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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面面觀
近來油價大跌，世界各地就油市前景議論

紛紛，本人也來湊湊熱鬧。
據本人不久前研究所得，1973至2004年
30年間，九成時間的油價徘徊在12至30美
元一桶，上下極限為10至40美元，此乃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前2.5美元的四倍。
其後，油價於2004至2008年四年間狂升四
倍，預期至2030年油價會維持於此一區
域，即大部分時間徘徊在48至120美元之
間，兩外極限為40至160美元，是統計學上
所謂「模型界限」。
模型界限的形成，反映油價大部分時間沉

浮在模型的中部價位，在兩外極限逗留的時
間短暫。現時美國西德州原油最低見57美
元，明顯接近此一界限的底部，因此下行幅
度有限，最多可能跌至兩極下限的40美
元，但為時甚短。
從經濟學分析，油價過低時，市場的供求

因素會自然調節，價格最終會回歸至合理水
平：低油價鼓勵石油消費，需求自然上升，
但阻礙了高成本石油的開採及生產，變相壓
縮整體石油供應，例如美國的頁岩油、北海
及巴西的深海油等，後者的開採成本達
70、80至100美元一桶，油價過低明顯不利
其發展。
巴黎國際能源署預計，明年全球經濟增長
放緩，石油需求增長會放緩，但石油供應持
續增加，美國頁岩油亦維持增產。是否暗示
油價將跌跌不休？
現時不少西方權威性報章及雜誌紛紛預

言，油價將繼續下行，甚至有機會長時間在

低位徘徊。但依上文分析來看，石油陷入
「熊市」的機會甚微，明顯是有一股勢力存
心壓低油價。

石油陷入「熊市」的機會甚微
一些西方論者批評，這次石油輸出國組織

拒絕減產，乃落井下石，令油價雪上加霜。
然而，自1982年出現石油過剩後，油組已
大不如前，加上過去數十年，大部分成員國
只作口頭承諾，大多沒有切實執行生產配
額；因此，就算油組這次同意減產，亦未必
可力挽狂瀾。
傳聞西方國家此次推低油價之目的有二：

第一，懲罰俄羅斯在烏克蘭「鬧事」。第
二，對付油組中與美國抗衡的國家，如伊朗
及委內瑞拉。石油出口為上述國家的重要經
濟支柱，油價大瀉必然打擊當地經濟。
值得留意的是，油組成員國之間一直存在

分歧，可分為：以沙特和科威特為首、需要
西方國家軍事保護的溫和派，及以伊朗和委
內瑞拉為首、與西方勢力抗衡的鷹派。西方
評論批評油組「落井下石」，是否有意趁機
投隙、分裂油組？恐怕只有局內人知。
此等西方媒體巨頭對油市的評論疑點重

重，明顯不過，但不少香港評論員，尤其年
輕一輩，卻照單全收，顯然是缺乏國際視
野、自主批判及分析能力的表現。
必須正視的是，若油價低企數年，油組成

員國固然受累，但對西方國家是否真的有利
無害？尤其美國近年積極發展頁岩油此高成
本行業，油價長時間低迷將大大窒礙其發

展。再者為求減排，西方國家一貫提倡以高
油價政策壓抑石油消費，及扶植可再生能源
及電動車等替代品市場。油價大跌明顯與上
述方針政策背道而馳。
近年不少權威能源機構預計，中國將超越

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石油消費國。可見中國是
低油價的得益者，中央政府應利用此良機，
積極收購海外油田及石油權益，並增加石油
戰略儲備，未雨綢繆。據報中國目前擁有相
當於近三十天原油進口量的石油儲備，比原
定計劃多十五天儲量。
多年來，世界地緣政治關係皆盤根錯節，
國與國之間偶有摩擦，時有合作；同一外交
策略上，此國受挫，彼國得益，但影響到自
身長遠利益時，會適時轉變外交手腕，故國
際局勢如此波譎雲詭。油市亦同樣變幻莫
測，油價縱然大跌一時，但最終會回歸長期
移動平均值。
若應用外滙及股票的技術分析，國際油價

由今年六月的106.5美元，跌至近日57美
元，從走勢上看只屬調整浪，而非長期趨勢
逆轉的表現。此等調整浪一般年內會見底，
意即油價將於明年六月前觸底回升。是次油
價大跌，國內外石油行業股皆被看淡，部分
股價在過去半年蒸發了三四成。最近黑石
（現為世界最大的私募基金）建議投資者趁
低吸納此等股份，此說有合理之處。在期油
市場的投資者，現時應該趁低平掉淡倉獲
利，切忌輕信「熊市」傳言繼續沽空，以免
損手。

（作者電郵：larryc@hkb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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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是緊跟李柱銘的「跟班」，當然明白這個時
候邀請外國干預香港，香港的反對派就需要衝鋒陷
陣，以動亂內外呼應，才能吸引到西方國家的配合。
所以，戴耀廷近日鼓吹兩件事：第一是鼓動香港青年
人越來越激進，相信香港一定會發生暴動。第二是極
力煽動青年人在聖誕節平安夜和新年來臨倒數的時
候，進行「鳩嗚」「流動佔領」。

戴耀廷煽動騷亂以便外國介入
講完了暴動，戴耀廷話題一轉，立即轉到了英國下

議院外委會早前被拒來港一事，戴耀廷說，《中英聯
合聲明》寫明兩國完全同意聲明內容並予以實施，在
國際法上，簽訂國有權利要求另一方履行。戴耀廷這
種說法，根本是企圖把水攪渾，歪曲聯合聲明內容。

戴耀廷應該知道，聯合聲明根本沒有提到普選行政長
官，只不過是使用了「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
商產生」的字眼，英國的馬仔李柱銘用捍衛聯合聲明
的方式，要求再組織「八國聯軍」向中國施壓，完全
白費心機。
英國人簽了字，當然要承認「選舉或協商產生」就

是聯合聲明的內容。戴耀廷當然明白現在香港討論普
選行政長官，絕對和英國無關。聯合聲明的附件二，
講得更清楚，英國的權力不過是負責交接政權，以中
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方式參加交接政權的安排，除此之
外，聯合聯絡小組什麼角色和權力都沒有。英國今天
什麼角色也沒有了，更加沒有什麼道義責任。如果他
們要捍衛聯合聲明，他們就要去堅決捍衛聯合聲明的
附件二，即英國的角色早已經玩完了，香港的事務已

經是中國的內政，英國無權插手。
李柱銘和戴耀廷的意思：只要香港反對派搞動亂，

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這樣，「八國聯軍」就有藉口介
入，迫使中國改變基本法。這是異想天開。一個英
國，固然無權干涉中國內政，八個西方國家加起來，
一樣無效。英國舉行聽證會，沒有理由把香港當成是
英國的一個地方政權，傳召香港的反對派議員到英國
國會作證，這算是什麼？分明是想把香港問題當作是
英國內政，真正是非分之想。所以，英國的議員是自
取其辱，自討沒趣，中國不予英國議員發出簽證，不
讓英國干涉香港的政制事務，完全是維護主權和治權
的表現，所有主權國家都會這樣做。包括英國也會這
樣做，難道英國會同意外國的議員訪問英國，聲言要
監督北愛爾蘭和倫敦的協議實施的情況，英國會對外
國議員發出簽證嗎？一樣不會。

古有秦檜今有李柱銘戴耀廷
李柱銘、戴耀廷一直宣稱，他們是為香港爭取民

主，為香港下一代享有自決權。這是一種包裝。實際
上，他們是在出賣國家的主權和管治權，裡通外國。
全世界爭取民主，就是爭取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爭
取當外國勢力的附庸。這哪裡是民主？這是假民主、
真賣國。

李柱銘、戴耀廷講了很多好聽的說話，其實都是煙
幕，假的。他們的動機就是為外國勢力服務。李柱銘
在八十年代末，就是跑到外國去，要求美國制裁中
國，說中國政府只有六個月的壽命，結果失敗了。九
十年代末，李柱銘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殺害中國人辯護，在立法會為美國洗脫罪名。香港討
論普選行政長官事宜，李柱銘今年4月又跑到了美國
去，和美國人討論「佔中」策略。「佔中」已經讓港
人雞毛鴨血，
現在李柱銘更
要求「八國聯
軍」干預香港
的行政長官選
舉 ， 這 些 手
段，並不是爭
取民主，是把
中國的利益和
安全出賣給外
國 。 古 有 秦
檜，今有李柱
銘、戴耀廷。
他們是典型的
賣國賊。

高天問

李柱銘戴耀廷妄圖組織「八國聯軍」反華
「佔中」已經潰不成軍。李柱銘、戴耀廷兩師徒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向洋人請救兵，企圖掩

蓋「佔中」的失敗，並且希望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捲土重來，發動第二次「佔領」。李柱

銘趁英國舉行關於香港問題的聽證會機會，向洋鬼子提出呼籲，指「當年美國、加拿大、

日本及歐洲國家都曾有份大力支持《中英聯合聲明》簽訂，這些國家應該一同干預香港，向

中國施壓」。戴耀廷也大力附和，配合李柱銘的反華大合唱。李柱銘和戴耀廷妄圖組織「八

國聯軍」反華，再次暴露兩人的賣國嘴臉。

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就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舉行聽證會，
並邀請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等人到英國「作證」。
在會上，吳文遠七情上面的上演「哭秦庭」鬧劇，「哀求」英方要重拾
在聲明中的權利，並監視香港的民主進程。他還稱英方過去的17年為香
港所做的並不足夠，以至於香港在回歸前十年裡，民主進程止步不前。
吳文遠更肆意抹黑「一國兩制」，指「佔領」行動必定會發生，原因是
市民都希望爭取「公民提名」云云。吳文遠說的每一句都是大話，都沒
有事實和法律的根據，他的謬論不過是為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政改製造
「理由」。任何稍有國家民族意識的政治人物，都不會出席這樣一個別
有用心，志在干涉別國內政的聽證會。但吳文遠、劉慧卿卻興高采烈地
赴會，說明他們甘於當「港版吳三桂」，無時無刻都想打開香港城門，
放外國勢力「入關」，以圓他們的奪權美夢。
這個所謂聽證會，是源於早前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聲稱要來港
「調查」中英聯合聲明實施情況，被中國政府拒絕。部分英國議員碰了
一鼻子灰，心有不甘之下搞出這樣一個聽證會以圖向中國還以顏色，並
且為反對派提供「越洋聲援」。因此，這個聽證會本質上就是為了干預
中國內政，插手「雨傘革命」及政改事宜，是一個不懷好意的會議。在
這樣的情況下，吳文遠、劉慧卿等反對派政客竟然應其邀請赴會，顯然
就是為配合外國勢力的干預行動。這也是繼陳方安生與李柱銘今年4月訪
美「告洋狀」勾結美國政客插手「佔中」之後，反對派與外國勢力勾結
破壞「一國兩制」的又一罪證。吳文遠、劉慧卿的行徑與出賣國家主權
無疑，這樣的人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區都會被人唾棄。
事實上，《中英聯合聲明》的主要工作於1997年6月30日已經結束，
當香港交還中國後，英國對香港已經沒有任何主權、治權、監督權，以
至所謂道義責任。而且，英國國會在1989年已經辯論過基本法草稿，並
議決草稿準確反映《中英聯合聲明》內容。這樣，在回歸之後英國對港
還有何權力可言？英國國會搞出這樣一個聽證會，本身已經是名不正言
不順，擺明車馬就是要借題發揮，介入香港政改。然而，外國勢力搭了
棚，也需要一班小丑演員才能夠成事，於是便安排一班受外國勢力「豢
養」的政客來英國「告洋狀」，「協助」外國勢力插手港事。可笑的
是，吳文遠過去不是一直強調「佔中」是港人自發，但何以卻不斷呼
籲、配合外國勢力的介入？既然是香港人自發，為什麼他們要到英國
「哭秦庭」，哀求無權無責的英國「調查」「佔中」？說穿了，就是屁
股決定腦袋，必須緊跟外國主子指揮之故也。
吳文遠、劉慧卿由始至於都不過是與英國國會互扯貓尾，兩人以香港
政客的身份要求英國介入政改，為英國製造插手政改的「理據」，之後
英國議員就可對香港政改說三道四，配合反對派的「奪權行動」，這就
是這場聽證會的真正原意。而吳文遠、劉慧卿正正是扮演了最為關鍵的
「港版吳三桂」角色。然而，今日的中國並非當年李自成的大順皇朝，
吳文遠、劉慧卿儘管裡通外國，但卻難以撼動中國分毫，更不可能影響
到人大的政改決定。吳文遠、劉慧卿最終能夠爭取到的，不過是一個
「漢奸」的駡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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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佔中」期間，我們發現部分參與的青年學生表露出對中國公民身
份的抗拒。在「佔中」前夕，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發的《學苑》就毫不忌
諱地談論「香港獨立」，完全脫離了香港大學學生「認祖關社」（認識
祖國，關心社會）的優良傳統，說明這種思想傾向亦存在於擁有高等學
歷的青年之中，並不限於「雙失」青年。「佔中」期間，一些諸如「香
港命運自決、香港不屬於中國、香港獨立」等口號，亦在金鐘、旺角出
現。
近來有人提出要重新部署基本法第23條立法；在教育方面，也可能重
啟國民教育，培養下一代的國民身份認同。筆者認為，國民教育必須建
立在歷史認知、歷史經驗、國家觀念之上，否則，單純讓學生「認識祖
國」，未必奏效。對內地民眾而言，這是從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至建國後各種波折的「共同記憶」。此「共同
記憶」使人明白中華民族建立國家、立足世界的意義。正如很多學生出
國後，民族自豪感大增，就如2011年利比亞戰亂和大撤僑，催生了報告
文學《國家》的誕生。
現在的一些青年，既不懂歷史，又不知何為國家，他們的視野中只有

政府和市民。香港有些激進的言論說要「讓香港斷水斷電三個月」，以
為這樣能夠讓人明白國家的意義。在現實中，我們肯定不能採取如此激
進的辦法，但今後兩地青年交流，也不應局限於遊覽名勝、吃喝玩樂的
層面。在「關社認祖」的年代，香港的學生對國家並不是過客式的走馬
看花，他們的視野建基於對祖國的感情上，希望深度了解自己國家的現
狀和發展，並期望為國家發展奉獻力量。
讓本港學生深入內地，了解國家困難的一面，甚至安排他們前往苦寒
偏遠的邊疆或南海島礁；感受一下各行各業發展的情況，啟發他們思考
所處的香港和自己的現狀，如何配合國家發展，發揮自己所長，促進國
家進步。只有這樣，香港青年才能認識到國家的安定繁榮是建立在怎樣
艱難的條件之下；反之，單純的遊覽和玩樂，同外國遊客無異。
過去，中央和港府投入大量資源舉辦交流考察團，所費甚鉅。未來，

促進香港學生認識祖國的活動應繼續開展，在活動目標和意義上、方式
上、內涵上，都需要重新考量。很多國家或地區的青年都將他們的人生
發展注目於中國大陸。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本港學生應向中國其
他的省市、自治區青年一樣，放開懷抱，在祖國大地馳騁。香港的青年
工作，不應僅是以香港的視角自我設限，否則投入再多資源，也只是倒
入了維多利亞港。

重
建
學
生﹁關
社
認
祖﹂
傳
統

黃國恩博士
執業律師 黃大仙區議員

從速從嚴將「佔中」搞手繩之以法

經過整整79天的「佔領」行動，特區政
府最終依法完成清場！市民和「佔領區」的
商戶都拍手稱快，適逢聖誕假期將至，大家
都可以過一個「無障礙」的節日！

「佔中」組織者禍港之心不死
經過多天的擾攘、阻路、衝擊、辱警、

破壞秩序，非法「佔領」鬧劇終於閉幕
了。場雖然清了，路雖然通了，亦拘捕了
一些「佔領者」，但看來事件還未結束，
亦不足以令他們真正地退場。部分「佔領
者」毫無悔意，好像非要置香港於死地不
可、非要數百萬無辜市民陪葬不可！君不
見戴耀廷清場後，還對傳媒說什麼「佔
領」雖被清場結束，但「雨傘運動」將會
繼續，若和平非暴力爭取不奏效，不排除
推動民主的方法會趨向激進；而黃之鋒則
大言不慚地表明明年必然會再有「佔領」
行動；學聯更囂張地呼籲發起什麼「不合
作運動」，要求市民「抗租拆稅」；旺角
晚上則有「鳩嗚團」；尖沙咀則有所謂
「報佳音」鬧劇等等。這些擾亂秩序且騷
擾市民及商戶卻又損人不利己的行為，令
香港變得永無寧日！

為什麼清了場還會這樣呢？筆者認為皆
因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因為組織或參
與這場「佔領」運動而坐牢，部分「佔領
者」因此仍然持續這個破壞香港的行動。
他們爭取的所謂「真普選」是偽議題，而
「公民提名」則是完全違反基本法，相信
他們亦心中有數。可惜部分「佔領」人士
仍然一意孤行，完全沒有商量餘地。他們
蔑視基本法、蔑視特區政府，甚至視中央
如無物，鼓吹什麼「香港自決」。他們聲
稱代表香港人，卻又說不清誰授權給他
們，事實上大部分港人反對「佔領」，他
們卻置若罔聞。現在的所謂「不合作運
動」既幼稚又可笑（尤其是「鳩嗚」和
「報佳音」），不但連累了很多無辜市民
生活，影響商戶生意，而且破壞了香港的
安定、破壞了香港的經濟、破壞了香港的
法治，搞得天怒人怨，令人反感。

搞手不坐牢不會流眼淚
既然政府已清場了，下一步就是要嚴正

執法提出檢控，才能彰顯法治，香港才能
回復正常秩序。十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於金鐘清場當天才出現在金鐘「佔領

區」，坐在地上抽水「博拉」，他們都希
望塑造自己是這場運動的「英雄」，抽點
政治油水，但這些政客並非傻子，他們做
每一件事都是充滿計算的。筆者猜想他們
已預先作過評估，依仗自己是立法會議
員，而且人數眾多，加上按以往經驗，律
政司檢控這些帶有政治性質的案件時，往
往最終都不予檢控，要不就是以較輕罪名
起訴，法院亦傾向輕判這類犯事者，例如
罰款了事，往往搔不癢處！難怪這些政
客膽敢坐在那裡演這場政治騷。事實是示
威者被捕後遲遲未有起訴，如李卓人、何
俊仁等人今年七月亦曾經被捕，但至今仍
未被檢控，周永康、黃之鋒等「雙學」頭
頭也是一樣，不止一次被捕。這樣會帶出
一個極差的信息，就是犯事被捕沒有什麼
大不了，有些人甚至被捕後拒絕保釋，根
本就沒有把法律放在眼內。
犯法不用付出代價，誰會遵守和尊重

法律呢？因此犯法者愈來愈放肆，慢慢
地不單不尊重法律，還直接踐踏法律，
視法律如無物，同時也會導致更多人犯
法。因此要維護法治尊嚴，就要公平公
正公開地把犯罪者迅速送上法庭接受法
律制裁，還無辜市民一個公道！假如有
「佔中」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如何俊
仁、梁家傑、李卓人等）及「雙學」頭
頭（如周永康、黃之鋒、梁麗幗之流）
在此刻被法院判處坐牢之刑，必能起到
震懾作用，光是一條「組織非法集結
罪」最高的刑罰已是監禁五年，讓人知
道犯法會有嚴重後果，搞事者行動前才
會三思，可有效阻止他們繼續作出非法
行為，甚至是重新「佔領」。

這場非法「佔領」行動歷時79天，對香港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亦
導致多人包括警務人員受傷，事件嚴重破壞公共秩序和社會安寧，絕非
一般非法集會，相信法庭在考慮了這些因素後，會對「佔中」的始作俑
者和組織者判以較重的刑罰，大家要拭目以待了。筆者認為，律政司應
無畏無懼地依法作出檢控，根本不用理會政客及學生口中常說的什麼政
治事件政治解決，因任何人均不能以政治作為犯法的擋箭牌，否則法治
將蕩然無存。政府應從速從嚴將「佔中」始作俑者及組織者繩之以法，
以彰顯法治權威，恢復港人對法治的信心。

■責任編輯：王曦煜 2014年12月20日（星期六）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陳方安生及李柱銘在7月時會見英
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
爾，兩人更公然要求施維爾干涉港
事，指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
簽署國，有法律及道義責任確保中英
兩國政府履行協議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