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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為「海上聯合-2012」的中俄海上聯

合軍事演習，昨日在中國青島附近黃海海域

開始舉行。這是兩國海軍舉行的規模最大、

科目最豐富的聯合軍演，不僅會進一步提高

兩軍協作和戰略互信，而且帶有明顯的針對

性，是向美國發出明確的警示，展現共同維

護核心利益的決心，中俄將攜手應對新威

脅、新挑戰，反制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包

圍。

此次軍演是2005年以來，中俄軍方規模最

大、參演艦艇最多的海上聯合軍演，兩國精

銳盡出。此次軍演將檢驗雙方在水面水下作

戰系統的協同和戰鬥力，演練聯合防空、海

上補給、聯合反潛、聯合搜救、解救被劫持

船舶等多種項目，軍演規模之大、內容之豐

富，對提高兩國海軍戰鬥力和聯合行動的能

力，是一次難得的鍛煉機會。

更值得注意的是，防空、反潛涉及雷達信

號、電子通信的技術，屬於保密程度最高等

級的軍事機密。中俄海軍軍演聯合防空、反

潛，意味 兩軍之間具有高度的戰略互信，

在此基礎上得以實施這種深層次的軍事交

流。近年來，中俄兩國、兩軍關係不斷發

展，戰略協作水平不斷提升，隨 兩國、兩

軍的互信不斷加深，必將有利於雙方開展更

多實質性合作，建立進一步鞏固雙方的戰略

協作關係，持續提升戰略協作水平。

美國高調宣佈「重返亞洲」政策，不斷強

化同日、韓、菲、澳等亞太國家的軍事同盟

關係，並與相關國家在東海、南海等海域舉

行多次聯合軍演，對中俄形成戰略圍堵的用

心彰顯明甚，讓中俄核心利益受到日益迫切

的威脅。因此，此次中俄舉行雙邊規模最大

的海上軍演，展現兩國合作維護亞太地區安

全和穩定的決心，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

戰略、打破美國戰略圍堵具有重要意義。

中俄同為亞太地區大國，在維護亞太地區

和平、穩定和發展方面有 共同的利益和願

望，也擔負 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的重要責

任。此次海上聯合軍演，將兩國防務安全合

作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充分展現雙方共同

維護地區安全的意願和能力，有利於防止一

霸獨大、肆意製造緊張氣氛，破壞亞太地區

和平局面，對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有

重大積極作用。

(相關新聞刊A4版)

「爆煲」半新股洪良國際在上市僅3個月便遭證監

會指令停牌，招股書被指嚴重誇大，其保薦人兆豐

資本被撤銷牌照及罰款4200萬元，成為歷年最重的

處分。事件暴露目前監管保薦人制度存在漏洞，未

能評估上市企業的實際財務狀況，損害投資者利

益。為維護本港金融中心信譽，保障股市投資者的

利益，當局必須加強對保薦人監管，一方面大幅提

高罰則，要求違規保薦人負上民事或刑事法律責

任；另方面重整現行由金管局及證監會各自監管的

機制，統一由證監會負責監察、調查等工作，消除

現時「一業兩管」的弊端。

在公司上市的過程中，保薦人肩負起調查、核

查、推薦、披露、督導以及擔保等職責，協助當局

及廣大投資者了解該公司的財務情況，責任重大。

然而，兆豐資本在保薦洪良國際上市時，卻被揭發

盡職審查不足及未能達標，未能獨立及不偏不倚地

辦事，盡職審查工作的審核線索不足，未有充分監

督員工，違反保薦人承諾及向香港聯交所申報不實

聲明等五宗罪，說明其在保薦工作上嚴重失職，令

到廣大投資者遭受損失，更令本港金融中心聲譽蒙

污。證監會的重罰絕對有必要，對其他保薦人產生

警惕作用。

應該看到，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近幾年的新

股上市集資額更名列全球第一，但在集資表現亮麗

的背後，卻屢被揭發上市公司的招股書及財務報告

存在各種問題，不少誤信報告的投資者損失慘重。

本港要發展並鞏固金融中心地位，必須不斷加強制

度監管，整頓市場秩序，保障投資者利益，否則光

是吸引新股上市，但保障機制卻未能同步配合，不

啻令港股變成一個大型賭場，最終只會損害外界對

本港金融中心的信心。

這次兆豐資本事件，正暴露現行保薦人制度的漏

洞及不足。在本港的上市機制中，保薦人負責審查

上市公司，如果對保薦人自身未有足夠的監管，會

令到部分專業水平不足、甚至專為一些財務狀況不

健全公司上市抽水的保薦人可以濫竽充數。證監會

的執法固然應該支持，但改革制度更為重要。當局

應參考其他股票市場的做法，如美國要違規保薦人

負上刑事責任，而英國則只限民事，本港也應對違

規保薦人施以更重的懲罰，包括對疏忽職守以至造

假數者作出刑事檢控，以加強阻嚇力。同時，目前

本港對保薦人監管由金管局及證監會兩個部門分別

負責，雖然兩者的執法尺度不一定存在差異，但在

「一業兩管」之下，難免會影響監管及執法的效能，

當局也應研究將所有保薦人撥歸證監會統一規管。

(相關新聞刊A7版)

中俄軍演反制美「重返亞太」新威脅 加強保薦人監管 保障投資者權益

截至當地時間昨日
下午5時，投票率為
70.59%，雖較2007年
同期稍低，但已高於
20 0 2年的整體投票
率，預計今次最終投
票率可達80%。法國總
統大選以兩輪多數直
接普選。即第一輪可
以有多名候選人，若
投票中有候選人在第
一輪就獲50%以上選
票，將直接當選，否
則得票最多的前兩名

將進入第二輪，在兩周後的第二輪決勝負。

比例制有利中間極右
今年最可能首輪出線的是奧朗德和薩科齊。對於第二

輪來說，中間派、極右翼國民陣線的選票如何分配，將
決定最終誰將成為愛麗舍宮的新主人。奧朗德曾承諾，
若他當選，將在下次國會選舉中採用「比例制」，即當
選議員人數將以各黨實際獲得的比例而定。
這對於國民陣線和中間派來說，都是非常重要。他們

在選舉中得票都超過10%，但前者沒有任何議員，後者
只有兩名，都大大少於得票率比他們低得多的法共，原
因就是目前採取的是多數制。也許，薩科齊就是輸在這
一點上。

戲肉在次輪 各派斟政治交易
兩輪選舉至少有一個政治上的好處，即社會各階層都

能夠找到一位可代表他們的總統候選人，而不是像美、
英等其他國家只有左右兩大陣營。第一輪投票只是選出
兩名「最終決賽者」，接下來的兩周，就是一場幕後政
治交易的開始。被淘汰的總統候選人根據自己得票的多
寡，開始與兩名決賽者討價還價。
在第二輪投票時，傳統左右翼候選人都需要來自自己

派別和中間派選民支持，才有可能當選。例如，左翼候
選人梅朗雄若在第一輪投票中獲逾15%選票，那麼同樣
來自左翼的奧朗德在第二輪中，就不得不向梅朗雄的政
治主張作讓步，以吸引其選民的選票。奧朗德組織政府
時，就要考慮給梅朗雄一個較好的位置。法國總統選舉
大致就是這樣平衡社會各階層利益。

每屆大選不乏奇蹟
2002年首輪投票中，極右翼的國民陣線總統候選人勒

龐（現候選人馬琳．勒龐的父親）出乎意料擊敗左翼社
會黨候選人若斯潘而進入第二輪，製造法國第五共和國
史上最大的「奇蹟」。法國選舉專家承認，每次大選，
都會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情況出現。今年的奇蹟在何處，
快將揭撓。

法國總統大選首輪投票昨晚結束，估計社會黨候
選人奧朗德和現任總統薩科齊會進入第二輪投票決
勝負。分析指，大熱的奧朗德一旦勝出，將使歐洲
權力大執位，過去兩年主導歐盟路線的「默薩營」
(德國總理默克爾和薩科齊)將瓦解，默克爾主張的歐
洲央行獨立、歐元區財政紀律等原則會受挑戰，故
是次大選影響她的切身利益。
過去兩年來，薩、默二人一直在歐債危機上「出

生入死」，故法國大選對默克爾而言，比德國的州選
舉更重要。如果奧朗德「不幸」上任，將對默克爾
在歐盟及國內影響力構成負面影響。德國政府上周
竟與薩科齊聯署，提議在申根區暫設邊境限制，變
相為薩科齊「造勢」，惹起不少區內領袖不滿。

雙雄票數料不過半 下月分高低
默克爾急如熱鍋蟻，歸根究柢皆因奧朗德明言敵

視德國。後者矢言一旦當選，將挑戰德國主張以嚴
厲財紀及緊縮措施作為解決歐債問題的主軸；又要
求歐洲央行直接向歐元區政府提供融資，而非低息

貸款，還威脅會聯同西班牙及荷蘭，抗衡默克爾。
部分法國海外屬地及海外居民早已完成首輪投

票，至於法國國內8.5萬個投票站則於當地時間昨晨8
時開放，供4,450萬選民投票，投票結果最快將在晚
上8時(香港時間今晨3時)公布。
民調顯示，薩科齊及奧朗德在首輪投票將分別獲

27%及28%選票，未能過半數，須待下月6日次輪投
票決勝負。
若薩科齊連任失敗，將是逾30年來首位無法連任

的法國總統，奧朗德則會是1981年以來，首位勝出
的左翼候選人。

市場乘機炒作 歐股匯受壓
今次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時機敏感，是牽動

全球市場神經的選舉，時值西班牙財政緊縮和改革
陷困，加上國債孳息率攀升，引發市場擔憂，成為
歐債危機新焦點。有資產管理公司預計，法國大選
期間，市場投機行為可能增加，造成股市和歐元動
盪走低。

首輪投票率料近8成 奧朗德倡改選舉制

薩科齊偕妻
子布魯尼，於
早上11時45分
在巴黎西部16
區的一所中學
投票，當地亦
是薩科齊的人

民運動聯盟的據點。薩科齊身穿深藍色西裝，甫
出現就引起騷動，很多支持者專程等了兩小時，
就為見他一面，薩科齊亦不時展露微笑，與支持
者擁抱握手。
至於大熱門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則於早上10

時許在他曾擔任市長的西南部圖勒市投票。一度
被視為社會黨「真命天子」的前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總裁卡恩，則在巴黎北部薩爾塞勒一所小
學投票，他全程低調，未有回應在場記者問題。

薩科齊「命懸」一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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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大選爭持激烈，民調顯示兩大熱

門需在次輪再分高下，不論結果如何，新政

府還是要面對經濟爛攤子。歐債陰霾下，選

民求變心切，盼望如前總統戴高樂的強勢領

袖重臨，振興法國政經地位。如今競選變成

口舌之爭，薩科齊自認不是「超級」，奧朗

德謙稱會當「正常總統」，民眾苦等的英雄

領袖淪為奢望。

薩科齊5年前挾高民望上台，開出一系列

經濟期票，不料翌年即遇金融海嘯，瞬間捲走美麗願

景。目前法國公共開支龐大，國債高企，加上緊縮措

施不彰，企業投資意慾低，經濟一蹶不振。今年初標

準普爾更摘下法國AAA信貸光環，同時歐元區財困國

政府相繼倒台，薩科齊隨時敵不過骨牌效應。

薩科齊形象不可一世，與奧朗德隨和、包容的性格

大相迥異。然而奧朗德不擅處理金融問題，既提倡更

嚴厲的法式「巴菲特稅」，又公然挑戰加強財政紀律的

歐盟新約，未當選先在國內外到處點火，投資者難免

憂慮歐債問題會再生枝節。其實要翻天覆地改變談何

容易，拉票時的假大空言論有時不能盡信。

薩科齊去年豪賭成功，在「利比亞之油」會議上以

盟主自居，相反奧朗德在國際舞台寂寂無聞，領袖魅

力亦欠奉。薩科齊看似在歐元區經濟事務甚有話語

權，但往往要看德國面色，不敢公然抗旨。一旦他僥

倖當選，放下連任包袱，勢將大改移民及工業政策，

令歐洲再陷亂局。奧薩各有缺失，難怪選民舉棋不

定。

曾憲龍

盼英雄打救「得個桔」

第一夫人投票
卡恩低調亮相

奧朗德撼「默科齊」歐權力或執位

香港文匯報
駐巴黎特約記者

鄭若麟

香港文匯報訊（駐巴黎特約記者 鄭若麟）

法國總統大選首輪投票昨日舉行，外界早前

估計投票率不會太高，但選民卻意外地積

極。法新社今日凌晨稱，現任總統薩科齊和

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估計分別獲得25-26%

及28-29%選票，意味兩人將進入第二輪投

票決鬥，種種跡象表明，奧朗德的一個小小

政治許諾，很有可能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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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直
擊

■奧朗德離開投票亭時神

情鬼馬。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