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先進經濟體持
續疲弱，正拖慢全球經濟增長，香港的對外貿易
更首當其衝。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其最新網
誌中，坦言目前香港樓市與香港經濟的表現嚴重
脫節令他深感憂慮，一旦外圍經濟急劇轉壞或資
金流向逆轉，樓價向下調整的壓力將不容忽視，
故呼籲小投資者及市場參與者應做好準備，量力
而為，在作投資決定時務必保持理性，對樓市風
險提高警惕，又強調特區政府已作好準備，在有
需要時會毫不猶疑推出進一步穩定樓市的措施。

歐洲步入衰退 內地增長放緩
曾俊華在昨日最新網誌中坦言，歐洲經濟已步

入衰退，徹底解決歐債問題亦長路漫漫，處理不
好，隨時可以摧毀環球金融系統和全球經濟；美
國經濟復甦步伐不穩，就業情況未見明顯改善，
總統選舉又增加政策的變數，今年年底更要面對

「財政懸崖」的威脅，拖累各新興經濟體。
他舉例說，內地經濟也在出口下滑的影響下，

按年增長從第二季的7.6%減慢至第三季的7.4%，
是連續七個季度增幅放緩。雖然內地經濟的內部
需求依然穩健，但短期內經濟情況仍難免會受外
部需求波動所影響。另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亦
導致近期出現一些雙邊貿易摩擦，為環球經濟前
景再添一層陰影。

外貿首當其衝 港出口難樂觀
外圍環境艱難，香港的對外貿易已首當其衝。

「貨物出口在今年首8個月的表現一直低迷，即使
在9月有可能因為去年基數較低而有所反彈，但
由於全球經濟失去動力，香港的出口前景仍不容
樂觀。況且，在過去一年多一直支撐香港經濟的
內部需求亦有放緩跡象。7月、8月的零售銷貨增
速明顯減慢。整體經濟疲弱亦開始令企業的招聘
意慾降低，失業率在第三季輕微上升，而就業人
數亦較第二季減少。我們必須提防香港經濟會進
一步轉壞的風險。」

實施多項措施 維持金融穩定
曾俊華坦言，香港住宅價格在今年首8個月每

月平均上升約2%，與香港經濟逐步放緩的情況背
道而馳，而租金上升亦會增加本地通脹的上行風
險。「這些發展不論對樓市或是本港經濟都是不
健康的」。即使香港金融體系穩健，有能力應付
國際資金大進大出，但本港各監管機構亦已實施
不同措施，進一步加強控制市場的系統性風險。
金管局亦會控制信貸增長，避免整體經濟出現過
度借貸的情況。在經濟環境危機四伏下，特區政
府必會盡力維持香港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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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中國的「戰略設計年」，原因就在於要召開

中共十八大。隨 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新

舊問題矛盾交織，內外風險挑戰疊加，十八大將產生

新一屆的中央領導集體，科學制定適應時代要求和人

民願望的行動綱領和大政方針，對國家未來發展作出

全面部署，必將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重大而深遠的

影響。中國人民期盼十八大，就是期盼祖國和民族的

未來。香港社會也期盼借助十八大歷史契機，迎難而

上，化解香港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一系列嚴峻

挑戰。

轉型10年寫下中華民族堅定邁向偉大復興篇章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

央帶領13億中國人民，走過非同尋常的10年，創造彪炳

史冊的光榮歷史，寫下舉世矚目的恢宏篇章。10年前中

國GDP首次突破10萬億元大關，10年後中國 GDP躍居世

界第二；10年前中國才完成艱難談判加入世貿，10年後

中國貿易額僅次於美國；10年前下崗、失業帶來中國社

會種種陣痛，10年後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網逐漸覆蓋

億萬人民。

《紐約時報》今年10月17 日載文指出：「中國經濟

黃金十年最偉大的工業化創造，是以太平洋西岸的大河

入口處為產品下線點，以大江大河為組裝線，以山脈湖

泊為生產模塊的分佈點，源源不斷地把商品沿公路集散

到港口，從中國東部一個個良港發往世界各地。馬克思

在《共產黨宣言》中關於世界生產方式的宏大描述，

100年後在中國重現。」

在過去10年中國的發展關鍵期、改革攻堅期、矛盾凸

顯期，西方一度唱衰中國，包括「中國崩潰論」、「中

國不確定論」等相繼出籠。但中共在東方大地上，以轉

型10年寫下中華民族堅定邁向偉大復興的篇章。今天，

即使一度唱衰中國的西方人士也不禁慨歎：「世界其他

國家必須重新評估這個新的經濟超級大國。」軟實力提

出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感歎：「中國正在創

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它的新型經濟模

式已經把中國提升到了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曾經預

言「歷史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也讚嘆中共「適應變

化和自我修正能力」，承認中國社會主義的崛起，顯示

「歷史終結論」並不正確。

治國理政新課題豐富「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
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央將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確

定為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中央明確提

出支持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提高管治水平。

同時，中央明確提出，要發展和壯大愛國愛港力量，以

及呼籲特區政府「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進一步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

從2003年中開始，中央推出一系列「挺港」措施，意

義深遠、成效巨大，顯示中央切實維護港人福祉，把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為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中央政

府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根本出發點和

落腳點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

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與香港政治生態乃至社會、經

濟發展，關係十分密切。回歸15年來，反對派利用市民

對政府管治和施政的一些不滿，製造矛盾，分化社會，

香港陷入內耗深淵，民粹主義氾濫，政治生態惡化，社

會難以和諧，政府動輒得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

改善民生。中央多次表示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提高管治水平的堅決支持和殷切期待，體現了中央

對香港的關心和愛護。特區政府應全面和嚴格落實基本

法，從管治架構和管治行為兩方面來提高管治水平，一

是要重振公權力，將行政主導落到實處；二是要分清民

意和民粹，施政舉措要扎實做好諮詢，吸納社會共識，

避免反對派有機可乘。

樹立正確政治倫理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
在發展和壯大愛國愛港力量方面，回歸後的香港沒有

很好地做到「愛國者治國」和「選賢與能」，由於長期

該獎不獎，該罰不罰，用人標準是非混淆，已經處於禮

崩樂壞，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狀態，民粹氾濫，政客

當道，政府動輒得咎，寸步難行，難以對香港作有效管

治。中央一再強調要發展和壯大愛國愛港力量，筆者以

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必須建立愛國愛港政治倫理，新一任

特首宜認真汲取教訓，避免由於政治倫理顛倒而導致管

治危機。

胡錦濤主席早在2007年已呼籲特

區政府「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

事務」，「維基解密」揭示外國勢力對香港的干預「無孔

不入」、「水銀瀉地」，證明中央的呼籲是有的放矢。近

來反對派掀起「去中國化」鬧劇，是配合美國重返亞太

遏制中國和進一步干預香港事務的戰略。反對派搞「去

中國化」，甚至蔓延到誣衊、攻擊和反對中央支持香港的

政策措施，蔓延到誣衊香港回歸是「中國對香港實行殖

民統治」。梁班子面對反對派在外國勢力操控下甚囂塵上

的反共主義、日益猖獗的「去中國化」、沉渣泛起的「港

獨」活動，必須具有堅強的政治論述，緊緊掌握話語

權，對「去中國化」作出有力反擊，避免呈現政治上

弱、心理素質弱、戰鬥力弱。

港人對十八大對港大政方針充滿期待
梁振英在新一屆立法會首次發言時，批評有人在新界

東北發展計劃的諮詢中，指該計劃是「赤化香港」，「割

地賣港」，他指出這些言行並不代表多數香港市民，但不

能掉以輕心。梁振英邁出這一步，值得肯定。今後應堅

定不移按照胡錦濤主席在港「七．一」講話精神：「堅

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

中共十六大以來的10年，中央將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

定，確定為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相信

十八大之後中央會更加重視這一嶄新課題。中央對香港

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洞若觀火，十八大後對香港的大政

方針相信更符合港人利益、更契合香港實際、更有利於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提高管治水平，更有利於發展和壯

大愛國愛港力量，更有利於「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

港事務」。港人對十八大充滿期待，香港不能再蹉跎歲

月，必須借助十八大歷史契機迎難而上，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促進和諧，推動民主，為五年後的普選特首和

八年後普選立法會打造良好的政治生態和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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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召開在即，中國迎來關鍵時刻。2012年世界多個國家

和地區均有領導人選舉，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執政黨召開的換屆大

會，吸引全球關注目光。十八大將全面審視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

大勢，對全面推進中國改革開放作出戰略部署，承繼過去十年輝煌，

開創未來十年偉業。香港與祖國命運與共，十八大也將對香港的未來

發展產生積極深刻的影響。香港不能再蹉跎歲月，必須借助十八大歷

史契機迎難而上。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香港必須借助十八大歷史契機迎難而上

■劉夢熊

長津申報合情合理
曾俊華籲歐債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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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20周年籌款宴反應熱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是民建

聯成立20周年「瓷器禧」，黨內上上下下由年
頭慶祝到年尾。繼兩場紅館文藝匯演及酒會等
連串活動後，民建聯的會慶重頭戲是在11月5
日舉行的20周年大型籌款晚宴，屆時會筵開50
席與各界人士歡聚一堂，同場還會拍賣國學大
師饒宗頤作品，以及80年茅台佳釀等珍藏，希
望大家慷慨解囊，力爭整個活動能為該黨籌募
數百萬元的經費，更好地做好黨務及社區工
作。

民建聯由今年元旦日開始，以「真誠、服
務、承擔」作為會慶主題開展連串活動，包括
由黨員以砌香港地圖的形式為會慶揭開序幕，
又大搞街頭踢躂舞比賽，直踩紅館「開show」
與1.5萬名支持者慶祝，並舉行會慶酒會重申
堅守愛國愛港理念。下月5日，民建聯將於君

悅酒店筵開50席舉行大型籌款晚宴。

拍賣饒宗頤作品及80年茅台
話明是籌款晚宴，當然要「 心口」，民建

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蔣麗芸透露，每圍
的底價約10萬至20萬元，雖然銀碼不小，但在
會員、商界友好及社區人士的鼎力支持下，
加上該黨秘書長、會慶籌委會主席彭長緯等
兄弟姊妹的齊心努力，50圍 已全部售罄，反
應熱烈，而在當晚的拍賣環節，已有人割愛
捐出饒宗頤的大作，也有人捐出絕跡市場的80
年茅台酒，一眾嘉賓記得帶備銀 競投心頭
好。

晚宴派頭強勁，嘉賓陣容相信也同樣有睇
頭，究竟有哪些政商界猛人坐鎮？她則大賣關
子，事關嘉賓名單尚未落實，暫時無可奉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計劃於周五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長
者生活津貼的撥款申請。曾聲言有關撥
款毋須在周五表決的反對派23名議員昨
日在記者會上稱，他們對有關撥款申請
的投票意向並無共識，亦未「討論過」
屆時會否聯合拉布阻止撥款表決。不
過，身兼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的社福界議員張國柱，就以仍有很多團
體未能在周四舉行的福委會特別會議上
表達意見為由，計劃不應在翌日的財委
會上表決。

在立法會財委會周五討論及表決長者
生活津貼計劃撥款申請前，即周四下
午，福利事務委員會將舉行4小時的特別
會議，並邀請社福團體就計劃表達意
見。張國柱昨日稱，當日的會議出席名

額已滿，但仍有不少團體向他們表示希
望發表意見，故在讓「所有」團體有發
言機會之前，財委會不應急於表決有關
的撥款申請。

聯署要求長津變全民退保
在昨日記者會上，反對派23

名議員同時發表聯署信，引述
理工大學今年一項調查結果顯
示，有9成受訪者同意今屆政
府在任內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計劃」，故要求當局將長者生
活津貼「定性」為「全民退休」
的中途方案，並盡快成立專責
委員會研究成立由政府、僱
主、僱員三方供款的「全民退
保」計劃。張國柱稱，長者生

活津貼到2040年每年開支達1,110億，證
明方案並非長遠之計，又稱倘不盡快推
行三方供款、全民承擔的「全民退保」，
未來納稅人就要一力承擔養老，特區政
府的財政也會面臨巨大的壓力。

另外，街工及民協聯同近百名市民，
近半數為長者，於昨日到政府總部抗
議，要求當局撤銷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
審查制度，及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反對派借社福團體拖長津表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表明，早

前宣布的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會「原裝」提交立法會，惟部分立法會

議員仍然堅持要求取消申領人的資產審查或提升相關上限。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昨日在其最新網誌上引用希臘所引發的歐債危機，強調

香港必須堅守審慎理財的原則，而長者生活津貼是一項扶貧措施，

設立資產入息申報制度是合情合理的，讓公共資源集中照顧有需要

人士，是公共理財的重要原則。「政府的建議是各方意見的最大公

因數，可以令40萬長者即時受惠⋯⋯我們不能只顧眼前政治的需要

而短視地透支套現，為日後的政府和納稅人留下龐大債務。」

特區政府計劃於本周五正式向立
法會財委會申請有關「長者生

活津貼」的撥款，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在早前解釋，指有關撥款必須
於本月底前通過，當局才能如期在明
年3月發放首筆津貼，屆時會將生效日
期提前至本月1日。不過，立法會內有
政黨和議員對政府的「原裝」方案仍
然有很大爭議。

審慎理財免蹈希臘覆轍
曾俊華昨在其最新於網誌上發表以

「環球經濟危機四伏」為主題的文章，
借早前到東京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及世界銀行年會，並與美國聯
邦儲備局主席伯南克及歐洲中央銀行
行長德拉吉等會面時討論到環球經濟
可能變壞的問題，以公共理財角度，
解釋審慎理財以及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設立資產審查的必要。

他說，歐債危機是目前全球經濟風

險的主要來源，最早引發危機的是希
臘。

希臘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中，經濟興盛，增長速度可媲美當時
的日本，但自從七十年代末政府不斷
增加開支，結果長期出現赤字，三十
多年來債台高築，無力償還，造成今
天的局面。

短視透支套現禍延後代
曾俊華說：「這提醒我們須要更堅

守審慎理財的原則。在為政府作出長
期財政承擔時，我們必須非常、非常
小心，因為我們現在增加支出容易，
還很可能得到一些掌聲；但十年、二
十年後的政府想要收緊有關的開支，
卻並不簡單。如果政府財政長期出現
赤字，債務最終須由下一代承擔，這
違反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因此，我們
不能只顧眼前政治的需要而短視地透
支套現，為日後的政府和納稅人留下

龐大債務。」
他坦言，加大力度照顧貧困長者是

社會的共識。「行政長官在上任初期
已提出長者生活津貼，是對社會訴求
積極和有力的回應。」而長者生活津
貼是扶貧的措施，設立資產入息申報
制度是合情合理的。「讓公共資源集
中照顧有需要人士，是公共理財的重
要原則。現時有不少立法會議員希望
引入全民退休保障、撤消資產入息申
報、大幅提高資產入息限額。他們其
實並非否定政府的建議，而是希望在
政府的建議上更進一步，讓更多長者
受惠（部分可能沒有需要）」。

落實有共識先惠長者
曾俊華形容，特區政府的建議是各

方意見的最大公因數，可以令40萬長

者即時受惠。議員額外的建議影響深

遠，原意值得肯定，但需要時間討論

和尋求共識。「為何我們不先落實有

共識的建議呢？」他又引用英國人的

一句話「Don't let the best be the enemy

of the good」，說：「我認為我們不應

因為要追求『the best』而延誤『the

good』，令40萬長者未能即時受惠，更

何況議員所提出的額外要求是否『the

best』，還有待商榷和論證。」

■曾俊華早前在東京與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伯南克會面，討論環球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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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23名議員聯署，要求當局以長者生活津貼

作為成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中途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