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終於撕開
「愛與和平」面紗，不滿香港人為爭取民主
「流血太少」，要求港人為他的「佔中」而
坐監、流血。至此，一隻用「和平」花巾
包頭化妝的豺狼，已原形畢露站在港人面
前。天真浪漫的學子再不上當，忠厚善良
的人們已聞到血腥：戴某嗜血，與他決
裂！這是一致的口號。
血者，原指用來祭神之牲畜。《說文．

血部》曰：「血，祭所薦牲血也」。原來戴
氏不把學子、港人當人看；而是把我們大
家當牲畜，要殺牲以血祭神。「神明」者
誰？當然是做夢也想在香港以「主權換治
權」的聯合王國施維爾，或者夢寐以求變
香港為反華橋頭堡圍堵中國之美國夏千福
是也。主子有心，狼犬豈能無意？「佔
中」，就是想綁架香港以獻禮於洋主人面
前。可惜，香港人群起而反對，便只好以
犧牲愚昧天真者，以血食祭之薦之。戴氏
奴才本質已暴露無遺。

血者，又指血腥也。君不見野間之豺狼虎豹，以追
逐、生吞活剝花鹿羚羊為生存，其撕咬、爪抓、舌舔之
狼吞虎咽殘忍不可卒睹；其滿口鮮血足令人不寒而慄！
戴氏要香港人流血，正是他獸性的表現。杜甫《垂老別》
詩曰：「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佔中」是要在
香港製造另一場「安史之亂」，發起者戴某等就是當代
的安祿山、史思明，為了篡位奪權，不惜以港人流血作
代價和交易，其狼子野心令人齒冷。
嗜血源之嗜利。戴某原藉藉無名，鬱鬱而不得志；

「副教授」升正，還有一段苦讀寒窗的漫長過程。何處
是名成利就的終南捷徑？啊，香港政治現正混亂，部分
港人正渾渾噩噩。君不見，以暴力橫行之黃毓民、陳偉
業、梁國雄三丑，都可渾水摸魚進入立法會名成利就，
戴某豈能蟄伏而不一鳴驚人？幹，觸他個太平山下不太
平，使他個港人流血作賠本。於是便有「佔領中環」的
搗亂，接 又要港人流血滿足有名有利慾望。戴某把個
人名利建築在亂港、流血之上，其心可誅。
嗜血又源之嗜慾。《荀子．性惡》說：「妻子具而孝

衰於親，嗜慾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戴
某有學生不教而鼓吹「佔中」背叛師道精神，嗜慾而要
港人流血而自衰於民，思賞賜替洋主子亂港效勞而叛於
國，這就是性惡。按荀子的主張，性惡者必須以仁義和
刑法規範之懲治之。今戴某性惡嗜慾，就必須教之以
仁，以便使他脫離野蠻而走入文明；若他執迷不悟，就
應繩之以法，給牢獄之災以懲罰。這叫做善有善報，惡
有惡報。
戴耀廷在做 黃粱美夢，妄圖以「佔領中環」亂港，

中央就能聽其就範；今又以流血威脅，要舉行血災暴動
奪權，這叫做黔驢技窮、圖窮匕見。但是，螞蟻緣槐，
自誇「大國」；蚍蜉撼樹，不自量力。搗亂、失敗，再
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就是一切反動派的行動結果，
戴某的流血論也不例外。戴耀廷嗜血，與他決裂，香港
人終於看到他獸性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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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政府10月1日陷入17年來第二次停擺危機。
危機的導火索是共和、民主兩黨圍繞新財年政府預算
和奧巴馬醫改展開了激烈黨爭。兩黨決策者已經不止
一次地利用人為製造的危機逼迫對手就範，卻未顧及
其全球外溢影響。
美國兩黨在治國的經濟理念上存在深刻分歧，對醫

療體系改革的路線圖更是爭論不休，而他們考慮問題
的出發點卻不約而同—國內各項民調結果和自己的連
任前景。
但是，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財

政和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波及全球，財政懸崖、量化
寬鬆等經濟熱詞更是牽動 全球投資者的神經。兩黨
這種忽視全球影響的經濟決策態度，顯然缺乏必要的
大國責任意識。
此次，共和黨議員既不考慮儲備貨幣發行國所應履

行的國際責任，也未足夠關注外國主要債權人所持美
國國債已超5萬億美元的現實，竟以美國債務違約相要
挾，試圖讓白宮同意暫緩實施奧巴馬醫改。而美聯儲
主席伯南克等貨幣政策制定者把降低國內失業率當作
頭等要務，並不打算對美國超寬鬆貨幣政策收縮帶來
的全球資本流逆轉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資本市場劇
烈波動負責。
在奧巴馬總統任內，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連續

四個財年超過1萬億美元，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已超過
3.6萬億美元，美聯儲成為美國國債的全球最大官方買
家，美聯儲的托市政策客觀上有利於美國寅吃卯糧的
財政政策得以延續，而其他國家的市場人士則需要看
伯南克和美國國會議員的臉色行事。觀察人士批評美
國是在濫用「囂張的貨幣特權」。
此次共和黨將聯邦政府新財年預算同奧巴馬醫改相

綑綁，不惜造成政府停擺危機，這種激進的做法在美
國國內也引發強烈批評。奧巴馬雖已多次強調不應讓
兩黨黨爭影響世界經濟，但在此次財政僵局中，他止
步於電視鏡頭前的呼籲，未與兩黨國會領導人坐下來
開展實質性的談判。
無獨有偶，與白宮比街而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

2010年提出增加新興經濟體份額的治理改革方案，這
是改進當前國際經濟治理秩序的重要舉措，但兩黨把
持的美國國會卻久拖不批。
作為當前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大國，美國既不願

意承擔改良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的責任，其國內的黨爭
又一再引發全球負面溢出效應。長久而言，美國這種
態度將會持續影響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的有效性和穩定
性。

美國黨爭拖累經濟復甦

扮演好兩地合作橋樑窗口角色

中共十八大以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

近平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

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此次李源潮

會見港澳地區僑界委員時也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包含了繁榮穩定發展的港澳夢。這

意味 香港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香港的繁榮穩

定發展，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在港

澳地區生活、工作的僑界人士，必定將擁護「一國

兩制」、維護港澳繁榮穩定視為己任，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社

會和諧。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國家取得

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港澳僑界積極支持和參與祖

國現代化建設，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

獻，功不可沒。李源潮特別指出，港澳同胞和愛國僑

胞為內地引資引技引智、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發揮橋

樑作用。這反映了中央領導對香港僑界、商界的充分

肯定和鼓勵，與會的委員們歡欣雀躍，精神振奮。未

來，隨 改革進一步深化，國家開放力度加大，內地

國企民企走出去、外資外企引進來必將更頻繁，相信

三中全會在這方面有更多更好的政策出台，推動國家

經濟社會發展再上新台階，也為香港創造新的發展機

遇。香港僑界、商界樂見兩地擴大交流合作，在國家

發展中繼續扮演極其重要的橋樑窗口角色，發揮更加

重要的作用。

香港要尋找新定位 發揮新作用

回歸以來，香港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既維持「一國」的地位，也實踐

了「兩制」的特色；既保持高度開放和高度國際化

的特點，也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香港的利益。得到

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各兄弟省市的合作，香港的自身

發展取得可喜成績，為國家和民族的發展發揮獨特

作用。但香港各界也應清醒地看到，未來面對的困

難和挑戰不容低估，尤其是環球經濟復甦緩慢的陰

霾下，香港作為細小的經濟體難以獨善其身。中國

是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無論是跨國企業、

還是東西方國家都對中國趨之若鶩，希望加強與中

國的合作，尋求創造財富的機會。香港更應高度重

視和內地合作關係，挖掘在更廣闊領域和更高層面

上合作的潛力。正如特首梁振英在今年的國慶酒會

致辭所指：「世界在變化，中國在前進，香港要主

動和積極面對新的合作和競爭環境，要尋找新的功

能定位，要發揮新的作用。」

加強與內地合作是大勢所趨，這是互利雙贏的關

係，積極主動拓展與內地的合作，將為本港建立最

重要的經濟腹地和最龐大的體外經濟，鞏固本港經

濟的地位，令本港各行各業和各階層的居民直接或

間接得益。香港各界應該看清形勢，把握好自身發

展的方向，切忌故步自封、劃地為牢，消極對待兩

地合作；誇大兩地交流合作中出現的小矛盾，作為

抗拒合作的理由，借普選問題企圖發動「佔中」威

脅中央，損害香港與內地的互信，甚至別有用心地

煽動「港獨」，詆毀破壞兩地合作，這是損害港人利

益、斷送香港前途，必定會遭到廣大市民的抨擊和

抵制。

尋找合作新模式 提升香港競爭力

當前，世界經濟發展處於「十字路口」，中國的改

革也進入深水區。但是在實現「中國夢」的正確指引

下，新一屆中央領導正以無比的決心和魄力，帶領全

中國人民信心十

足、目標明確地穩

步前行。李克強總

理也強調，我們將

敢於擔當，攻堅克

難，全面深化和加

快改革，促進經濟

長期持續健康發展

和社會不斷進步。

新一屆中央矢志深

化改革，以改革促

發展，釋放更大的

改革紅利，培養經

濟的內生動力。深化改革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注重創新驅動來達成。這對

港商、香港同樣具有指導意義。

過去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模式主要是利用內地的低成

本，以照顧香港的利益為先。未來香港加強與內地合

作，必須以科學思維尋找創新模式。上海自貿區的設

立，向香港未來發展路向提出了新課題。面對新形

勢、新挑戰，香港既要進一步密切與內地的合作關

係，也要奮發自強、勇於創新，以積極態度迎接挑

戰，把握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帶來新的機遇，化壓力為

動力，用好中央挺港的各項措施，在新能源、環保技

術、資訊科技等方面積極配合國家發展的需要，為國

家的發展貢獻力量，也為香港提升競爭力、促進繁榮

穩定貢獻力量。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日前在北京會見了以陳有慶為團長的中國僑聯港澳地區顧問委員代表團

一行。李源潮勉勵港澳僑胞做「一國兩制」的擁護者和港澳繁榮穩定的維護者，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共同努力。李源潮的講話再次體現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對香港的

關心和重視。港企港商乃至整個香港，應該繼續發揮好橋樑、窗口的作用，根據國家發展的

最新形勢，準確釐定自己的新定位、新角色，以新思維及時調整方向，通過加強與內地的全

方位合作，為國家深化改革、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貢獻。

加強兩地交流合作 把握香港發展新機遇

在新一屆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中，德國總理安格
拉．默克爾領導的中間偏右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簡
稱「基聯盟」）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獲得了41.5%
的選票，贏得了49.3%的議會議席，離絕對性的勝
利僅差一步之遙。這5個議會席位之差使默克爾基
聯盟不能單獨組閣成立聯邦政府，只能同反對派組
成執政聯盟，要麼同社會民主黨合作組成大聯合政
府，要麼同綠黨合作組成小聯合政府。儘管還存在
一定的難度，但默克爾取得三連勝，三度蟬聯總理
寶座，已經成為德國、歐洲、全球的美談。來自四
面八方的讚美、讚賞之詞，對默克爾充滿了肯定和
支持、敬意和欣賞、祝願和期待。默克爾當之無愧
地成了全世界政壇耀眼的明星。
默克爾的勝利再次鞏固和增強她及其領導下的德

國作為抵禦歐債危機、歐洲經濟危機的中流砥柱的
地位和作用。歷史將記載和續寫默克爾作為德國的
明主領導德國走出金融危機，作為歐盟的盟主挽救
歐債危機，作為歐元區金主拯救歐元於既倒。這非
同尋常的劃時代成就，歷史性地鑄就默克爾成為歐
洲的「無冕女王」。

領導德國走出金融危機

默克爾作為德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女總理，而且是
三連霸的女總理，穩居德國權力的頂峰，是事實上
的新時代的「德國女皇」，親和親民的「女皇」，一
個大器晚成的平民「女皇」。默克爾雖然成了德國
最有權勢的女人，但仍然保持沉穩樸實、溫柔親和
的「媽媽」本色，並贏得了「媽媽」的愛稱和美
譽。事實上，她現在成了德國人尤其青年人愛戴的
「媽媽」！在默克爾競選廣告—一幅展示默克爾持
家理政、力挽狂瀾的招貼畫上，有人留言：「幹得
好，媽媽！」這充分表達了德國人對默克爾敬愛和
擁戴的心聲。
默克爾領導德國走出了金融危機、走上穩定增長

之路。在歐債危機的動盪歲月裡，德國經濟表現出
一枝獨秀，就業率是歐洲最高的，失業率是最低
的，社會也穩定，表現出一派「風景這邊獨好」的
景象。這自然使德國人體認感受到在默克爾領導下
有安全感和穩定感。默克爾在競選中向德國人民承

諾「2017年將比現在生活更好。」德國民眾對此充
滿期待，對默克爾也充滿信任。默克爾在對歐債危
機深重、瀕臨破產邊緣的國家如希臘及西班牙、意
大利等提供經濟援助、金融支持的同時，又始終堅
持要求這些國家實施緊縮政策進行財政和結構改
革。默克爾在擔當歐元區拯救者的同時，又堅持做
德國納稅人的保護者。這些都是德國人愛戴默克爾
「媽媽」的重要原因。

執政八年的默克爾總理，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帶
領德國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使德國在二戰之後從容
而快速復興了大國地位，成為了歐元區、歐盟、歐
洲的經濟中心、權力中心。默克爾率領德國取得的
劃時代的成就及發展模式將可能為實現「新歐洲夢」
開闢出成功之路。

堅持獨立自主外交 同美國保持距離

在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上，默克爾始終堅持低調
保守、沉 應變的方針，以德國利益為重、歐元區
一體化和歐盟團結為重，地區和全球和平穩定為
重，而且又能順勢而為，採取務實靈活的政策。儘
管默克爾在歐洲已樹立了不可動搖的權勢地位，已
無人與之爭鋒，但默克爾本 共克時艱、和平發展
的理念，從不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頤指氣使。默
克爾既沒有英國前首相鐵娘子撒切爾(港譯戴卓爾)
夫人那樣霸道，也沒有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那樣狂
妄。默克爾也未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中挑頭指手划
腳，說三道四，干預他國內政，更不輕易派兵參加
美國領頭發動的戰爭。她堅持獨立自主外交，同美
國的戰爭文化、戰爭政策、戰爭外交、戰爭行動保
持距離，同美國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這種獨立自
主、進退伸縮自如的對美關係，使得默克爾把更多
的精力和時間、財力和物力投入到克服金融危機、
發展本國經濟、解救歐債危機、促進歐洲經濟復甦
上，從而取得了空前的劃時代的成就，開啟了德國
和歐洲的默克爾時代。

促進中德關係進入新階段

在同中國的關係上，默克爾第一任期的前期，不
顧中國的嚴正警告，不吸取既往歷史教訓，堅持會

見披 宗教外
衣、從事分裂中
國活動的達賴喇
嘛。對此，中國
政府言必信、行
必果，冷卻了中
德關係。經過一
段失落難耐的時間之後，默克爾採取了現實的務實
的正確的政策，為了德國的經濟復甦發展，為了德
中關係的順利發展，決定不再會見達賴喇嘛，並在
人權問題上不與中國對抗， 力恢復和推進德中關
係，大力發展兩國經貿關係。因此，在其第一任期
後半期和第二任期同中國的關係有了全面的穩定的
發展，從而促進雙方的經貿關係和政治關係進入了
新的發展階段，使兩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也取得舉
世矚目的成就。
默克爾總理從不以其個人執政成功和德國成就居

功自傲，孤芳自賞，滿足現狀，裹足不前。正如德
國洪堡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霍爾特曼接受《環球時報》
記者採訪時所強調的那樣，默克爾還有更高的政治
願景和戰略目標：「強大的歐洲是默克爾的目標，
以便與中美組成一個新的『世界三角』」。這就是
說，默克爾總理要致力於打造中美歐G3世界格局和
新世界秩序。對此除美國、日本之外的國際社會是
會歡迎的。美國不歡迎是因為美國不希望默克爾把
歐洲團結成一極與之分庭抗禮，仍會 力於讓歐洲
成為一盤散沙為美分治所用。至於仍舊抱 軍國主
義野心的日本，自然很不情願被曾同為二戰法西斯
盟國但已改邪歸正的德國超過，也不甘心因中美歐
G3而被邊緣化。一貫主張世界多極格局與和諧秩序
的中國，當然希望和支持改造美國單極獨霸的世界
格局和秩序。儘管美國希望與中國組成G2共治世
界，而中國根本不願意同美結成G2。因為在G2
裡，中美不可能真正平等，美國必然維護其老大地
位，讓中國只能甘居老二服從和配合，這樣既不可
能有G2內的平等平衡，更談不上可能有世界格局和
秩序中的平等和平衡。而G3則可能形成三足鼎立的
制衡共治結構與機制，從而達到內部平等平衡和世
界平等平衡的新世界格局和秩序。

默克爾的成就與默克爾時代

沈家燊 中國僑商會副監事長
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 中國僑聯委員

蒯轍元

汪　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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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默克爾在執政的八年中，榮獲了七項「世界最有權勢的女性」桂冠，在《福布斯》今年發佈的「全

球最有權勢的女性」排行榜中，獨佔鰲頭，高居榜首。默克爾之所以能成為全世界最有權勢的女性，除了

時勢造英雄的時代環境條件鑄就之外，也同默克爾自身的素養素質、人格魅力、正直樸實、聰慧睿智、沉

穩和善、謙虛謹慎、堅強執 、勤勉奮鬥、集思廣益、善用機遇、務實決策、與時俱進等的修為和作為密

不可分。

■蒯轍元

■沈家燊

■中環是香港核心區，戴耀廷卻鼓吹港人

「佔中」流血坐監，其心可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