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星期，香港金
融圈子突然出現一
陣恐慌， 生指數

在三天內急跌1,000點。許多人都在說1997年
的亞洲金融風暴可能重演。

當然，如果我們細心地分析目前亞洲諸國的
經濟金融情況，與1997年有些相似，但也不全
一樣。相似點是美國經濟復甦，美元轉強，亞
洲諸國則恰恰相反，經濟走下坡，貨幣匯價下
跌。不過，不相同的地方是1997年時，亞洲諸
國的貨幣多與美元掛 ，經濟滑坡，貨幣幣值
理應自動貶值。但當時亞洲諸國政府仍不自量
力地把自己的貨幣與美元掛 ，結果引來了索
羅斯這批國際大鱷的狙擊。一輪狙擊之後，泰
銖垮了，緊接 是印尼盾、韓國圜、新加坡
元、馬來西亞令吉、日圓⋯⋯亞洲金融風暴爆
發了。但是，目前亞洲諸國中，只有香港的港
元仍然與美元掛 ，餘者全都自由兌換。近一
兩年亞洲諸國經濟差，貨幣幣值早已貶值。近
一段日子，貶值幅度擴大，那是借助傳媒渲染

亞洲金融風暴重臨的結果。既然貨幣已是自由
浮動，而且也已經相應的貶值，狙擊者的狙擊
誘因也下降了。目前情況的第二個與1997年不
同的事實是：1997年港股正創歷史新高位，目
前則在低位徘徊。港股若處高位，狙擊者沽空
有肉吃，港股低位徘徊，沽空者沽空沒肉吃，
再往下壓，能壓低多少？

不過，我們倒是要留意，引起上星期金融市
場的一場恐慌的主因是美國聯邦儲備局的退市
言論。美國推行量化寬鬆已經接近5年，長期
的印鈔票、長期的超低利率也帶來了一些副作
用。因此，美國聯邦儲備局遲早是會退市的。
近日的恐慌是因為金融圈子傳出9月份美國聯
邦儲備局開會時就會退市，我們的確不知道美
國幾時會退市，但是，退市始終是遲早會發生
的事。香港特區政府是應該有一定的準備功
夫。

我認為最重要的準備功夫是房地產政策。儘
管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多次推出一些特別印花
稅、買家印花稅、雙倍印花稅等，但是，正式

立法仍未進
行 。 我 認
為，立法的
內容應該盡
量靈活。印
花稅稅率不
該由立法來
決定，而是
立法授權財
政司司長決
定。為什麼
要把稅率的
制定交給財
政司司長？目的就是保持靈活性。國際金融市
場多變，如果這些用來打壓樓市的稅制不夠靈
活的話，萬一國際金融秩序大亂，香港股市、
樓市再度面對國際大鱷狙擊時，就會產生很大
的危機。所以，給予財政司司長應變的權力是
重要的。通過立法來改變稅率也許得經過好一
段時間，情況一惡化就不易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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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須為美國退市作準備

楊甦棣走了，夏千福來了。有人出於良好的願望，說夏千福會注意
自己的形象，加強和中國合作。

經常報道夏千福活動和言論動向的美領事館facebook，近日做了一
個民意調查，詢問港人「你的夢想是什麼呢？」接 ，刊登了調查結
果，有百分之九十的香港人表示最希望「香港獨立」。

誰都知道，電腦上的民意調查，可以用軟件進行回應，虛構出許多
點擊率，或者發出許多電郵，偽造民意，所以，可信程度很低。是否
發表這個調查結果，怎樣看待這個虛擬世界的調查結果？美國總領事
館應該有很大的酌情權。如果美國這位新總領事，相當重視他的形
象，和中國的關係，就會很慎重地處理「港獨」的敏感問題。現在他
決定把這個新聞放在網上，意味 什麼？究竟是草率，還是有另外的
含意？

美國正在紀念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發表著名演說「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五十周年，美國現在的夢想，就是推行「重返亞洲政
策」，夏千福當然會全力以赴。美國重返亞洲政策，說到底，就是根
據美國現在的國力，怎樣利用亞洲的矛盾，利用美國的外交影響，挑
撥離間，利用亞洲人牽制亞洲人，遏制中國的經濟崛起。

在香港怎樣利用反華勢力的力量，是美國的一個重要部署。但是，
作為一個外交人員，受到維也納條約的約束，夏千福應該吸納其前任
楊甦棣的教訓，處理好在香港問題上的中美關係，避免瓜田李下，引
起干涉內政的爭論。

夏千福抵達香港的時間是微妙的。美國當然關注香港的政治發展，
夏千福上任的時候，發表書面聲明：「很榮幸能夠親歷香港民主發展
的一個新階段」，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走向「真正的普選」，「真
普選」這個政治術語，正是反對派所提出。如此敏感的說話出自
夏千福之口，當然經過一番考量，不會「急就章」隨便表態。聲
明無提及「佔中」問題，但立場明顯較楊甦棣更高調。夏千福在
外交部的行政架構中，不需要向美國駐北京的大使匯報工作，而
是直接向美國國務卿負責，這樣突出的角色，說明了美國對香港
政治變動重視的程度。

夏千福任內最大的政治任務就是香港的政改角力，他的政治前途全
繫於此。從抵港履新至今不足一個月，夏千福便迫不急待要與香港政
黨會面，而且主要議題是談論政制發展，理由是「美國在香港有六萬
僑民和商業貿易的利益」。如此說來，在香港有商業的利益，美國就
要討論和影響未來的行政長官的產生嗎？

夏千福設計了他的政治形象，選擇了幫襯地道食肆，拜寺廟，吃蛋
撻，目的是要爭取港人認同。不過，他盡量要模仿吃蛋撻的彭定康形
象，也有一種暗示的味道，彭定康的主要事業是政改，難道夏千福要
做半個彭定康？

如果說，美國在香港有重要商業利益，那麼，保持香港的繁榮穩
定，保持香港是中美貿易和投資的一個橋樑，不要鼓勵任何衝擊香港
繁榮穩定的冒險行為，特別是「佔領中環」的行為，正是美國利益之
所在。一個成功的外交家，應該在外交的崗位上，推動國與國之間的
友好合作，互相信任，而不是相反。夏千福未來幾個月，還會採取什
麼動作，值得細心觀察。

在「真普選聯盟」仍未就特首普選作出定
案之時，學民思潮日前率先提出了所謂《全
民提名聯署約章》，要求「提名委員會由全
港選民組成」，並向各反對派政黨「逼宮」
加入聯署。至今，「人民力量」、社民連、
街工、新民主同盟及保衛香港聯盟已先後簽
署，原來對建議有保留的公民黨，近日亦在
壓力之下改口支持，只剩下民主黨、民協和
工黨並未簽署。學民思潮目前正不斷施壓，
多番表示對這些政黨失望，更語帶威嚇的指

「未來如有更多市民支持約章的理念，其他
『泛民』議員都要改變立場」。由一班學生組
成的學民思潮，竟然可代表反對派就普選特
首「開價」，多個大黨跟隨其指揮棒起舞，
一班政黨大佬在記者會上甘作佈景板，《蘋
果日報》也將他們捧上了天，沒有幕後勢力
撐腰有可能嗎？學民思潮「逼宮」背後又說
明了什麼？

企圖再次綑綁反對派

這說明幕後勢力意圖重施綑綁的故伎，推
出學民思潮，將反對派各政黨推向激進的路
線。這種伎倆已非第一次使出。第一次政改
討論時，就是李柱銘、陳方安生、陳日君和
黎智英等人結成反對派「四人幫」，威逼利
誘地將各個黨派綁在一起否決了政改方案。

第二次「四人幫」則通過公民黨和社民連，
發動「五區公投」再施綑綁故伎，結果被民
主黨元老司徒華壞了他們好事。

現在到了第三次政改討論，也是最重要的
一次，原因是方案關係2017年的普選特首，
關係香港管治權之爭，對外國勢力來說是千
載難逢的機會，並且早已作出全面部署。在
今年初就開始策動「佔領中環」，要以「核
爆」香港癱瘓特區政府管治作為威脅；繼而
將所有反對派議員及各個政黨團體歸入「真
普聯」之內，務求統一反對派口徑；在社會
上大量資助「港獨」組織，不斷作出挑釁中
聯辦、挑釁駐軍部隊的行動，挑戰中央對香
港的主權；鼓吹所謂「本土意識」，煽動

「港獨」歪風，這一連串動作都是在這半年
之間猝然而至，如果沒有一個幕後勢力指
揮，操盤佈陣，沒有源源不絕的資源投入，
能夠做出這樣的聲勢嗎？

然而，在最終政改開價上，反對派至今仍
未能達成共識，「真普聯」提出的三個方
案，旨在測試水溫，當中提到的公民聯署提
名方案，更加引發社會包括反對派內的廣泛
爭議。激進反對派認為在公民聯署必須企
硬，但不少反對派政黨對此都有保留。原因
很簡單，所謂「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
成」，實質就是廢除了提名委員會制度，令

提名委員會名存實亡，這個方案顯然與基本
法和人大決定相違，中央是不可能接受這樣
一個違法方案。激進反對派企硬公民聯署，
甚至以「佔領中環」迫使中央就範，最終不
能得逞之餘，更會令本港的普選進程胎死腹
中，這是不少反對派政黨對該方案有保留的
原因。

公民聯署違反基本法與人大決定

激進反對派及其幕後勢力，絕對不想見到有

反對派政黨擺脫綑綁，破壞其奪權的部署。就

在這個時候，學民思潮突然走了出來，由只講

「國教議題」到大談政制發展，並且在短時間

內就制訂出一份特首普選的方案，提出所謂

「奪取政府」的口號，但方案內容只有一個，

就是「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但這個

連傳媒都不熱衷報道的方案，竟迅即得到社民

連、「人民力量」的全力支持，並四出向各反

對派政黨游說以至施壓，威逼各黨派參與聯

署，反對派喉舌也為方案大力吹捧，最終令多

個小黨相繼投誠。而公民黨開始時稍稍遲疑，

已經被一眾激進反對派人士罵得狗血淋頭，及

後也乖乖歸隊。

這顯然是幕後勢力發功所致，反映幕後勢

力對「真普聯」內山頭林立，在政改方案遲

遲未達共識早已感到不滿，決定利用學民思

潮，加上胡蘿蔔與棒子，務求盡快將反對派

的政改立場統一起來，為下一輪政改戰役作

出部署。因此，學民思潮突然有政治能量向

各反對派「逼宮」，實際上反映了外國勢力

已經急不及待，要將整個反對派牢牢地與激

進派綑綁在一起。然而，吸取過去經驗，反

對派每當綑綁在一起，結局只有一個，就是

被激進派騎劫，令政改再度破局。任何對香

港負責任的政黨都應三思而後行，以免成為

香港民主的罪人。

學民思潮向反對派政黨「逼宮」說明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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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今日發表署名文章，現載譯如下：

身為學者，戴耀廷卻在玩弄學術，為了圓他「和平佔中」的悖論，

又拋出「彈票」說，既騙港人，更屈中央。

按照戴的邏輯，基本法承諾香港普選的時間點是2007，2007不成就該在

2012，只因中央不肯兌現承諾，兩次「彈票」，才一再拖延下來。

不錯，基本法明確香港「最終達至普選」，但並未給定普選的時間

點。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了第一、第二任行政長官和第一、第

二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對2007年及以後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如何產

生則未作具體規定，只規定了「如需」對既定的產生辦法做出修改必

須經過的法定程序。也就是說，2007年前應該對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

要修改作出判斷，這就是當時所說的「政制檢討」。可檢討就是檢

討，檢討的結果是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憑什麼認定就要普選？

香港民主發展的依據是基本法，基本法要求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

循序漸進。所謂實際情況，最緊要的就是全社會對政改的承受能力。

在沒有廣泛共識的情況下操之過急，必將給經濟、政治造成巨大衝

擊。事實上，香港社會對普選快慢始終存在明顯對立。2004年2月20

日胡應湘在《明報》撰文，稱《普選令香港衰十年》，頗能代表工商

界對匆忙普選的擔憂。鄧小平早就說過，「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

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中央充分考慮香港民意，准許對

2007、2008兩個產生辦法作出修改，為未來普選鋪路。若不是「民主

派」捆綁否決，排斥起碼的漸進，2012或許是另一番光景，憑什麼怪

罪中央？

戴耀廷說，因為中央「彈票」，所以他要先小人後君子，以「佔中」

來要挾。可嘆的是，罔顧事實豈是君子所為？小人手段又豈能嚇倒中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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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高調向反對派政黨「逼宮」，說明幕後勢力對「真普聯」內山頭林

立，在政改方案上遲遲未達共識早已感到不滿，決定利用學民思潮這個組

織，加上胡蘿蔔與棒子，務求盡快將反對派的政改立場統一到「公民聯署」

之上，將整個反對派牢牢地綑綁在一起，為下一輪政改戰役早作準備。然

而，吸取過去經驗，反對派每當綑綁在一起，結局只有一個，就是被激進派

騎劫，令政改再度破局。任何對香港負責任的政黨都應三思而後行，以免成

為香港民主的罪人。

所謂「守尾門」方案，即容許任何反對派甚至對抗中

央的人入閘參選，經全港市民普選出特首人選，由中央

運用「實質任命權」把關，倘認為人選不合適，可運用

憲政權力否決人選。又有人聲稱拒絕反對派中人參選特

首普選行不通，若市民2017年選出反對派人士為特首，

相信中央會接受，否則可能會引起「暴動」。

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是底線

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是設計

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一條底線。在特首普選的憲

制框架中，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的

閘門有兩道，一是提名委員會提名程式，一是選舉過

後的任命程式。兩者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在任命行政長官的問題上，《基本法》第45條第1款

明文規定了中央政府的「任命權」，「不任命權」和其

他方式的罷免權都是伴隨任命權而來的權力，也可以

說是中央固有的主權權力。有人提出，如果中央的委

任權（「任命權」）可以在政改諮詢，以及在政改方案

通過時得到各政黨政團，尤其是「泛民」的公開表

態，衷心支持，那就算在拒絕委任時，也只會出現參

議院駁回眾議院議案的平常情況，最後關頭有險可

守，第一線不駐重兵，還是可以商量。但是，中央的

「實質任命權」是中央固有的主權權力，難道要「泛民」

的「公開表態，衷心支持」才能確立？所謂「第一線

不駐重兵」，意即在球場上，要求行政長官、特區政府

和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全部撤下球場，放棄前門和中

門，讓反對派和背後的外國勢力全力進攻，使與中央

對抗的人成為行政長官人選， 只讓中央「守尾門」決

定是否任命。

為何在政治上應避免中央行使是否任命權

當然，雖然在法律上中央政府可以行使是否任命

權，但在政治上，卻應當避免行使有關權力。為何在

政治上應當避免中央政府行使是否任命的權力？首

先，「守尾門」方案突破中央底線，有可能讓與中央

對抗的人成為行政長官人選，若中央運用「實質任命

權」否決此人選，將引起香港社會巨大的政治波動；

第二，若中央運用「實質任命權」否決此人選，如果

要重選，一旦對抗中央的候選人再度獲勝，屆時就陷

入憲政危機；第三，否決「當選人」之後的一屆立法

會選舉於鐘擺效應下，市民投票的意向將會全面傾向

反對派，特區管治將受到巨大衝擊。

因此，為了中央政府避免行使有關權力，在政改

「五步曲」和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環節、普選環節和任

命環節，特區政府、立法會、全港選民和中央政府都

有責任守住這一底線，特別是提名委員會在提名環節

必須把好關。

豈可偷換原則性重大問題

有人用「2017政改問題歸根究柢就是是否容許『泛

民』入閘的問題」，偷換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

擔任這一個關係「一國兩制」成敗的重大問題，是極

不負責任的做法，對國家利益和港人福祉，都會造成

巨大損害。對此，今年3月24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

主任委員喬曉陽在與香港立法會議員座談時強調：

「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是設計香

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一條底線。守住這條底線，不

只是為了國家安全和利益，從根本上講，也是為了維

護香港利益，維護廣大香港同胞、投資者的根本利

益。」

提委會委員和香港市民心中有桿秤

喬曉陽指出，「試

想，如果選出一個與

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

長官，與這種大勢背

道而馳，大家可以預

見，屆時中央與特區

關係必然劍拔弩張，香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繫必然嚴重

損害，香港社會內部也必然嚴重撕裂，『東方之珠』

還會風采依然嗎？」眾所周知，「台獨」分子陳水扁

當台灣地區領導人期間，島內族群撕裂、人心惶惶，

險象環生，社會混亂、股市下滑、經濟沉淪。如果選

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香港與祖國內地

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優勢將喪失殆盡，香港經濟將

迅速邊緣化，投資者將紛紛撤離，港股將一沉不起，

樓價將急遽下跌，公司倒閉潮將成骨牌效應，屆時將

一職難求，數以百萬計人失業，港人將何以為生？

2017年政改歸根究柢是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

的人擔任，這是一個關係「一國兩制」成敗的重大

問題。「守尾門」方案企圖在提名委員會的提名階

段讓反對派人士甚至對抗中央的人士成功提名，並

且誤導市民投票給成功提名的反對派人士甚至對抗

中央的人士，這嚴重抵觸中央底線。喬曉陽代表中

央強調：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的立場

是堅定不移的，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是一條

底線，這樣講不是為了從法律規定上排除誰，篩選

誰，而是為了讓將來的提名委員會委員和香港市民

心中有桿秤，有個衡量的標準，自覺不提名這樣的

人，不選這樣的人。

香港政壇最近有人提出「守尾門」方案，即容許反對派甚至對抗中央的

人入閘參選，由中央運用「實質任命權」把關。有人又傳播虛假消息說，

「中央消息人士承認，2017政改問題，歸根究柢就是是否容許『泛民』入閘的問題。」但是，

2017政改歸根究柢是什麼問題？歸根究柢是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這是一個關

係「一國兩制」成敗的重大問題。對此，有人偷換為「2017政改問題歸根究柢就是是否容許

『泛民』入閘的問題」，並且造謠說是「中央消息人士承認」，這是企圖突破中央對普選行政長

官的底線即「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因此，對「守尾門」方案，有必要辨

析和澄清。

2017年政改歸根究柢是什麼問題？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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