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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許多事情都
遭受到反對派的阻撓，
區域經濟遭反對，基本

建設遭反對，改善民生的做法遭反對，香港
已經落後了，是什麼人不准我們開發土地，
不准我們規劃新市鎮，不准港人改善生活？
這已經相當明朗了，國際的投資者看到了香
港亂紛紛的情況，看到了動輒攻擊官商勾
結，他們會繼續在香港投資嗎？香港的專業
人士和白領的就業機會會增加嗎？公民黨已
經成為了香港的大患。如果香港按照公民黨
的路走下去，香港將會變成一座經濟孤島。

堅定維護香港經濟發展方向
最近，社會上有人舉起了港英殖民旗幟示

威，並且呼叫「中國人滾出香港」的口號，
這些活動同公民黨力求把香港經濟孤島化和
邊緣化有密切關係。近年來，公民黨通過了
各種訴訟和挑動阻撓基本建設的群眾鬥爭，
企圖割斷香港和內地聯繫，最明顯的例子是
反對灣仔繞道的建設工程、反對港珠澳大橋
工程、反對高鐵建設、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規
劃，他們還組織一些青年人到尖沙咀的外國
名店進行示威。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國慶節酒會上致辭時表
示，「要認識到香港和內地共同發展的必然
性和必要性，及時把握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
的每一個機遇」，「過去30年，香港和內地的
互動關係更為明顯，這既是由於內地的改革
開放，也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一體
化大趨勢的一部分」，「香港和海內外周邊地
區的互動發展，是一個現實」。這些說話，有
的放矢，抓住了香港的核心問題。行政長官
沒有在反對派的謾罵攻擊面前退卻，而是堅
定地維護了香港的經濟發展方向，維護了香
港七百萬人的根本利益。

區域經濟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給香港帶來
了大量的商機，也帶來了就業的機會。中國
是全世界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全世界國
家和城市都羨慕香港有一個廣闊的腹地和市
場，羨慕香港經濟發展得到了內地的優惠和
支持，羨慕香港在內地有一個龐大的體外經
濟循環系統。所以，大量國際企業紛紛來港
設立區域經濟總部，紛紛來香港投資。這正
是香港經濟繁榮的秘訣。

「割地賣港」論居心叵測
但是，公民黨對於這種香港和內地密切的

經濟合作和往來，非常敵視，攻擊為特區政
府「割地賣港」、香港變成了「內地的後花
園」、「香港成為了中國的殖民地」。講到
底，凡是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改善居民生
活的有利要素，公民黨都要一刀砍掉。最近
三十年香港的經濟高速發展證明，香港的現
代服務業一直利用內地的市場、土地和原材
料，利用內地支援香港的經濟政策，壯大香
港經濟，為香港的大學生和專業人士製造了
不少就業和工資上升機會，反對派醜化和抹
黑香港和內地的合作關係，與歷史不符，與
事實不符，暴露了公民黨和某些反對派蓄意
破壞香港經濟發展要素的陰暗心理。

作為一個國際經濟城市，絕對不能自我孤
立，區域經濟越發達，香港將會創造更多財
富。反對派反對內地人來香港投資，反對內
地人到港消費旅遊，完全違反經濟規律，也
損害港人利益。事實上，香港人到內地工
作、探親、旅遊、投資、升學，每日過境的
人數為內地人來香港的二點五倍。這說明香
港人利用內地的低成本環境，比內地人利用
香港的成本環境，人數上巨大得多，獲得經
濟利益更加巨大。但是，內地沒有人說這是
向香港人「割地賣國」。

香港經濟不能孤島化和邊緣化

香港發生41年來最嚴重海難，全港市民哀悼，但個別反對派打手
卻反其道而行，信報顧問游清源在海難當晚於其facebook上寫下多
則冷血留言，揶揄海難死者是「海祭香港」，中聯辦以人道主義協
助聯絡廣東省調派打撈船也被嘲弄成梁振英「擦鞋」。遇難家屬最
需要扶持的時候，游清源的無恥言論與人道主義及香港核心價值背
道而馳，看不出半點人味。

游清源任職信報高層，作為資深傳媒人，卻沒有珍惜其傳媒人
的社會良知角色，更在facebook上冷血留言，完全違反人性基本道
德。他在海難事發後當晚就留言道：「早上有少年遇溺，晚上有
百人墮海，都是海難，儼如『海祭』香港這個漁港，彷彿是天意
⋯⋯」、「果然是慶祝國慶賞完煙花後出事被撞船，結果不少港人
要『自救』，這個也極具象徵意義啊」、「CY恐怕只會搞到香港『屍
歪』遍野！」中聯辦協助聯絡廣東省打撈船，他則說「梁振英其實
又乘機擦西環鞋，可謂發港人的『死人財』，他不是『輓水屍』，而
是『玩水屍』」！

基於人道立場，任何地區發生災難，跨越邊界伸出援手，發揮拯
救精神已是人類的基本共識。海難不是政治事件，游清源卻在海難
中借政治向遇難者在天之靈和家屬傷口撒鹽，連串留言毫不尊重，
即被網民狠批。游清源事後仍堅拒道歉，更沒有刪除留言，任由冷
血話語繼續侮辱遇難者，刺痛家屬。

游清源本身對國情十分無知，以致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話。他
在facebook上另一則抽水留言寫道：「不在10月2日下半旗致哀，而

『遲了』兩日，始終令港人難以悉懷，以至懷疑需『遷就』10月1日
至3日的內地國慶假期⋯⋯」事實上，內地國慶連中秋假期長達8
日，至10月7日才結束，所謂下半旗致哀是「遷就」內地國慶假期
的說法，不但說明他的造謠站不住腳，而且表露他對國情一竅不
通，充滿政治偏見。

海難死傷者此刻最需要社會各界的關懷幫助，港燈母公司集團主
席李嘉誠事發後即從外地趕返香港探望傷者，對遇難者表示深切哀
悼，神情哀傷，李嘉誠基金會更發放3000萬元協助遇難者家屬渡過
難關，顯示了社會責任感，成為良好表率；全港市民亦同為遇難者
悼念，默默支持家屬。游清源作為傳媒人，沒有宣揚正確的人性
觀，直到今日，除了借海難盡情抽水外，還沒有向傷者家屬提過半
句慰問的話。

香港1日晚間發生嚴重海難，李嘉誠旗下的香港電

燈一艘載有員工及家屬觀賞國慶煙火的船隻，在南

ㄚ島海面遭另艘船攔腰撞擊，導致沉船，造成38人

死亡。海難發生後，李嘉誠甚麼都放下，立刻趕返

香港，隨即與長和系副主席李澤鉅前往瑪麗醫院三

間病房，探望受傷員工，走出病房時，李嘉誠雙眼

通紅，回答記者問題時，聲音沙啞，哀傷拭淚，重

複稱會盡全力幫助死傷者家屬。其憐憫出自內心，

令人動容。李嘉誠並即時宣佈向每名罹難者家屬派

發20萬元以助應急，李嘉誠基金撥出3,000萬元協助

家屬。面對災難，關懷和照顧痛失親人的生者，比

任何事情更迫切，李嘉誠及時給這些遽遭橫禍的公

司員工和家屬送上的不僅是應急錢，更是關懷和支

持。

善待員工是李嘉誠一以貫之的本色
善待員工，是李嘉誠一以貫之的本色。李嘉誠早年

經營塑膠花事業時，因為經濟大環境的關係公司產品

滯銷，公司的財務狀況變得十分糟糕。此時唯一的辦

法就是資遣員工，以降低公司的成本。對李嘉誠來

說，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無異於砍掉自己的手

足。但如果不裁減員工，公司就難以維持，隨時有倒

閉的危險。李嘉誠忍㠥心中的劇痛告訴員工：「只要

公司情況好轉一點，就希望大家回來工作，仍然可以

給每個人找到合適的工作。」危機情況後來過去，李

嘉誠重新找回被資遣的員工，恢復他們的工作。員工

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當時以為那只是李嘉誠

安慰大家的一句話，根本沒有放在心中，想不到李嘉

誠說到做到，實現了自己的諾言。

20世紀70年代後期，香江才女林燕妮為她的廣告公

司租場地，跑到長江大廈看樓，發現李嘉誠仍在生產

塑膠花。此時塑膠花早過了黃金時代，根本無錢可

賺。長江地產業當時的盈利已十分可觀，就算塑膠花

有微薄小利，對長江實業來說，增之不多，減之不

少。見到這裡仍在維持小額的塑膠花生產，林燕妮甚

感驚奇，說李嘉誠「不外是顧念㠥老員工，給他們一

條生計。對老員工，他是很念舊的」。李嘉誠則說：

「一間企業就像一個家庭，他們是企業的功臣，理應

得到這樣的待遇。現在他們老了，作為晚一輩，就該

負起照顧他們的義務。」

李嘉誠善待社會、回饋社會、關愛社會
李嘉誠告誡集團管理層：作為一個領導者，應該有

博大的胸懷，經常關心和問候部下，體諒他們的難

處，為他們分擔憂愁。面對海難，李嘉誠展示人性光

輝和社會責任，是他一貫善待員工的體現。李嘉誠善

待員工，擴而大之，就是善待社會、回饋社會、關愛

社會。李嘉誠有兩大事業：一是成功建立一個業務多

元化及遍佈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龐大商業王國；

二是以「李嘉誠基金會」為旗艦的慈善公益事業。李

嘉誠1980年設立慈善基金以來，共捐出100多億元，其

中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捐款投在祖國內地和香港的教

育、醫療、文化等公益事業方面。未來十年，基金會

捐出的款項，會多於過去30年的總和。基金目前的規

模差不多等於李嘉誠三分之一財產。李嘉誠對「基金

會」傾注感情，不斷投入，視其為「第三個兒子」。他

曾說﹕「我就算留給兩個兒子，他們也只是多了一點﹔

我㠥力培育『第三個兒子』，是想讓更多的人得到多一

點。」這充分折射出李嘉誠的人性光輝和社會責任。

李嘉誠對香港社會與華人商業文明的意義
關於「企業的社會責任」的觀點，可以追溯到經濟

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他

認為，「理性經濟人」，應具有「充分的慎重」、「嚴格

的正義」、「適度的仁愛」三種品德。這裡的「理性經

濟人」，可以看作是具有「理性行為的企業家」，這樣的

企業家胸懷開闊，高瞻遠矚，他在追求企業利潤的同

時，把「正義」和「仁愛」貫穿於經濟活動中，從而

對員工和社會擔負起責任。在《道德情操論》一書

中，斯密指出：「社會的財富如果不被全社會所共

用，那麼這個社會

就不穩定。」斯密

提出的財富應讓全

社會共用的主張，

是對企業回報社會

的最早、也是最卓

越的認識，是企業

社會責任的淵源。
當今時代，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世界性趨勢。

美國《財富》雜誌公佈的「企業社會責任評估」排
名，是對世界級的財富領先企業在管理和承擔社會責
任方面表現的綜合考量。2007年11月27日，《財富》
雜誌評選出全球25位最具影響力的商界領袖，其中長
和系主席李嘉誠排名第12，為榜上唯一華人。只有人
格高尚、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才能在風起雲湧的商
海長盛不衰，屹立不倒。

居里夫人與李嘉誠，作為兩個不同時代和不同身份
的人，一個是全人類敬仰的科學家，一個是全球公認
的華商領袖和慈善楷模，他們同樣在各自的領域做出
卓越成就，也同樣在道德方面樹立了崇高風範。愛因
斯坦評價居里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
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
方面還要大。」福布斯雜誌總編輯史提夫．福布斯
(Steve Forbes)評價李嘉誠時說：「我祖父以前常常說，
做生意的目的，是製造快樂，而不是累積金錢。沒有
任何人比李嘉誠更符合我祖父及父親的理念。他是一
個生意人，也是一個慈善主義者，是我們這一代和下
一代人的好榜樣。」在當代，李嘉誠對於香港社會與
華人商業文明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他單純的
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

面對海難，李嘉誠展示人性光輝和社會責任，不但令員工心裡受

落，市民亦讚賞。一向對大財團不客氣的傳媒，不僅不忍訶責，而且

交相讚譽。李嘉誠善待員工，擴而大之，就是善待社會、回饋社會、

關愛社會。考察中外成功的企業家，那些飲譽遐邇的商界巨擘，無一

不是富有人格魅力、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李嘉誠在生意場上馳騁了

半個多世紀，其高尚人格對社會的啟示和補益，也許不下於他在創造

財富方面對社會的貢獻。

面對海難展示人性光輝和社會責任

最近特區政府好像交了霉運，不管是
執行上任政府原有政策，或是在推行新
的施政方案，都無可避免地遭到反對。
然而，反對者的論據不少都是以陰謀論
式的推敲，而不是真的以理據來說服他
人，這是很令人惋惜的，也令人感到當
家的不易為。

陰謀論處處 政府施政難
一個政府的施政，能否取得市民和社

會的信任和支持，重要的除了是政策本
身是否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和社會各
界的溝通。和以前的社會狀況不一樣，
現在的社會民意多元化，各式各樣的主
張和意見都可以表達，而且更重要的
是，以前的媒體運作模式和現在的完全
不一樣，這種傳媒生態的改變，也間接
令政府施政日漸舉步維艱。

筆者時常和媒體打交道，對傳媒的改
變有一個很第一身的個人體會。從前媒
體若是有課題來找尋意見，通常都願意
對課題稍作理解和分析，接㠥才與受訪
者聯絡，更會在與會前將要訪問的課題
預先交予受訪者，使雙方都可以在有準
備的情況下進行訪問，訪問的質素自然
有所保障，而且更重要的是，傳媒會對
受訪者比較尊重，不單會較重視訪問時
的面談機會，報道時會忠於受訪時雙方
面對的內容。

可是由於種種原因，這種傳媒報道方
式已起了很大的變化，漸漸地媒體也缺
乏了公信力。現時不少傳媒訪問時都預
設立場，所提的問題往往都有引導性，
不少提問都是簡單的二分法，即以非黑
即白的方式來尋求意見。受訪者很多時
都會對其立論的前因後果作詳細的解

釋，可是在報道時媒體卻不知為甚麼
的，往往只集中報道結論方面而忽略了
立論的上文下理，容易讓外界誤會了受
訪者的原來意思。最令人感到不安的
是，媒體在報道時往往為了節省篇幅，
結果會在眾多訪問內容中節錄其中一小
部分，而這個小部分，有時甚至會和原
來的立論相反，結果不少受訪者會發現
訪問內容變得面目全非，唯一相同的或
許是受訪者的身份而已，所以現時不少
受訪者都對傳媒採訪帶㠥防備之心，因
為不小心說話會授人以柄，到時對受訪
者反過來是受到傷害。

報道不應以偏概全譁眾取寵
現時傳媒在監察政府施政上的做法，不

少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傳媒監督政府施
政，以制衡政府的公權力，本來是應有的
責任，而且也豐富了市民的知情權，媒體
不應以歌功頌德為報道宗旨，但報道政府
的不對時，也不應用以偏概全的方式來譁
眾取寵，用煽情的標題和文字來誤導民
眾。現時有媒體好像喜愛用失實的報道來
製造反政府的輿論，好像喜愛用失實的報
道來令政府施政癱瘓，假若報道的內容是
客觀公正的話，社會接收到報道後對政府
施政有意見，這是媒體應有之義，問題是
報道若是失實的話，那麼媒體的居心就很
明顯是以攻擊政府施政為己任，並不是做
到媒體文以載道的功能。

筆者對香港媒體的努力很是欣賞，也
希望現時一些媒體的陋習可以得到改
善，令媒體的監察功能好好發揮，讓政
府施政在有制衡下為市民謀求福祉。

媒體要做到文以載道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蘇偉文 㞫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徐　庶

信
報
游
清
源
借
海
難
搞
攻
擊
太
過
分

昨日是南丫島海難慘劇全港哀悼日，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午12時率
領一眾官員及政府人員為死難者默哀3分鐘。梁振英默哀期間，更
感觸流淚。不少市民也穿上黑衣，心中默念，為30多名死難者致以
哀思。在這個沉痛的日子，任何政治爭拗都應放下，但樹欲靜而風
不息，一些人卻不斷借慘劇抽水，將慘劇政治化，向死難者家屬傷
口上灑鹽。有學民思潮成員在黃之鋒facebook上留言，「請大家抵制
穿黑衣去政府總部。反而穿白色T恤手拿蠟燭去海怡，真正的去悼
念死難者⋯⋯」在這班學民思潮成員及支持者眼中，竟然連哀悼日
也要壁壘分明，也要劃清界線，這是什麼樣的思維？

還有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他在梁振英到海怡視察救援時留下
一句「可惜我不在家」的冷血言論，令他由所謂「反國教小英雄」
變成千夫所指的「抽水小政棍」。對於外界批評，他先是暗中刪除
留言，繼而否認帳戶屬於自己，是被人插贓嫁禍，不旋踵又發表一
個毫無誠意的「道歉聲明」來為言論道歉。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他
一直在說謊，推卸責任，最後迫不得已下才招認，而其避重就輕的
聲明也顯示他至今對冷血言論仍無悔意。

更離譜的是，黃之鋒日前竟然發起在「慘劇頭七」於政府總部的
集會行動，呼籲參加者穿黑衣，再次包圍政總。黃之鋒說活動是為
死難者悼念，向紀律部隊致敬，並批評一些媒體的報道云云。但市
民不禁要問，黃之鋒及學民思潮之流要悼念為什麼不在昨日全港哀
悼日進行，不選擇靜靜的致以哀思，反而要大張旗鼓，就如反國教
般再策動一次大規模的包圍政總行動，這難道是哀悼死難者應有的
態度？而集會浪費大量警力，這就是向紀律部隊致敬嗎？正如有網
民狠批「遇難者㝍頭七請給予死者及家屬一刻寧靜，唔好㝋最不合
時宜㝍日子先至來利用死者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嗎」、「係有心
㝍，當日留㝋屋企靜思，悼念經已足夠」、「黃同學，可以頭7俾死
者一點安靜嗎！！！」

很明顯，黃之鋒此舉不是為哀悼死難者，而是要通過發動另一次
群眾運動來挽回自己的人氣及名聲。當日他包圍政總時如何八面威
風，現在卻成過街老鼠，自然希望再次重演風光的一幕。於是，他
拒絕安靜致哀，要繼續在政總門外充當英雄。這些行為不是致哀而是
抽水，利用死難者來發動群眾，作為自身政治籌碼。試問其良心何
在？雖然有關留言他又靜悄悄的刪除，但行動是否繼續他要向公眾交
待，也要向自己的良心交待，前提是如果他還有的話。黃之鋒及其父
母都是基督徒，據稱其父最愛傳教。如果他們行公義就是將慘劇政
治化、好憐憫就是借慘劇抽水，他們還有資格自稱基督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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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監督政府施政，以制衡政府的公權

力，本來是應有的責任，而且也豐富了市

民的知情權，但報道政府的不對時，也不

應用以偏概全的方式來譁眾取寵，用煽情

的標題和文字來誤導民眾。現時有媒體好

像喜愛用失實的報道來製造反政府的輿

論，好像喜愛用失實的報道來令政府施政

癱瘓，假若報道的內容是客觀公正的話，

社會接收到報道後對政府施政有意見，這

是媒體應有之義，問題是報道若是失實的話，那麼媒體的居心就很明顯

是以攻擊政府施政為己任，並不是做到媒體文以載道的功能。

■蘇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