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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16年，是港人當家作主創造嶄新歷史的16

年。 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清楚，港人的主人翁地位

來之不易。回歸16年來，雖然經受了種種困難和挑戰，

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展現出了主人翁的良好精神面貌，

創造了各方面的豐碩成績，用事實充分證明了自己的智

慧與能力。經過各種風浪的考驗和磨煉，特區政府已經

積累了比較豐富的施政經驗，管治水平不斷提高，在廣

大市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夠把香港建設得更好。

香港在殖民統治時代，歷屆港督由倫敦欽點，港人被

剝奪了選舉行政長官和組織政府的民主權力。在長期殖

民統治期間，香港是「英人治港」，華人被嚴格排拒於

決策層之外。只有在香港回歸祖國後，根據「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 才有可能完全

由港人選舉自己的領導人，體現了港人真正開始當家作

主。基本法還提出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員最終達

至普選產生的目標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決定

進一步為香港訂下普選時間表。回歸16年 ，廣大港人

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按照基本法規定的方式，積

極參與特首選舉與立法會選舉，體現當家作主的高度責

任感和自豪感。

鄧小平在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時候，就擲地

有聲地指出：「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

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香港回歸祖國16年來，雖然經

受了亞洲金融危機、沙士疫情、金融海嘯和全球金融危

機的衝擊，但面對種種困難和挑戰，特區政府和廣大港

人用事實充分證明了自己的智慧與能力。中央的信任和

支持，加上港人當家作主意識增強，在面對各種嚴峻挑

戰時，憑藉港人的智慧和能力，戰勝了前進道路上的種

種艱難險阻。新一屆特區政府自去年7月開局即面對

「逆境波」，但憑藉「穩中求變、務實為民」的理念，新

政府一年以來的施政取得纍纍碩果，這是港人當家作主

創造嶄新歷史又一體現。

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和市民的關係，是同舟共濟的

關係。港人當家作主，擁有了空前的民主權利，對自己

的行政長官和政府也有了更高的期待和更多的要求。市

民對特首和政府越來越多的建議、要求乃至批評，其實

並非壞事，更不是特區管治出現了什麼危機，而是顯示

港人當家作主意識增強，積極參與香港事務。這亦說明

殖民統治時期港人的「政治冷感」，實際上是被剝奪了

當家作主權利下的必然現象。回歸後港人對政治不再

「冷感」，而是積極參與，這不僅體現了政治就是眾人之

事的應有之義，而且更體現了港人當家作主意識的提

高。因應市民對自己的行政長官和政府有更高的期待和

更多的要求，特區政府在制訂政策的時候，也在努力做

到凡事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顯示了官民攜手不斷

創造歷史的可喜趨勢。

政府昨日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

撥款擴建3個堆填區，其中將軍澳堆填區

計劃因支持票不足而暫時撤回；打鼓嶺及

屯門堆填區擴建申請，亦因會議時間不足

未能表決。事實上，堆填區飽和迫在眉

睫，但在選舉政治現實下，擴建遭遇重重

阻力，凸顯民粹主義抬頭，政府施政更趨

棘手。妥善處理垃圾問題需要全港共同承

擔，政府須下決心做好減廢、回收的規劃

和落實，市民更應提升環保意識，減少浪

費，避免香港淪為「臭港」。

本港3個堆填區分別於2年、4年及6年

後逐一爆滿，尤其是最近市區的將軍澳

堆填區最接近飽和，擴建工程未能及時

展開，後果不堪設想。但是，受到當區

居民的強烈反對後，一些政黨害怕流失

選票，明知擴建堆填區有迫切性，亦不

敢支持政府。政府不得已暫撤將軍澳堆

填區擴建申請，反映選票第一的政治現

實。但是，將軍澳堆填區擴建申請暫

撤，並不意味增加其他兩個堆填區擴建

獲得通過的機會，相反可能引起骨牌效

應，為其他兩個堆填區擴建帶來困難和

不明朗因素。

3個堆填區一併擴建，具有策略性需

要，發揮一起分擔全港垃圾的作用。如

果放棄任何一個，勢必加大其他堆填區

負擔。堆填區雖是厭惡性設施，但如果

每區都以本區利益為先而不考慮全港的

需要，都不接納擴建，甚至要求提早關

閉，那麼香港的垃圾要棄置在哪裡？隨

「一人一票」選舉的普及，一些政黨

只會照顧選區選民的利益，社會日益民

粹化，許多關乎社會整體長遠發展的政

策難以獲得支持，實令人憂慮。

香港的人均垃圾製造量驚人，每人每

天達到1.36公斤，是日、韓市民的一倍

半，居全球之冠。香港一直依賴堆填區

來處置垃圾，當局未能把已訂定的廢物

處理規劃落實，令香港廢物管理滯後十

多年。環境局推出《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列出香港未來10年的廢物

管理路線圖，訂立明確的指標和時間

表。政府和市民都應正視垃圾處理形勢

嚴峻，是時候攜手下定決心推動廢物管

理規定的落實，扭轉本港環保意識落後

的局面，防範本港垃圾問題出現災難性

的後果。 (相關新聞刊A24版)

處理垃圾須全港共同承擔

央行派定心丸 港股彈482點
中資金融股回勇 ADR延續升勢

美國商務部昨日將首季經濟增長從先前預估的
2.4%向下修訂為1.8%，反映美國經濟復甦不如預
期樂觀，市場對聯儲局即將收水的憂慮減少，刺
激美股上揚。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早段報
14,873點，升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598
點，升10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3,376點，升28
點。

受美股帶動，歐股延續前日升勢。英國富時
100指數昨中段報6,164點，升62點；法國CAC指
數報3,718點，升68點；德國DAX指數報7,942
點，升131點；西班牙銀行股造好，帶動當地股
市升近3%。

受加稅影響，美國人消費更謹慎，佔美國經濟
產出近7成的消費者支出，增速從3.4%下調至
2.6%。另外，英倫銀行昨在報告中表明，現階段
無意收緊寬鬆貨幣政策。

現貨金價昨日下挫3%，跌至每盎司1,223美元
的近3年低位；美國8月份期金同樣下跌3%。

■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美降首季經濟增長
道指早段升113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家財政部昨
日在港發行新一期國債，由於受內地「錢荒」拖
累、加上市場預期人民幣或臨貶值壓力，市場反
應較預期冷淡。據金管局公布，該130億元（人民
幣，下同）國債中，面向機構投資者發行的100億
元，共吸引226.855億元資金追逐，超購1.27倍；
面向中央銀行發行的30億元認購額為54.8億元，
超額認購0.83倍。翻查去年6月財政部在港發行
155億元國債結果，當時合共錄得586.686億元資
金認購，超額認購2.79倍。

據金管局資料，向機構投資者發行6批總價值
100億元的國債，債券票面息率均高於預期水平。
其中，3年期債券票面息率2.87%；首次發行的30
年國債票面息率為3.95%，接近市場預計上限；
而5年期、7年期、10年期和15年期債券的票面息
率分別為3.02%、3.09%、3.16%和3.6%。

8央行參與顯需求增

負責今年離岸國債獨家發行、交存以及財務代
理行的交通銀行表示，此次國債面向央行發售部
分共吸引8家央行參與，較去年增加3家，反映出
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中，市場對人民幣資產需求增
加。交行環球金融市場部總經理張衛中稱，亞
洲、非洲及南美洲均有央行參與，認為是人民幣
國際化推進的結果。

金管局副總裁彭醒棠表示，「金管局債務工具
中央結算系統（CMU系統）央行配售統籌窗口」
於去年設立後，今次是該窗口第二次運作，統籌
國外中央銀行認購國債的程序。這項安排是因應
人民幣國債需求增加而設，其暢順運作有助擴大
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投資者基礎。

港人幣存款達8,370億

另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於立法
會披露，截至今年4月底，本港人民幣存款和存
款證餘額合計達8,370億元。在債券方面，截至5
月底，在本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共有276筆，未償
還餘額2,776億元；截至4月底，人民幣貸款餘額
880億元。

國債遇冷
超購額遜去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裘毅、黃嘉

銘）央行有針對性地出手解決內地「錢荒」，

亞股昨普遍回升，本港投資者亦暫時回復信

心，在入市撈底及期指結算前轉倉及補倉盤

帶動下，內銀股領漲， 指大反彈逾482點，

收報20,338點，單日升幅2.4%更是六月份最

大。月來愈跌愈狠的國指，昨亦喘定並跑贏

指，升幅3.3%。晚上歐美股市造好，港股

在外圍企穩，夜期及ADR指數續有輕微進

賬，今日期指結算，分析員料市況可保持平

穩。

對於央行有針對性地出手解決內地「錢荒」，本港

及內地投資者反應各異。在內銀股大幅反彈引

領下，港股回升482點或2.4%， 指昨收報20,388點；

國指收報9,164點，升293點或3.3%。即月期指昨升475

點至20,299點，低水39點，7月期指則低水80點，期指

的成交合約高達21萬張，國指期貨成交合約更達26萬

張。大市總成交791億元。而相較港股的大幅反彈，A

股市場似疑慮未全消，市場呈震盪格局，滬指收報

1951點，下跌8點或0.41%。

歐美股市昨晚造好，道指早段逾百點，截至今日凌

晨零時三十分，港股ADR比例指數報20,362點，再升

23點。6月份夜期則收報20,400點，較現貨升12點。

沽空率高僅技術反彈

新鴻基金融高級分析員李惠嫻指出，雖然A股經連

日急挫，央行終於出來安撫人心，又強調現時內地銀

行的流動性沒問題，但中央整頓內地銀行體系的立場

仍然強硬，故料央行絕不會貿然放棄成果向銀行大規

模放水，今次出手只是短暫紓困，對內銀股的後市甚

至A股的刺激將有限，投資者不宜大手撈入內銀股，

畢竟目前屬政策市，一旦中央又改口風，內銀股的走

勢將180度改變。

經昨日大升， 指已經脫離超賣區，但技術上未算

站穩陣腳，加上人行整頓內地銀行企業的決心仍在，

A股繼續下跌，國指更現「死亡交叉」，即50天線跌穿

250天牛熊線，代表指數還會下跌一段頗長時間。此

外，美債息率依然高企，港股沽空比率仍處高水平

(13%)，故技術反彈完成後，大市未必能繼續造好。

內銀股連跌多日，昨日借央行出手的消息報復式反

彈，工行(1398)及建行(0939)領漲，各飆6.8%及6.5%，

民行(1988)升6.3%，中行(3988)漲3.3%。內險股太平

(0966)及人保(1339)均升4.4%。銀根略紓緩，內房股回

勇，越秀(0123)升8%，佳兆業(1638)升7.5%。

估值便宜入市好時機

交銀國際昨發表報告指，在過往幾年間，內地A股

及本港股市大瀉後會出現大升，估計市場將出現反

彈，投資者可於現時趁低吸納。 指由2月升至最高峰

23,944點至今已下滑逾4,000點至19,500點水平，跌幅近

20%。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中國策略師洪灝表

示，目前 指估值已跌至2005年7月及2008年11月低

位，估值便宜，是投資者入市的好時機。

A股方面，經周二探低反轉後，滬深兩市昨呈弱勢

震盪格局。央行稱近日已向一些符合宏觀審慎要求的

金融機構提供了流動性支持，貨幣市場利率已回穩，

隔夜拆放利率連降四天至5.55%，銀行間回購利率也

普降。不過市場對此反應偏淡，早盤一度在套利盤

打壓下小幅跳水，銀行、券商、煤炭等權重板塊表

現萎靡，全天指數低位寬幅震盪。與此形成了強烈

的反差是創業板指高開高走，大漲5.51%。市場分化

明顯，成交明顯減少，滬市成交808.9億元人民幣；

深成指收報7,566點，漲71點或0.95%，成交1,012億

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夢珊、海巖 上海、北京報道）

針對內地近日的「錢荒」問題，人民銀行日前表示，
已向一些符合要求的金融機構提供了流動性支持，金
融機構若資金安排出現暫時性頭寸缺口，將提供流動
性支持。央行是否暗地裡放鬆了流動性管理？本報訪
問了權威人士，所得的結果均一致：央行不會輕易放
水救市，穩健貨幣政策短期長期都不會改變。

事實上，內地金融市場並不缺錢。滬金融辦相關人
士昨表示，從央行的數據來看，整個金融市場貨幣存
量有10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各級
政府佔用貨幣資金就達到了75萬億元，這意味 大量
超發或失控的貨幣流進了國企產能過剩和各級政府的
基建項目上。「2008年，央行發行了4萬億救市，但是
這些資金主要用於政府建設項目上了，這些城市鐵
路、支線機場等建設投資，效率低且持續性強。把4萬
億消化完了，他們就向銀行借貸。」過去的基礎建設
項目多屬於歷史欠賬，其效能很高，而現在更多是超
前性的，從而導致了中國貨幣資金流動性收緊的原
因。

銀行間拆息穩中有降
另據悉，目前銀監會和證監會在干預整頓，讓銀行

通過推出高回報的產品來回籠資金，如果央行這個時
候救市，就意味 貨幣的貶值。該人士補充，從目前
的形式來看，銀行間同業拆息穩中有降，且未來還將
持續「冷卻」，只要銀行的資金不緊張了，央行就沒有
再救市的必要了。

至於央行方面，上述金融辦人士表示，目前央行的
職能在於貨幣發行的層面，而不是一個系統層面上的
管理。他認為，不管短期還是長期，央行穩健的貨幣
政策不會改變。「未來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已經不能寄

希望於擴張政策來解決，央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會改
變。」

亮劍彰顯防風險決心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學院
教授郭田勇也向本報指出，內地不存在所謂「錢荒」。
他指，商業銀行與央行存在資金博弈關係，特別是某
些銀行通過變通手段將短期甚至同業資金投放到有泡
沫、產能過剩的領域，進而倒逼央行拿錢。而央行此
次亮劍只是一個信號，彰顯其糾偏和防範風險的決
心，雖然基於市場恐慌等短期因素有所寬容，但穩健
的貨幣基調將繼續堅持，未來不會輕易放水。

料下半年資金仍偏緊

郭田勇指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期三度提及要
「激活貨幣信貸存量」，彰顯出停止擴張性政策、不再
用高貨幣增速推動增長、讓金融更好服務於實體經濟
的意味。新一屆政府寄望推進改革釋放制度紅利，但
從目前的情況看，要穩定市場信心，政策有釋好的必
要，包括對諸多投資領域的開放，允許民間資本介入
拉動中國經濟，否則很難讓資金流入到實體經濟中。

在央行穩健貨幣政策基調不變、不會大規模放水的
背景下，有市場人士預期，下半年市場會感到資金偏
緊，流動性的寬鬆程度亦很難恢復到年初的水平。

權威人士：穩健貨幣政策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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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人士認為，央行不會輕易放水救市，穩健貨幣

政策短期長期都不會改變。

—「手牽手 慶回歸 獻愛心」系列社評之四

港人當家作主創造嶄新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