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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世界金融市場動盪不穩。日本
股市經過一輪升市後，繼而迅速下滑，
數星期內從高位下跌2成，美國股市也
從高位開始調整。近日，香港恆生指數
亦曾跌穿2萬點水平。黃金價格大跌，
最終跌穿每盎司1300美元。美國聯儲局
主席指政府有意退市，減少買債的言
論，引起金融市場很大動盪，導致美國
債券價格大跌，孳息率隨之上升。

這些金融市場的變動，與大量資金流
動有關。所謂資金流動主要分兩個方
向：第一，國與國之間的資金流動。最
近，除香港股市下挫外，巴西和中國等
新興市場的股市都普遍下滑。一些傳媒
分析，原因是大量資金由新興市場撤
走，部分資金可能回流美國市場。

第二，不同資產類別之間的資金流
動。大量資金由一種資產，流向另一
種。近日美國債券價格大幅下跌，美國
10年期債券孳息率於過去一、兩個月抽
升1厘，當中涉及的資金流動非常龐
大，才能夠有這樣的影響。至於黃金價
格大跌，跌穿1300美元1盎司；部分貨
幣，如日圓，在半年內大幅貶值3成，
這些跌浪均明顯反映有龐大資金在資產
類別間流動。但實際是哪些資金在流
動、金額多少，均無人知曉。

現時國際市場的大量資金流動，最終
都會儲存在某些資產類別。有大量資金
注入的資產類別價格會上升，有資金大
量被抽出的資產類別價格會下跌，所以
待一切塵埃落定後，便會看到大量資金

究竟從哪些國家和資產類別流出，以及
流入了哪些國家和資產類別。

另外，美國金融市場最近更出現了些
奇異現象。美國金融市場的債券和股票
價格兩者一向反向移動，債券價格下
跌，股票價格便會上升，反之亦然。近
期美國金融市場的債券和股票市場卻一
併下跌，叫人摸不 頭腦，究竟資金流
去哪裡？

最後，提醒香港市民，息口上升已可
預見，但上升速度緩慢，加上部分評論
者為了抨擊香港政府，指政府壓抑樓市
辣招無效，令部分市民深信樓價不會回
落。市民必須擦亮雙眼，看清局勢，若
不經思索，輕信這些言論，將來後果，
定當自負。

金融市場的龐大資金流動

近日反對派更加肉緊地策動違法
「佔領中環」，早前更強佔荃灣區議
員陶桂英的街板宣傳位，不僅如
此，更有民主黨人向《蘋果日報》
投訴，反指筆者與陶桂英，佔用了
原屬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位於
荃灣的街板位。民主黨「惡人先告
狀」，《蘋果日報》不負責任歪曲報
道，難怪被不少市民以「民主街霸」
揶揄。

《蘋果日報》6月26日的報道稱，
有民主黨中人向該報投訴，何俊仁位
於荃灣的街板位由去年11月開始一直
空置，直至最近掛上橫額呼籲市民七
一上街，但卻被「反佔中、保法治」
橫額遮掩 何俊仁的橫額，質疑被針
對，為此決定向地政署投訴街板位被
挪用。因應《蘋果日報》的報道，筆
者調查了解相關情況，並與陶桂英議
員聯名發出公開信，包括以下四點內
容：

1. 根據地政署的紀錄，有關街板位
置(TW466)之使用權屬於陶桂英議
員，因此對於民主黨先強佔他人街板
位置後，再「惡人先告狀」，在無核
實查證下便向媒體投訴街板位被人霸
佔的行為，我們表示強烈不滿及遺

憾。
2. 陶桂英議員於6月25日收到傳媒

查詢後，於查證核實地政署文件及現
場情況後，已分別聯絡民主黨何俊仁
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李洪波區議員辦
事處及《蘋果日報》採編人員，告知
街板位置之使用權乃屬於陶桂英議
員。故此，民主黨在知悉情況後並無
採取適當處理，《蘋果日報》在沒有
查證下作出不符事實的報道，實為極
不負責任行為﹗

3. 6月26日，陶桂英議員及李洪波
區議員辦事處代表，在地政署及食環
署代表見證下，核實有關街板位置之
使用權屬於陶桂英議員，李洪波區議
員辦事處代表並即場拆除民主黨強佔
於陶桂英議員位置的橫額。

4. 陳 鑌議員及陶桂英議員對民主
黨及《蘋果日報》未經查證事件真偽
而作出與事實不符的投訴及報道，深
感遺憾，我們要求民主黨及《蘋果日
報》作出澄清及道歉，並保留一切法
律追究之權利。

經此一役，我們可以更深入看到策
動「佔中」人士，不時會製造被打壓
的話題，並在別有用心的媒體推波助
瀾下，挑動市民情緒居心叵測。

反對派昨日的「佔中」預演，徹底暴露奪取香港管

治權計劃，《蘋果日報》昨日的社評對此供認不諱：

「今年7．1大有機會扭轉遊行效應弱化的趨勢」，「只

要7．1遊行人數創出新高」，「可以改變特首人選，

可以改變北京領導人既定的香港政策，可以改變香港

命運」云云。這顯示外國反華勢力及反對派視一國原

則如無物，將香港當作獨立政治實體，為奪取香港管

治權已利令智昏。但是，基本法和中央的底線不容挑

戰，況且現在是香港回歸以來人心普遍希望聚焦經濟

民生的時期，反對派妄言「佔中」預演「可以改變香

港命運」，只是白日夢囈。

美國對香港的網絡戰與反對派密切配合

外國反華勢力是昨日「佔中」預演和整個奪權變天

計劃的幕後黑手，已昭然若揭。有「魔僧」之稱的軍

情六處特務顧汝德在「佔中」升溫之際坐鎮香港指

揮，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在離任前大力表態支持

「佔中」，外國反華勢力已公開站到指揮「佔中」的前

台。近日突出的例子是，美國情報系統的Facebook網站

28日凌晨突然強制性關閉「愛護香港力量」的群組，

一萬多個成員全部被退出。「愛護香港力量」旗幟鮮

明反對「佔中」，令反對派頭疼不已。據報，強制性

關閉「愛港力」群組，是反對派四人幫不久前聚會的

議題之一。連日來美國雅虎（香港）的頭條，是「悲

情香港基層七一走出來」、「無懼風雨」的標題，美

國充分利用網絡霸權，與香港反對派內外勾結，打壓

愛國護港力量，製造網上一邊倒「佔中」輿論，充分

暴露美國是港版顏色革命的幕後黑手。

美侵港網絡電腦被來港的斯諾登揭露，余若薇、陳

方安生、李柱銘、陳日君等噤若寒蟬，美國亦恫嚇港

美關係難修補。但斯諾登一走，反對派頭面人物又撲

身出來催谷「七一」遊行和「佔中」預演，美國又利

用網絡霸權強制性關閉「愛護香港力量」群組。美國

對香港的網絡戰與反對派密切配合，已是十分露骨。

「佔中政治黑金」來源呼之欲出

黎智英2011年時曾被踢爆向民主黨、公民黨以及陳

方安生和陳日君捐大筆「政治黑金」，但6月28日他被

問到是否是民主黨及公民黨的最大金主，黎智英閃爍

其詞稱不少人因為怕向政黨捐款後有記錄而不敢捐

款，但又不打自招說，兩個黨當中與民主黨較為親

近，捐款是他自願。據報昨日單是民主黨便出動約20

架50座位巴士，運送各區市民至維園參與遊行，而遊

行的大批物資亦超過2003年。陳方安生和陳日君在

「七一」前夕，已頻繁出席電台呼籲市民和教眾上

街。反對派組織「七一」遊行的大筆金錢從何而來？

陳方安生和陳日君又是否「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均

值得質疑。黎智英在入不敷支下竟然可以充當反對派

的「大金主」，有理由懷疑是背後有更大的金主。將

「Foxy解密」與「維基解密」聯繫起來看，黎智英勁蝕

仍做大金主，是否有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黑手？

其「政治黑金」來源呼之欲出。

反對派把魔爪伸向青少年學生

《蘋果日報》昨日的社評稱：「香港新生一代已站

出來，反對國民教育科、反對大學赤化的學生將是今

日遊行的主角。」

在近年來「顏色革命」和街頭政治中，青年的表現

非常活躍和堅決，美國蘭德公司把發動青年的戰術稱

之為「蜂擁而至」，意指年輕人通過發送短訊或互聯

網互相聯繫，聚集在一起，聽從更迭政權的命令。為

此，「佔領中環」組織者，包括教協、學聯、學民思

潮等，早就把魔爪伸向了青少年學生。戴耀廷和教協

一方面說不鼓勵未成年學生參加，一方面卻編制並派

發「佔中」的「通識教材」，把「佔中」意識向青少

年學生滲透下去。行政會議成員、全國政協委員李國

章6月26日直斥「佔中」「離譜」，又透露多位大學校

長都同意有責任讓學生了解犯法後果，但倘學生依然

執意犯法，校方決不能護短。李國章為此受到反對派

的瘋狂圍剿。

黎智英早前宣布昨日的「七一」遊行以「50萬人」

為目標，這是外國反華勢力為香港反對派定下的

「硬指標」。昨日黎智英還赤膊上陣，在其反對派喉舌

頭版撰文，煽風點火「運動群眾」，說甚麼「請你來

十五分鐘也好」，呼籲「市民應踴躍參與遊行」。但

是，外國反華勢力及反對派機關算盡，不僅昨日的

遊行人數與反對派期望相距甚遠，警方估計遊行最

高峰時只有6.6萬人，且「佔中」預演完全違背求穩

定、求和諧、求發展主流民意，不得民心，成為鬧

劇一場是意料中事。

為了鼓動昨日的「七一」遊行和「佔中」預演，外國反華勢力及

其在香港的代理人反對派扭盡六壬，進行了有計劃、有預謀的宣傳

和煽動，明火執仗動用美國網絡霸權打壓愛國愛港力量，並竭力鼓動青年人上街，徹底暴露

了外國反華勢力及反對派奪取香港管治權的方法和路徑。反對派的「佔中」預演完全違背主

流民意，雖然反對派原先宣布遊行以「50萬人」為目標，但警方估計遊行最高峰時只有6.6萬

人。民陣篤數稱有43萬人，如此彌天大謊掩蓋不了「佔中」預演的徹底失敗。

反對派「佔中」預演必然失敗

回歸16年，光陰飛逝，可謂「彈指一揮間」。從事39
年公務員，由民政事務局局長的位置退下來，也快13年
了。我身為過來人，眼看兩地關係近年來發展迅速，內
心非常高興。對於存在的某些問題及少數不和諧的聲
音，聞之不禁感慨萬千。恰逢文匯報約稿，遂欣然從
命，以抒感懷並期待收拋磚引玉之效。

提到目前香港和內地的關係，現實情況就是已經到了
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狀態。兩地在「一國兩制」下加
強全面合作，共創雙贏，這是時代發展的大趨勢。不
過，最近幾年來，的確也有不少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綜合來看，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理性看待兩制融合中的差異

首先從政治層面看，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已經到了關
鍵時期，下一步如何走？中央強調要堅持《基本法》所
規定的方向和步驟，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
向前推動。香港社會有部分人士則希望走得更快一些，
一些人甚至想突破這個框架而一步到位。

其次從經濟角度看，香港是外向型經濟，經常會受到

外圍經濟環境不明朗因素的影響，但內部經濟轉型面臨
諸多困難的複雜因素，迫切需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在這個過程之中，如何進一
步加強與內地的經貿合作，用好用足中央給予香港的優
惠政策，又要和內地有合理的經濟利益調整，取得雙
贏，這是香港經濟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還有就是社會民生方面，兩地的高度融合，兩種不同
文化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自然就會對香港現有的社會
生活及市民的觀念，帶來一些影響和衝擊。比如內地孕
婦問題、自由行帶來的負面效應、水客風波、奶粉事
件、賑災捐款等等，都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回歸這些年來，兩地關係的問題好像越來越
多，我認為，根本原因是隨 「一國兩制」不斷落實以
及深入發展，由於兩制客觀上存在差異，自然會帶來這
樣或那樣的問題。我們要正視現實，但也不必大驚小
怪。

有專家指出，部分香港人出現盲目的排外情緒，甚至
緬懷過去港英管治時代，是過去擁有的「優越感」不斷
消失，取而代之是對前景的「焦慮感」。這種說法不無
道理。的確，過去香港的經濟是比內地發達，市民生活
比內地富裕。更有經濟專家指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
代，香港在經濟和民生上領先了內地將近50年。我想，
這大概是鄧小平先生當年在設計「一國兩制50年不變」
的理念背後的依據吧。

迎接新機會和新挑戰
經過30多年的奮鬥，內地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1978年，內地全國GDP總量只有2,164億美元；1998年，
就超過了1萬億美元，2012年更飆升到82,269億美元，15
年就猛增了8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人均GDP
方面看，1978年只有226美元，1998年為800美元，但
2012年就上升到6,091美元，14年增加了近8倍。這是世
界絕無僅有的高速增長的典型範例，被譽為「中國奇
跡」。這樣的進度，以中國之大，在某些領域和地方超
越香港，實不為奇。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由於中國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
升，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係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香
港對內地的經濟依存度全面提高。過去，內地主要依靠
香港作為引進外資及對外貿易的窗口，現在這種格局已
有所調整。香港的金融、物流、地產、旅遊等經濟支
柱，幾乎都與內地有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當然，香港
還是擁有很多優勢，以人均GDP為例，1997年香港已經
是2.6萬美元，2012年更高達3.5萬美元，是世界的領先
水平。我們要努力尋找在大中華經濟體中新定位，確定
自己新的發展路向，迎接時代給予香港的新機會和新挑
戰，切忌讓社會陷入無休止的內耗，浪費時間，蹉跎歲
月。

明確方向 調整心態 合作雙贏

劉夢熊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藍鴻震 博士 新論壇副召集人 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

周全浩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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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香港立法局引進功能選舉，
迄今已經28年。功能選舉的產生比分區
直選要早。香港回歸後，立法會有一半
議席循功能選舉產生。現在功能選舉是
否應當「壽終正寢」呢？有些人認為，
功能選舉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又不
能滿足普選的要求，應當從香港消失。
對這種意見，筆者不能認同。理由是：

一、功能選舉比分區直選更能體現和

代表香港的社會經濟生活。1987年5月
《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在擴大功
能組別時考慮了以下準則：「（甲）功
能組別應當是有分量和社會上有重要性
的組別；（乙）任何功能組別都應清楚
界定以避免在決定何人有資格被包括在
內和怎樣規定選民資格時出現困難；

（丙）功能組別不應以思想、教條或宗
教為依據；（丁）任何組織或團體都不
應在超過一個功能組別內有代表。」

在上述四個準則中，前兩個是肯定性
條件，後兩個是否定性條件，對確定功
能選舉的界別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回
歸前後，對功能界別的認定大致都遵循
上述原則。每個界別在香港的GDP成份
中都有一定分量，在就業人數也佔有一
定的比例，界別與界別之間也有較為明
確的界 ，也排除了意識形態的劃分。
可以說，比分區直選更具有社會經濟代
表性。只要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仍然依
賴各不同界別的發展，香港功能選舉就
有存在的價值。

二、功能選舉有可能實現普選。目前
功能選舉不符合普選要求是因為團體票
的存在，但並非所有的界別都有團體
票。以2012年立法會功能選舉的29個界
別為例，只有個人票的界別有11個，兼
有團體票和個人票的界別有8個，只有
團體票的界別有10個。只有個人票的界
別可視為已實現了普選，兼有兩種票的
界別以及只有團體票的界別也有可能以
團體票的個人成份為基礎推進改革。而
只有個人票的界別也可以通過降低個人
票的資格要求的方法，擴大選民基礎，
逐步縮小與分區直選選民基礎的差距。
當然這些改革主要要在行政長官實現普
選後進行，不必操之過急。

三、世界不少國家的議會實行兩院

制，香港立法會存在功能組別和分區直

選組別，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兩院制，

是對兩院制影響效率的改良。對特區政
府提出的法案，立法會不必分組表決，
而是一起討論和表決，提高了效率。對
議員個人提出的方案和法案，則像兩院
制一樣，要分組表決，其通過的難度與
兩院制完全一樣。如果廢除了功能組
別，則香港立法會這種特殊的兩院制也
就消失了，就政制發展而言，不能不令
人惋惜。

四、功能選舉體現了均衡參與。2004
年4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就確定
香港的政制發展要有「社會各階層、各
界別、各方面的均衡參與」。香港地少
人多，本來地區特徵就不明顯，參選人
可以「空降」跨區參選，也談不上作為
地區的代表。在立法會選舉中，分區直
選的投票率在50％左右，但功能界別選
舉的投票率在70％以上，說明功能選民
參政的熱情遠比地區選民為高。由於有
一個界別不能有兩個代表的限制，也平
衡了分區直選法律界參選人佔優的情
況。

這樣說，並非說功能選舉就十全十美
了，沒有瑕疵了。毋庸諱言，功能選舉
也有很多毛病。除了相當一部分有團體
票的界別未能滿足普選要求外，功能選
舉還有選民基礎不如分區直選，相當一
部分界別存在自動當選情況，缺乏競
爭；界別的劃分因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有
不適應的問題；功能議員的總體表現不
如分區直選議員；功能議員兼職的人數
比分區直選議員為多，未能全力投入議
會工作；功能界別選舉制度較為複雜，
既有直選，又有間選，還有委托選舉，
其當選方式既有絕對多數當選制，又有
相對多數當選制等。

《淮南子．說林訓》云：「食其實
者，不折其枝。」目前香港政局尚可穩
住，有賴功能議員的存在。如沒有功能
選舉制度，則立法會難免為反對派所控
制，香港亂局更甚。豈有既食其果，又
毀其幹的道理。再說，功能議員佔議會
之半，即使排除了其中的反對派議員，
也仍佔議會之四成，遠超三分之一多
數。廢除功能選舉制度是要求立法會三
分之二多數通過，功能選舉的議員會答
應嗎？其選民會答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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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16年以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一直

在深入貫徹落實之中。我認為只要香港認真反

思，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做好自我調整來適

應新環境和新挑戰，就一定能夠再創輝煌，實

現兩地合作雙贏！習近平主席提出要圓「中國

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香港作為中

國一個重要部分，「香港夢」和「中國夢」是

一體的，相信一定能夠在這個偉大的歷史進程

中，像過去幾十年幫助內地對外開放那樣，繼

續發揮重要的作用。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在添馬公園舉行大型嘉年華會，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6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