長達10年的戰
爭，耗費了大量軍費。導致英國陷入前所
未有的經濟危機；最後不得不依靠減少學
校費用、減少福利、延長公務員工作時間
等全面緊縮措施來渡過難關。結果引起學
生、民眾和公務員等全方位的不滿，出現
持續多時的大罷工和動亂。用「禍不單行」
來形容倫敦的處境，可謂最合適不過。

500萬失業大軍成「火藥桶」
兩大戰爭已經耗去英國的寶貴資源，使

倫敦政府不得不下狠心削減包括軍費、教
育、福利等各項開支。英國財政大臣不得
不承認，根據英格蘭銀行的統計和分析，
英國經濟復甦動力相當不足，特別是新政
府一棄前政府的經濟政策，為復甦前景增
添了更多負面因素。目前，經濟出現滯脹
的風險已經變得越來越大，而持續出現的
快速下滑和信心危機，衍生了100年來最為
嚴重的經濟災難。無論是政府或者民眾，
對經濟前景表示悲觀的人數已經破了英國
歷史紀錄。英國商會的調查結果亦顯示，
由於政府窮於應付戰爭和外交，根本沒有
精力顧及和支持脆弱的服務業，而服務業

的滯脹狀態，則嚴重催化和拖累經濟的整
體復甦。

戰場總是瞬息萬變，捲入戰爭的國家必
須以「十萬火急」的行動，傾全國的精
力、人力、財力和軍力應付，以期獲得勝
利。冗長的戰爭需要巨大的付出，往往使
參戰國嚴重透支，並陷入難於復甦的困
境。伊、阿戰爭雖然以美國為首，英國為
副，但由於英國沒「擁有」美元印鈔機，
不能像美國那樣通過美元將災難輸出到其
它國家，所以兩戰對英國的損害程度更加
令人震驚。用「十萬火急」來形容英國現
在面對的社會動盪、財政困境，一點也不
過分，因為倫敦已經陷入二戰後的特強

「地震」。「未來4年，削減810億英鎊開
支，從600萬個公共部門崗位裁員50萬個」
等爆炸性消息披露後，已經在英國、歐洲
和世界引起了巨大恐慌。

現在的英國，公務員不滿政府的政策和
措施，出工不出力；大學生因為反對加學
費頻頻示威；皇室成員因為「錢」和唐寧
街鬧得很不愉快；龐大的失業人群組織的
連串抗議，已經令警察感到超過了他們的
工作負荷。可怕的漩渦和暗湧已經使這個
古老帝國陷入了難以預測的空前危機。據
英國《衛報》報道，英國一些地區的失業
率已經達到18%，整個英國的失業人數已
經超過500萬，龐大的失業人群正成為驚人
的「火藥桶」、「敢死隊」，隨時可能直搗
首相府。示威人士提出的各種口號，則成
為激化社會矛盾的特強「催化劑」。四面楚
歌的英國擁有的「火藥桶」、「敢死隊」，
隨時可能讓英國陷入更加危險的深淵。

倫敦四面楚歌首相腰桿不直
隨 醫療技術的創新和進步，不少以往被視為無法醫治、又或治療

風險太大而令人卻步的病症，現在都有治療方法可以嘗試。市民對醫

療的期望因而提升，但同時醫療程序卻變得複雜而風險亦有所增加。

故此，治療成效及風險的溝通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以外科手術為例：

一個有八成機會成功的手術聽似很不錯，但反過來不就是有五分一的

機會失敗。當治療結果與病人及家屬的期望出現落差，或者溝通不

足，都容易引起不滿。若落差太大，尤其是病人身故，家屬的心情可

想而知。除傷痛外還會有數不清的疑問，不難聯想到事情究竟與醫療

疏忽是否有關。

醫療流程經常涉及多個專業部門和需要不同人員協作。故此，醫療

事件的成因，往往都是由多個因素共同促成。事實上，病情變化很多

時並不由單一因素 (如治療) 完全決定，而是受 如症狀的出現和發展

是否典型，疾病本身的特性和病情是否反覆，病人有沒有其他疾病

(co-morbidity) ，已知的治療風險和併發症等的因素互動和影響。

發生醫療事件當然是令人難過和沮喪，但為了找出有效的改善措

施，實有需要把屬於治療程序的已知風險(known risk)、併發症

(complication) 和副作用(side effect) 等原因與系統不足(system deficiency)

和流程中人為失誤(negligence) 的因素分開處理。醫管局在保障病人利

益，致力風險管理和向公眾問責同時，更須以尋找事實為本，客觀公

正地處理投訴和醫療事件。要減少醫療失誤，控制風險，就必須客觀

和嚴謹地查找事件成因以確定其性質。唯有如此，才是負責任、對各

方都有利和具建設性的做法。

醫管局自二零零七年十月起效法歐美和澳紐等地，要公立醫院呈報

九類嚴重醫療事件，並且深入調查，目的是從中學習，汲取教訓，令

日後醫療更安全；同時對涉及事件的病人、家屬和員工提供所需支

援。醫管局亦會定期向公眾發報季度的「風險通報」和年度的「嚴重

醫療事件及重大風險事件報告」。

理順醫療事件的處理機制和實務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是建立有效

的臨床管治，以確保醫護人員的專業水準和定期衡量醫院的整體運

作。唯有這樣，醫療水平才會更有保證。因此，醫管局試行醫院認

證，由獨立機構審核醫院各範疇的服務水準；內部亦進行各項臨床稽

核來監察、比較服務質素。為進一步回應公眾期望，醫管局現正籌備

聘請專家檢討臨床管冶，冀能與時並進，不斷尋找進步空間。

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孟達暗指社會對公民黨一眾的抨擊毫無理據，那請問他，這些批評有哪一處地方沒有理據？

公民黨的禍港行為社會已有公論，而市民批評禍港政客及「訟棍」也是言論自由的一種，難道眼見公民黨浪費了

幾十億元公帑，為社會製造人口炸彈，濫用司法覆核，市民也不能批評半句，還要「尊重」大律師這個「崇高」

的職業？難道頭戴有大律師光環，行禍港之事，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林孟達的說法令人察覺本港確實是存在

「司法霸權」。

公民黨一班禍港「訟棍」為什麼不能批評？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傳達的訊息

卓　偉

曾淵滄博士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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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美國公佈新的軍事戰略報告。該報告之所以引人注目，是

因為以下內容：削減軍費，在未來10年內減額幅度高達5000億至萬億美元；

調整美國在全球的軍事戰略部署，從中東和西亞回撤，重點佈局亞太區

域。這意味 ，美國事實上放棄了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原則。來自國際輿論

的評價相當多元，有認為這是美國國力減損的標誌，也有認為是美國巧實力

佈點的聰明之舉，也有觀察家認為這是美國對華地緣戰略的新考量⋯⋯

其實，不管美國還是其他國家，其戰略佈局的出發點都是基於本國安

全和利益的考量。除了二戰時期，美國戰後並未真正同時開打過兩場戰

爭，小布什時代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也只能算是在伊斯蘭世界

開打的一場反恐戰爭。結果帶來嚴重的國力損耗和兵員損失。

美國的高赤字已成慣性，奧巴馬第一任內投入多產出少，美國經濟成

績單並不能讓美國民眾滿意。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奧巴馬要贏得第二

任期，也要徹底摒棄小布什留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大外交負擔，全心

全意投入到內政中去。而且，長期生存於優裕環境中的美國人，其關心

的不是美國在海外的軍事佈局，而是現實民生。因此，這一軍事新戰略

是美國政府根據政治、經濟形勢作出的理性抉擇。

美軍新戰略強化了重返亞洲的部署
第二是伊朗因素。伊朗是美國在中東的最大困擾，近期美歐對伊朗開

始強硬起來，制裁與反制裁，軍演與反軍演的博弈十分頻繁，美伊關係

可謂一觸即發。尤其是美歐對伊的石油禁運，引發國際社會對伊朗封鎖

霍爾木茲海峽的擔憂，國際油價開始上揚。雖說美國新軍事戰略從中東

回撤，重點佈局亞太地區。但並不排除美國在拔掉伊朗這顆釘子後再回

撤亞太，因為在中東革命的鼓舞下，美歐對打擊伊朗充滿信心，關鍵是

美歐都不希望伊朗在中東地緣政治中坐大，期望通過一場徹底的戰爭一

勞永逸地解決伊朗核危機。

可見，美國軍事新戰略對伊朗而言不是好消息。美國的回撤不是放

棄，美軍在亞太戰略的新部署更像是「1+」戰略，握緊拳頭更有助於對

其全球戰略利益的維護。憑借美國在全球各大洲、洋的快速反應能力，

美國可以依托強大的亞太根基，根據需要對全球的各個戰略要點進行遏

制或干涉。

第三是對中國。美軍新戰略強化了美國重返亞洲的軍事戰略部署，必

然引發中國的警惕。確實，這一戰略強化了美國重返亞洲的軍事色彩，

加上去年以來中國和周邊國家複雜緊張的地緣關係，美國軍事聚集亞

太，中國周邊國家將會更加向心美國對抗中國，也使中美兩強擦槍走火

的概率加大。在美國新的軍事戰略報告也三次提到中國，其中兩次提到

對中國崛起的不安，但也同時指出雙方在建立「合作性的雙邊關係」方

面有 「很強的共同利益」。

就此而言，中美兩強在亞太區域的博弈力度加大是必然的，但若矢言

中美必有一戰則是癡人說夢了。一者，兩強交戰，玉石俱焚，中美兩國

不會愚蠢到如此地步；二者，兩強相爭的城門之火也會殃及池魚，周邊

國家和地區誰也不能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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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至1月7日，全國金融工

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總理溫家寶

出席會議並講話，他提出要求金

融部門做到五個「堅持」及四項

工作。香港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國

際金融中心，我們都應該關心這

次會議所傳達的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