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自編自導自演的購買釣
魚島鬧劇，上演超過一年，收
視率不俗，成效卻不彰，賺了

兩聲吆喝，卻虧得一塌糊塗，看來鬧劇製作成本不小。
從資料來看，2013年上半年中日貿易比去年同期減近百
分之11，是時隔四年頭一回上半年貿易出現負增長，並
創上半年對華貿易最大赤字。
政府頂 千萬億的債務，出口數字又那麼不給力，內

憂外患的安倍政府近日只好咬緊牙關宣佈，從明年4月起
將日本的消費稅從目前的5%提高到8%，亦極有可能在
2015年末提高到10%。不少人都為安倍捏一把汗，安倍
政府何以下決心，鋌而走險提高消費稅。最新民調顯
示，只有17%的受訪者贊成提高稅率，而有24%的民眾
完全反對，反對聲音越大，越凸顯出安倍此番決策冒
險。曾經，有位叫橋本龍太郎的首相，就因為提高消費
稅率，而斷送了政治生命。安倍會否重蹈覆轍，不得而
知。

中日關係惡化日經濟受重創

嘗試理解安倍的出發點，他這也是無奈之舉。據統計
今年上半年中國大陸赴日遊客為52萬人次，同比減少
27%。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採取措施改善中國大陸遊客
人數減少的情況，但日本政府應該不會笨到不知道中國
因釣魚島產生的反日情緒吧。去年9月購島鬧劇上演後，
國慶長假出現零赴日團現象，日本旅遊業受到重創。隨
後汽車在華銷售量暴跌，時至今日銷量依然低迷。此番
中日貿易陷入僵局與前三次因外部經濟環境整體惡劣而
出現的負增長原因明顯相異，與中日關係惡化疊加影響
導致的負增長尚屬首次。究其原因，釣魚島事件的影響
因素少不了。中國是日本第一大經貿合作夥伴，不尋正
道設法改善中日關係，增加經貿往來，外部供給不足，
只能從國民手中拿錢。
從日本當下的國情出發，除加消費稅別無他策。日本

政府債台高築，是GDP的兩倍，卻只能靠稅收和發行國
債填補政府財政收入。可是日本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
老年人又幸福地掌握 六成家庭資產，若再加所得稅，
只會讓中間年齡層的人更加舉不起上有老下有小這個重
磅啞鈴，顯見，再提高薪俸稅、利得稅的空間不大。因
此，提高消費稅則人人無可規避，且相對平等，交多少
稅，取決於你花多少錢。相比起歐洲發達國家部分商品
為25%的稅率來說，亦不算過分。另一方面，政府一再
對內發國債，若不大量增加政府收入顯示政府有力償還
國債，那國債信用喪失，後果不堪設想。當然這也只能
解一時之急。

恢復與華友好才能重振經貿

但是，提高消費稅，中小企業及服務性產業面臨打擊
沉重。首先，小企業原材料成本一再上漲，利潤壓縮，
小老闆們被壓得喘不過氣。若中小企業無法支撐，衍生
的就業問題又如何解決呢？其次，低收入家庭的固定性
開支亦相應增加，生活水準受到影響。安倍雖然提出五
萬億日圓刺激措施，但能否對沖依然存疑。最後，不少
人喜歡到日本看櫻花喝清酒泡溫泉，日本政府也的確在
上月28號稱將推出旅遊刺激政策，對外國遊客在日本購買
的特色禮品等免除消費稅，以為遊客購物能退稅，旅遊
業或許不受影響。但消費稅囊括了服務性消費，清酒喝
了，溫泉也泡了，找誰去退稅呢？若旅遊、服務等重點
行業受到影響，拖累日本經濟發展的分量也不輕。
內耗不是長遠之計，發國債也是自己人哄自己人，日

本怎麼走回與中國友好經貿之路，才是安倍經濟學以及
政治學的要務。

在討論回歸的時候，在制訂《基本法》的時
候，英國人就通過了代議政制，培養反對中
國、擁護英國殖民勢力的政黨，這些政黨曾經
火燒《基本法》，表示不接受香港回歸祖國。
有些人物到現在還要說「結束一黨專政」，不
承認中國的主權。所以，從回歸的第一日開
始，他們就要反對特區政府，反對中央政府。
宣佈每逢7月1日就要發動反政府的遊行示威。
每逢10月1日就高呼「沒有國慶，只有國殤」。
討論政制發展的時候，他們就歪曲和挑戰《基
本法》，另搞一套，提出甚麼「公民提名」要
符合「國際標準」，符合國家體制的「真普選
方案」。這樣的所謂政黨執政制度，只會造成
一種不執行《基本法》的越軌現象。

香港缺乏「忠誠的反對派」

有人說，他們上了台，就會執行《基本
法》，如果不落實，其他政黨也可以做反對
派，把他們拉下馬來。這種講法是非常不實際
的，如果反對派有能力上了台，其他政黨擁有
多少選票？怎麼可以把這股勢力拉下來？西方
國家的兩黨制能夠成功運作，原因很簡單，兩
個政黨都是擁護憲法的，不會做出挑戰憲法的
行為。總的方向，就是落實憲法。所以，一個
政黨失敗了，他都會遵守憲法，會做忠誠的反
對派。
香港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歷史和現實條件，反

對派的核心哲學和意識形態，就是不認同「一
國兩制」，不認同中央政府，不認同中國主

權，不認同內地那一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要
支援內地的「民運」人士，建立「反共」政治
基地。他們要在香港和內地之間建立一個「絕
緣」制度，要令香港不服從中央政府，成為一
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基本法》寫明，行政長
官必須向中央政府負責。目前的反對派政黨，
某些人雖然嘴巴承諾擁護中央政府，但是，他
們整個政黨組織和成員，繼續堅持他們的政治
立場。由這些政黨產生的行政長官，絕對不可
能做到貫徹執行《基本法》，對中央人民政府
負責。最簡單的例子，這一類政黨的行政長
官，會落實《基本法》的二十三條，保障國家
的主權和安全嗎？看來沒有這個條件。如果倉
卒地實行政黨輪流執政，一樣是兩個陣營對
峙，互相角力，繼續內耗下去。
治理香港的政治人才儲備，本港各個政黨都

嚴重缺乏，完全稱不上合格的政黨，政黨執政
根本缺乏起碼的條件。要成為一個執政黨，它
的黨員應該有管治香港的能力，有國際的視
野，掌握世界科技革命和經濟發展的脈搏，有
共同的管治理念，有實際的領導能力，有政策
和策略的研究，熟悉國情和港情，能夠調和不
同階級的利益和矛盾，能夠掌握推動經濟發展
和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到現在為止，香港的
政黨基本上沒有做好執政的準備，沒有人才，
根本不可能湊夠執政的主要團隊。更重要的
是，現在基本上是公務員體制進行具體的政府
運作，他們的理念，和不同的政黨都格格不
入。在沒有人手的情況下，唯有臨急抱佛腳，

起用公務員擔任局長和副局長。所謂政黨執
政，掛起羊頭賣狗肉，虛有其表，結果所有現
在的深層次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

沒有法律控制外國勢力的顛覆行動

教育問題和輿論環境的條件，都不能配合政
黨執政。到現在為止，香港的教育政策，仍然
是沒有中國歷史課，並且停止推行國民教育。
在學校裡面，不少教師宣傳「抗中」的政治思
想，「一國兩制」的落實和推行，不可能因為
政黨執政而發生改變。人心回歸的過程，是漫
長的過程。如果反對派政黨人士上台，人心回
歸的方向，國民教育的方向，就會逆勢而行，
香港的情況更加複雜。與論的環境，現在已經
相當複雜。美國的傳媒，不論和某些政黨如何
密切，在編採方針上都不會反對自己的國家，
更加不會反對國家的憲法和現存的法律。但
是，香港官方營辦的香港電台，卻可以天天反
對自己的國家和特區政府。難道在缺乏良好的
輿論環境下，政黨執政有機會成功落實「一國
兩制」嗎？
外國勢力的歷史存在和現實存在，也會影

響政黨政治，到現在為止，沒有法律控制外
國勢力的顛覆政權和滲透活動，香港一些政
治人物仍然和外國勢力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外國的資金仍然可以輸送給某些政治勢力。
香港某些人仍然公開說，外國政府有權利干
預香港的政治，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已經
在聯合國登記云云。更加有外國政府表示會
給予反對派支援。如果實現了政黨輪流執
政，所有外國勢力都可以插手香港政治，控
制某些政黨，香港的政治鬥爭，就變成了國
際力量的角逐。國家主權和安全，就會受到
威脅，香港的政治風險系數就會大大增加。
政局不穩，不斷輪任政府，沒有可以預測的
連續性政策，如何吸引投資？香港根本經不
起這樣的折騰，資金撤走了，香港甚麼天然
資源也沒有，將會一沉不起。本來好端端的
一個香港，權力在愛國者手上，為甚麼要賭
博一鋪，要承受從來都沒有的風險？

「政黨輪流執政論」的盲點
徐　庶

曾淵滄博士

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李嘉誠對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

真知灼見，都是高瞻遠矚，洞幽燭微，切中要害，他

每次發表有分量的言論，例必受到社會輿論重視，這

不僅是因為李嘉誠作為本港工商界舉足輕重的代表人

物，其言論往往能夠反映商界的看法，分量和影響力

非同一般，更是由於長和系業務遍及香港和全球，多

年來成績斐然，充分體現出李嘉誠對於營商環境的敏

銳，其言論有高度參考作用。

李嘉誠反「佔中」影響力非同一般

香港商界最為關切「佔中」對香港營商環境的影

響。據香港商界民意調查公司在香港商界進行的一項

民意調查顯示，受訪商界人士認為會帶來「嚴重損害」

和「損害」的分別佔37%、45.7%，合計為82.7%。還有

13%的受訪者指會造成「輕微損害」，認為「不會損害」

的僅4.3%；同時，逾80%指「佔中」破壞香港金融中心

形象，76%指「佔中」不合法。可見，李嘉誠反對「佔

中」，不僅表達了他個人的意見，而且傳達了商界的立

場和呼聲。由舉足輕重的工商界巨擘表達反對「佔中」

的立場，分量和影響力自然非同一般。

中環是本港的經濟樞紐和金融中心，香港國際金融

和貿易運作80%集中在中環。「佔中」危害正常的商業

運作、股票市場、公共交通和警察服務，更嚴重影響

本港的國際聲譽。據學者估計，「佔中」若癱瘓中

環，香港每天損失起碼16億元。「佔中」的行動只要

令股市交易延遲1小時，就會令本港損失100億元的成

交額。中環有數十萬人上班，香港每天經過中環的車

流量超過50萬輛，「佔中」衝擊正常社會秩序，影響

數十萬人上班，影響社會的安定和市民的正常生活秩

序。「佔中」嚴重打擊本港整體經濟，受影響的是700

萬港人。李嘉誠傳達商界強烈反對「佔中」訊息，實

際上也是維護廣大港人的福祉。

李嘉誠擔憂「佔中」引發大規模社會動亂

最近，「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報章撰文，別有用

心指港人「為民主而坐過牢、流過血的，實在也是太

少」，煽動港人為爭取所謂真普選「付出更大代價」。戴

耀廷「流血論」暴露「佔中」就是「港版顏色革命」，

而「顏色革命」導致一些國家和地區發生動亂和大規

模流血事件。李嘉誠出生於潮州的書香世家，從小聰

穎好學。風雲突變，日軍侵佔潮州，父親教育救國的

理想泯滅，亦打碎李嘉誠求學治學的志向。1940年

冬，少年李嘉誠跟隨父母，冒 生命危險，歷經艱

辛，逃到香港。一年之後，香港淪陷於日軍的鐵蹄之

下。禍不單行，父親勞累貧困成疾，於兩年後鬱鬱謝

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擔落到李嘉誠瘦弱的雙肩上，他

不得不中止學業，獨立謀生。因此，李嘉誠最清楚動

亂是禍，穩定是福。李嘉誠反對「佔中」，擔憂「佔中」

引發大規模社會動亂，顯示他對港人生命財產的關

切，對港人根本福祉的維護。

「李家撤資」是違反事實的污衊抹黑謊言

李嘉誠縱橫商界多年，在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有業

務，與不少國家的政府都有打交道的經驗，深刻了解

到以暴力違法行徑爭取民主，最終帶給當地人民的只

有社會混亂與民生凋敝，這些例子在發生顏色革命的

國家俯拾皆是。身為一位對香港利益負責任的商人，

李嘉誠自然有責任提出警醒，警示社會「佔中」並不

能為香港帶來民主，相反只會窒礙落實普選。

針對近日李嘉誠從香港及內地「撤資」轉投歐洲的

傳聞，李嘉誠強調，他愛香港、愛國家，旗下兩大公

司長江實業和和記黃埔絕對不會撤資，這是出自心底

的肺腑之言。李嘉誠相信多年後長江實業和和記黃埔

都會屹立於香港，但

生意規模大小會隨香

港及世界的政治和經

濟情況而作出決定。

當然股東的利益，他

也要負起絕對的責

任。李嘉誠指出，買賣資產是商業決定。實際上，過

去十多年，李嘉誠最少在四個國家出售了以數千億元

計的海外電訊業務，其中英國的一項價值最大。但今

天李嘉誠又再在英國進行其他投資，而且在將來不一

定只出售香港及內地項目，也有可能會出售部分外國

項目。有人散布「李家撤資」謠言，是完全違反事實

的污衊抹黑謊言。

李嘉誠是港人和華人社會愛國愛港典範

李嘉誠多次重申，即使是少賺錢，但只要稍有盈利，

能夠向股東交代，而又能夠為香港創造就業機會，他仍

然選擇投資香港。李嘉誠表示他本人「講愛國、愛香

港，唔只自己講」，更花時間「做緊生意上及生意以外

的，包括在支持教育及醫療等社會公益事業上的投

入」。李嘉誠旗下佔三分之一身家的李嘉誠基金會，亦

主要資助香港及內地。李嘉誠是港人乃至華人社會中愛

國愛港的典範，他不僅被國際社會視為華人商業文明的

代表，而且他對香港和內地公益事業的貢獻，對香港和

內地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亦使他成為舉世推崇的愛國

愛港的典範。李嘉誠身體力行所展現的愛國愛港的價值

觀，是香港核心價值寶庫中最珍貴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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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商終於向政府的辣招低頭，新鴻基地產剛

剛推出的天璽樓盤的貨尾單位大減價，以代付大

部分辣招內的印花稅及其他優惠，變相大減價。

兩年前，政府第一次推出特別印花稅（SSD），

表面看來，對樓價有打壓作用，當時樓價的確是

下跌了。但是，當時打壓樓價的真正原因不是特

別印花稅，而是歐債危機。後來，歐債危機過去

了，樓價又開始上升，第一次推出的辣招不辣的

原因之一是辣招有漏洞，人們可以通過以有限公

司來持有物業，然後轉換有限公司的股東就行

了，避開一切稅務。

第一次辣招失效，第二次辣招在去年底推出，那

是買家印花稅，凡非香港永久居民買樓都得交這個

買家印花稅，是額外的徵稅。這一招有用，豪宅價

格被壓住了，無力再升，走法律漏洞的人也無法利

用以有限公司來持有樓盤、然後轉持的方法避稅，

因為有限公司買樓一樣要交買家印花稅。

這個方法也曾經有效了一段時間，但是數個月

之後，樓價再升。

囤貨影響辣招效用

樓價之所以再升，是因為買家印花稅只在壓豪

宅價格，豪宅的買家多是非香港永久居民。但

是，除這些人之外，香港仍有許多人想買樓，理

由是銀行利率真的太低了，一些退休老人，過去

把錢存在銀行，靠收利息過日子，如今利率如此

低，如何靠收利息過日子？沒辦法，只好冒險投

資，買樓收租算是最保守的投資工具了，遠比買

股票好，老人認為買樓收租的風險比買股票低。

還有，買家印花稅推出後，地產商變陣，大力宣

傳商業地產、車位的投資價值，於是，人們又一

窩蜂地搶購商業地產與車位。搶購的結果是，一

般價格不高的住宅樓盤的價格也上升了，對退休

老人及其他所有的長期投資者而言，特別印花稅

嚇不倒他們，因為這些人打算買樓長期收租，不

必交特別印花稅，買家印花稅與他們無關，因為

他們是香港永久居民，不必交。
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香港的地產商財力雄

厚，銀行利率
低，他們有持
貨 不 賣 的 能
力。今年上半
年，大部分地
產商都減少賣
樓，市場的供
應少了。
也因此，政

府第三次推出
辣招，即雙倍
印花稅，雙倍
印花稅把長期
投資者、退休
老人買樓收租過日子的念頭打掉了，交了雙倍印
花稅等於三、四年的租金沒了。
不過，樓價沒有因此而大跌。基本上，過去半

年，樓價指數是不升不跌，其中一個很大的理由
依然是地產商財力雄厚，寧可不賣也不大減價。
這一回，新鴻基地產終於決定大減價，樓價走勢
就很值得留意。

地產商劈價 後市值得留意

長實主席李嘉誠9月17日會見傳媒時，明確表達反對「佔領中環」，並

強調愛香港、愛國家，絕對不會遷冊。作為本港工商界巨擘，李嘉誠不僅

清楚表達了商界反對「佔領中環」的強烈訊息，而且更顯示出一位愛國愛港商人對香港前途

的真摯關切。事實上，李嘉誠和商界也支持發展民主，但希望香港的民主是沒有動亂的民

主，是不需要流血的民主，是不會損害營商環境的民主。李嘉誠傳達商界強烈反對「佔中」

的訊息，實際上也是維護700萬港人的福祉。

最近一個時期，有人提出了「政黨輪流執政論」，彷彿只要

香港允許行政長官擁有政黨背景，在立法會領導一個大的政

黨，香港所有的問題都能解決，天下太平，經濟發達，民生改善。事實上，香

港的深層次問題，在於人心的回歸和政治人才的準備不足所造成，即使實行了

政黨執政，這些問題都得不到解決。「政黨輪流執政論」其實存在大盲點，任

何理論都要反映實際，都要解決實際問題，恰好「政黨輪流執政論」沒有聯繫

實際，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法，存在許多盲點，完全是紙上談兵，結果，政黨上

台了，卻出現了更多的弊端。

李嘉誠反「佔中」維護700萬港人福祉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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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府提高消費稅只解燃眉急，重返中日友好經貿

之路才是改善日本經濟的正道。

■楊志強

■曾淵滄

集見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