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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方案被反對派否決之後，社會都期望能夠聚
焦經濟民生，不要再糾纏政爭耗費光陰。然而，樹
欲靜而風不息，反對派口頭說不會阻止各項利民政
策，但卻是講一套做一套，尤其以創科局作為重點
狙擊目標。在早前的內務委員會上，反對派就故意
提出引用特權法調查高鐵工程延誤和超支事件，工
黨李卓人直認，此舉就是要令隨後的財務委員會因
為時間不足而不能展開第三節會議，進一步拖延設
立創科局的撥款申請。創科局已經因為反對派的不
斷「拉布」，討論了三年至今仍議而不決，令香港
浪費了許多時間和機遇。反對派至今仍然不肯收
手，理應受到社會輿論譴責。

設創科局關係香港長遠競爭力
從議會規程上講，立法會議員有責任處理會期內的

所有議程，並且作出表決，這是立法會議員的職責。

當局早已經將設立創科局議案提到立法會審議，只因
遭到部分議員的「拉布」阻礙，而一拖再拖。現在有
關議案既然已排上議程，議員就有責任處理，而因應
審議進度加開會議也是應有之義。議員有責任完成手
上工作，追回浪費了的時間，豈能因為各種理由而罔
顧議員職責？正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指出，財
委會有責任在休會前處理所有議程，反對派故意「拖
會」是不應該，再拖延利民項目亦會導致造價上升。
從香港整體利益上講，商議多年的創新及科技局正

進入最後大直路，業界及市民都期望盡快設局推動本
港的創新科技發展。在全球步入知識型經濟之下，科
技對於一個經濟體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各地政府都在
大力發展科技產業。在亞洲四小龍當中，除香港之
外，其他基本上都已成功轉型，實現經濟結構多元
化，特別在科技發展上力度尤大。例如新加坡政府就
採取了強力的扶持政策，推動當地的高科技產業由電

子信息擴展至製藥及生物工程，成為了經濟的重要火
車頭。比較而言，本港在創新科技發展上卻遠遠落後
於競爭對手。
根據《全球競爭力報告》資料顯示，香港在創新元

素中排名第二十三位，比台灣的第八位、新加坡的第
九位和韓國的第十七位還要低。而《全球資訊科技報
告2014》亦指出，香港在政府應用方面排名第二十四
位，基建和數碼內容則排名第二十六位，是亞洲四小
龍中最低。本港在創新科技發展上裹足不前，已經嚴
重窒礙整體競爭力。
其實，本港在發展高新科技產業方面本來具有明

顯的優勢，如完備的市場經濟制度，較強的科技成
果商品化以及產業化能力，國際金融中心的融資能
力，高等院校大批優秀科研人才等。過去未能善用
這些優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專職的決策局推動科
技產業發展。周邊科技發展成績斐然的國家及地
區，無不設有高層級政府部門，對科技發展作出規
劃並落實有關政策。因此，本港設立創科局已是刻
不容緩，也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甚至部分反對派
議員包括莫乃光等，過去呼籲當局要盡快設局，但
設局的建議竟然在立法會上被拖延三年，包括莫乃
光等業界議員竟然因為政治原因而進行「拉布」，
令香港白白失去寶貴的光陰和發展機遇，這些議員
完全是「拉布」拉昏了腦。

建制派應為創科局保駕護航

特首梁振英一直關注香港創
新科技的發展，過去多次公開
呼籲立法會議員支持成立創科
局。今年3月，他為「香港資
訊及通訊科技獎」擔任頒獎嘉賓後，以《齊心協力推
動創新及科技》為題撰文，在大讚得獎作品都是創意
洋溢和非常實用的發明的同時，指出「香港樹上無椰
子，地下無石油，一切發展全賴人，而充滿創意的人
才是我們社會繼續向前發展的重要動力」。確實，香
港沒有天然資源優勢，憑藉的是人才。21世紀是創新
科技的年代，設立創科局不但有利科技發展，更可以
為香港大批科技人才提供發揮才幹和創意的空間，關
係青年的發展前景，也關係香港的未來，斷沒有繼續
「拉布」阻撓之理。反對派如果繼續拖延，就是對不
起廣大市民。
在「後政改」時期，市民都期望反對派能夠止息政

爭，聚焦經濟民生，落實各項利民措施以及推動創科
局成立，正正是聚焦經濟民生的主要體現。但在當局
連番伸出橄欖枝下，反對派依然死性不改，執意拉布
與民為敵，再次暴露反對派「反民主」的本質。反對
派已經扼殺了市民普選特首的權利，現在更要扼殺市
民的發展權利，這是將自己置於市民的對立面，必定
遭到「票債票償」的結局。建制派一直以維護市民利
益為己任，現在更應該大力支持創科局成立，團結一
致在議會上阻止反對派「拉布」，為創科局保駕護
航，捍衛香港的整體利益。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設立創科局刻不容緩 反對派「拉布」與民為敵
特首梁振英希望財委會下周二至周六加開5日會議，以盡快審議本立法年度餘下民生項目

和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創科局已經在立法會上拖延三年，香港不能無止境地等下去。

21世紀是創新科技的年代，設立創新及科技局不但有利科技發展，更關係香港的長遠競爭

力，關係青年的發展前景，設局已是刻不容緩。在「後政改」時期，市民都期望反對派能夠

止息政爭，聚焦經濟民生，但在特首連番伸出橄欖枝下，反對派依然死性不改，執意「拉

布」與民為敵，再次暴露反對派「反民生」的本質。議會不容少數議員騎劫，香港前途更不

容反對派綁架，建制派議員有責任為創科局保駕護航，確保創科局如期上馬。

朱銘泉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工商聯常委

聚焦經濟民生 為港創造新景象

政爭不休是一場災難
討論了近兩年的政改方案最終被否決，

中央和香港各界為之作出的努力付諸東
流，廣大市民都感到失望、可惜。特區政
府、市民為推動政改、落實普選做了大量
工作，政制發展結果還是原地踏步，其間
更發生違法暴力的「佔領行動」，令香港
幾乎癱瘓，法治遭受前所未見的衝擊，社
會更被嚴重撕裂，也讓市民認識到，執着
於無休止的政治爭拗，對推動政改於事無
補，卻動搖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造成難
以估計的經濟損失，代價實在太大。政改
過後，社會上有聲音立即要求「重啟政
改」，被主流意見認為不切實際。今年
「七一」的遊行，人數大幅下降，足以證
明市民厭倦政爭，不希望香港過分側重政
治、忽略發展的情況延續下去。
當然，本港有人仍然認為，政制問題一日

未解決，爭議仍會延續，政府難以將全副精
力集中於改善民生上。事實並非如此，政制
發展影響固然深遠，但並非決定社會其他發
展的前提和先決條件。民主是個好東西，但
民主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藥方。世界各

國已有很多前車之鑑值得香港引以為戒，近
日希臘的債務危機正好證明，單靠民主制度
和程序，不能解決經濟和民生問題，反而令
問題惡化。民生連民心，民心定乾坤。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才是香港當前最大的政治問
題。如果經濟、民生搞不好，民主發展也難
以推進，相反很可能產生民怨，引發社會動
盪，催生暴力急進民主，對民主、民生都是
一場災難。
除了特首梁振英強調政改過後要致力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外，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也指出，香港在「後政改時期」最主要的任
務，應該是擱下政治爭拗，聚精會神、齊心
協力支持特區政府把施政的重心轉移到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上，特別是
規劃香港發展持續戰略、解決房屋問題及
青年人創業難等問題。這說明中央和特區
政府都準確把握了香港今後發展的方向，
全心全力為民辦實事、謀福祉，有利凝聚
人心，促進社會和諧，讓香港盡快走出政
改被否決的陰影，重新上路。

發展經濟民生民心所向
特區政府有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符

合市民最大利益，是民心所向，但是，面
臨的挑戰絕對不容低估。香港產業升級換
代、房屋問題、青年向上流動都急待解
決，但因為累積太多矛盾，即使本屆政府
有心推動，亦非一時三刻就能取得立竿見
影的效果。更令人擔憂的是，經濟民生議
題屢屢被政治化，「拉布」、司法覆核司
空見慣，令香港發展舉步維艱，新界東北
發展計劃、港珠澳大橋、乃至創新科技局
的成立無不如是。創新科技局審議了3年
仍未能成立，讓人領教什麼叫議而不決，
後果是香港不能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機
構帶領創新發展，落後於世界發展的大
勢。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已經成為全
國創新力最強的城市，朝氣蓬勃，相比之
下，香港因為政爭錯失了不少黃金機遇，
被邊緣化的危機日益嚴重，讓所有希望香
港好的人心急如焚。
發展才是硬道理，時不我與，香港無資

本、經不起沒完沒了的政爭折騰，是時候
放下政治爭拗，社會各界加強合作，把握
國家落實亞投行、「一帶一路」戰略帶來
的機遇，共同支持特區政府推動經濟民生
發展，令東方之珠保持耀眼光芒。

政改過後，特首梁振英表示，特區政府將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日前香港中文大

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民調結果均顯示，6成人最關注民生。政爭

太盛，累港久矣，消耗香港太多精力，浪費太多發展機遇。保持社會繁榮穩定、安居樂

業始終是港人最大心願，亦最符合港人利益。政改告一段落，繼續糾纏政爭，延續「拉

布」不合作，阻礙施政，影響香港創新突破，絕非香港之福。港人應攜手合作擺脫政

爭，支持政府發展經濟民生，為香港創造新景象。

此輪A股暴跌，再加上救市機制缺失，導致了投資者面對股災的襲
擊，付出巨大代價，一時間風聲鶴唳，
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藉機大唱衰歌，市場充斥悲觀情緒，對中國股
市信心動搖。面對A股暴跌，內地當局救市的組合拳不斷，包括使出
了暫停IPO的殺手鐧，前天初見成效，上證指數在3,300點觸底後，昨
天最多反彈近7%，較多中細價股的深證成指及創業板指數亦升3%至
4%，3大股指期貨一度漲停板。中國宏觀經濟完好，中國政府具備強
大的可調用資源的能力，只要把握得當，牛市不會因此次暴跌而戛然
而止。
這次股災，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但如若從更宏觀的層面看，
早出問題比晚出問題相對更加可控一些，若是等金融投資開放後，股
指到了10,000點之後突然大幅暴跌，對股市的破壞力就會更巨大、更
深遠、更徹底。就當前來說，儘管對股市和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巨
大，但是還不至於說對中國經濟和戰略構成重創，後市依然存在修正
的空間。
對於後市，採取非常措施設法穩住市場已是當下國家管理層的當務之
急。在此基礎上，集中力量做幾個戰略行業，由兩桶油四大行墊底，政
策上扶一把，把戰略新興產業的股票先做起來，通過拉升這些國家支
持、估值不高的優質板塊個股來刺激市場。只要這些板塊被頂起來了，
那些觀望資金就會入場，一旦這部分資金入場，賣出盤就會進入觀望姿
態，這樣一來，入場資金就可以在加速推動市場的多頭格局當中發揮到
四両撥千斤的效果，進而推動大反攻，大盤就會出現強勢反彈，再輔以
利好，將市場快速拉升到4,500點上方，使得市場重回正軌。
雖然連續幾天的多空激烈交戰，戰果並不理想，但筆者認為最終政

府有能力將市場穩下來。關於牛市是否就此結束，需要繼續觀察政府
會做什麼，市場又會走出什麼形態，至少得等這一輪救市過後，再根
據技術面的狀況才能再進一步做判斷。本輪牛市的邏輯並沒有改變，
這是基於國家戰略和國家未來發展對資本市場的需要，這種需要決定
了中國政府必須將股市救活，使其重新步入正軌。
事實上，中國股市的參與資金槓桿太高，而金融監管部門對槓桿資
金的監管嚴重不足。央行降準降息之後，包括兩融、傘形信託、P2P平
台融資等高槓桿工具大行其道。正是因為高槓桿資金沒有得到有效的
監控和監管，再加上管理層在去槓桿化的過程中用力過猛，節奏把握
不好，導致如此暴跌也是不難理解的。

其實，這個時候的股災對於高槓桿資金的中國股市來說未必就是悲觀的事情。這
麼高的槓桿如果一直往上炒，假若是到了8,000點或者10,000點再發生這事，就會造
成遠遠超出現在的恐怖殺傷力和破壞力。
時下，中國政府要做的是建立控制金融風險的最高層的機制，將中國的資本和中

國的國家利益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有效的救災機制，修補制度漏洞，以免把股
災的風險傳導到其他重要領域。而對於「中國經濟崩潰論」，則純粹是一些造謠者
別有用心的妖言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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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粉塵爆炸，數百人受傷，傷者中亦有港人。香港灼傷互助會一
方面籌募善款，又派出副主席張潤衡和許文君親赴台灣支援傷者家
屬。本來是一次義舉，惟連日來，張潤衡遭受不少網民無理的批評與
攻擊，最後張氏為保「互助會」聲譽，決定辭任副主席，殊為可惜。
觀乎事件，表面只是小事一樁，但又再一次顯示部分網民經常發表失
實的指控，甚至以惡意中傷、人格謀殺為樂。長此下去，香港只會淪
為野蠻不講理的城市。而事件亦值得作為反面教材，讓教師引導青年
人反思如何正確使用互聯網。
首先，部分網民訴諸情緒，胡亂批評。張潤衡赴台前後，一些網民

先是抨擊張氏赴台的動機和效果，進而指責張氏在「面書」的留言，
稱其表示今次來台無緣品嚐「水煎包」，下月再來吃個夠云云。此語
一出，旋即引來網民罵其「不仁」，甚至更惡毒的指罵。理性討論固
然可以，但網民甫開始，已臆測張氏動機，質疑他是「自我宣傳」，
乃至與電視台約定。這種「主觀式」的評價，既無事實根據，更容易
混雜情緒，煽動其他網民，群起攻之，讓張氏無辜成為「公敵」。到
了張潤衡一再重申赴台是應傷者家屬要求，目的是支援家屬，此說也
得到家屬佐證。既然是家屬提出，動機的指控便不成立。其實，我們
可以討論張氏的處理手法，例如應否在「面書」發表輕率的言論等問
題。然而，網民一方面評張氏「水煎包」之說不顧及家屬感受，但另
方面網民卻未能易地而處，批評張氏容貌的言論紛至沓來，在在踐踏
一個人的尊嚴。古語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說穿了，其實網民
只是藉張氏作為宣泄對象，肆意瞎鬧，他們庶幾無理性可言。
其次，事件更凸顯嚴重的「人格謀殺」，或涉及誹謗。有網民更翻

出1996年八仙嶺大火，託言「舊同學」的身份，字裏行間暗指這場導
致5死13傷的火災，放火者正是張氏。其實，當年死因裁判官指出山
火乃人為，但始終無法確定由誰人引致。可是，網民不理原委，總之
把責任推給張氏，陷他於不義，甚至稱他為「兇手」。雖然，張潤衡
承認當日行山前曾吸煙，但否認扔煙蒂。在這種嚴重的指控中，網民
終究拿不出任何實質的人證物證，所據只是胡謅忖度，隨意堆砌。要

知道，如斯「網民公審」、如斯嚴重的指控，不光堪毁掉一個人的清譽，更誤導其
他不知就裏的讀者，信以為真。
筆者認為，網絡言論須負刑責。去年「非法佔領」期間，部分網民如何借助網絡

平台煽動暴力，可見一斑。甚至，所謂「起底」等侵犯個人私隱的行徑，無日無
之。因此，政府應加強對網絡言論的監管，加重對「不誠實使用電腦」等相關罪行
的罰則。今次，香港灼傷互助會為粉塵爆炸傷者及其家屬所作的服務，應予肯定。
而部分網民對張氏無理的指控，應當受到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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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救市，《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及香港《蘋果日報》幸災樂
禍、落井下石，散播「救市失敗論、無用
論」，企圖放大市場恐慌情緒，誤導股民不惜
代價拋售股票，增加中國政府救市的困難，從
而打擊中國經濟，引發政治危機。一眾反華媒
體遙相呼應，極力唱衰中國，居心叵測。

全盤否定救市 散播恐慌情緒
《紐約時報》報道指稱，「中國模式的失

敗：美投資人擔憂中國政府救市無效」，並
引述美國財經新聞主持人的說話攻擊中國，
「不能自由交易的市場還叫市場嗎？中共不
是說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嗎？誰還敢進入
這樣的市場投資？」《華爾街日報》也宣
稱，「中國全力救市將付沉重代價」。《蘋
果日報》比他的美國主子更露骨，昨日社論
的標題是：「中國救市是政治救贖」。社論
認為，「中國現在的救市是政治救贖，是維
護社會穩定的需要，甚至是黨內權鬥的需
要，與市場經濟的運作無關。」這些反華媒
體對中國股市下跌窮追猛打，全盤否定中國
救市的效果，形容中國好像馬上就要崩潰，
帶有明顯的誤導性、欺騙性。
中國股票市場引入期指期貨，由於防範風

險的機制、經驗不足，股市泡沫急速膨脹，
然後爆破，中國的證監部門出手干預，防止
風險進一步擴大是必須必要的。但是，國際
金融大鱷好像鯊魚嗅到血腥一樣，趁中國股
市去槓桿的關鍵時刻，突然發難，在紐約、
香港股市大舉沽空A股，製造蝴蝶效應，加

速A股和港股下跌，令市場人心惶惶。
美國和香港某些不懷好意的傳媒，對國際金

融大鱷狙擊中國內地、香港股市的行為隻字不
提，反而倒打一耙，惡毒攻擊中國政府的救市
行為，說中國干預市場，是違反經濟規律，不
道德、不公義、不科學，以後沒人再敢投資中
國股市。在這些媒體眼中，只准國際金融大鱷
予取予攜，惡意沽空中國股市，搶掠中國股民
的財富，卻不准中國政府出手救市，不許維護
股民的利益。這是什麼邏輯？這是明火執仗的
強盜邏輯。強盜要打劫，你關起門來，強盜又
怎能夠進入你家搜刮？以後強盜還會有興趣進
入中國股市做買賣嗎？中國應該配合國際金融
大鱷的狙擊，完全放開大門，不要抵抗，才是
正途。所以，美國傳媒咒罵中國救市是「中國
模式的失敗」，《蘋果日報》更「奉勸」：
「中國第五代領導人和第五代股民要聽一聽美
國金融家、兩任總統經濟顧問的巴魯克（Ber-
nardBaruch）的教育：『要享受自由市場的優
勢，買家和賣家，牛市和熊市就必須共存。不
出現熊市的市場，就如同沒有自由媒體的國家
一樣。』」

為美國金融霸權搖旗吶喊
反華媒體無非是要教訓中國政府，出現熊

市不要緊張，有國際金融大鱷狙擊也不要緊
張。一回生，兩回熟，狙擊次數多了，吃虧
多了，中國就會慢慢習慣。這就是美國不斷
製造經濟危機、製造全球金融市場波動的最
大原因。每一次經濟危機和金融災難，都是
華爾街搜刮世界財富的「大時代」，這就是

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現在中國希望制
定新的國際金融秩序，成立亞投行，這將威
脅美國的利益。所以，歐美及香港的反華媒
體一哄而上，圍攻中國的救市措施，就是為
美國的金融霸權搖旗吶喊。
《蘋果日報》特別提到狙擊中國股市和青

年人上街的關係，引發中國金融危機，影響
青年人的前途，可達成衝擊中國穩定的野
心。狙擊中國股市，讓包括年輕人在內的中
國股民都輸錢，多年的積蓄沒了，社會就動
盪不安。美國就可以發動宣傳機器，煽動年
輕人反對政府，發動「顏色革命」。《蘋果
日報》大談「坐看他們跳崖」，「坐看他們
揭竿而起」，就是企圖利用內地股災、經濟
危機搞變天。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反華媒體裡應外合唱衰中國救市居心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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