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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嶺南大學學生會成員圍堵校董會，要求校
董就改革校董會架構和廢除特首出任校監表態。按
照既有的法規《大學條例》管治大學，本來是院校
自主、學術自由的有效保障，但少數學生硬要策動
所謂「民主修例」，試圖廢除特首出任校監制，首
先，這是違法違規、「朕即法律」的無理霸道要
求；其次，他們強行要求校董對修例表態，更是恃
眾凌人，通過製造白色恐怖迫校董就範，這種做法
與民主理念背道而馳，是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最
大威脅。個別學生不尊重制度和師長，目空一切，
無法無天，導致大學乃至整個社會禮崩樂壞，這樣
的學生無資格加入校董會參與大學管理。

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後，港大、嶺大、中大的
學生會打着院校自主、學術自由旗號，要求廢除
特首出任校監、修改大學條例的叫囂此起彼落，
不斷重演學生會成員暴力衝擊校委會、校董會的
鬧劇。個別學生趾高氣揚、粗暴無禮地質問辱罵
校委、校董，擺出不答應修例誓不甘休的姿態，
迫校委校董屈服妥協。其實，按照大學條例，由
特首擔任校監、委任校委校董管理大學，是香港
行之有效的大學管治模式和制度。香港八間大學
多年來建立起良好的聲譽，已證明現行的管治制
度，有效有力地保障了院校自主、學術自由。

現在，少數大學生在反對派政治勢力的唆擺
下，為了擺脫政府和社會對大學的監督和管理，
不斷以捍衛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為名，試圖推翻
現行法例和制度。但是，沒有法治和制度的保障
和約束，所謂民主和自由反而會變為民主和自由
的威脅。如果大學的事務連特首和社會各界精英

都無緣置喙、無權過問，大學變成由學生話事的
「獨立王國」，處於無政府狀態，那麼，「院校
自主、學術自由」必然淪為不可兌現的空話。少
數學生拋開現行制度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根本
不可能實現；他們所謂抗議「政權黑手干預院校
自主」的理由也根本站不住腳，不過是子虛烏有
抹黑政府的罪名。

大學是最崇尚思想自由的地方，在現行管治模
式下，大學的各持份者遵守大學條例，尊重包括
保密制度在內的各項法規，不同意見、言論得以
無拘束地發表和碰撞，在無壓力的公平環境下暢
所欲言。可惜，少數學生正以民主自由的名義，
破壞民主自由。嶺大學生會要求校董即席表態是
否支持成立專責小組，以研究修改特首出任校監
的制度，形同威迫公審校董，要求人人表態，逐
一過關，與文革期間「學生專政」的手段如出一
轍。嶺大學生會會長更揚言，倘成立專責小組的
建議被否決，會發動更大型抗爭。顯而易見，他
們心目中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並不需要理會
不同意見，也容不下不同意見，只能認同他們，
否則就要承受政治威脅的後果。

少數學生單憑一己所好、似是而非的政治理念，
試圖改變經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考驗的管理制
度，任由政治暴力在大學院校內橫行，大學的制
度、紀律蕩然無存，不僅民主自由無從體現，更不
可能有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嶺大少數學生採取恐
嚇禁錮的手段「逼宮」，與嶺大提倡的「博雅教
育」格格不入，社會絕不會接受搞事之徒敗壞校
風，毁綱壞紀，拖垮大學。 （相關新聞刊A3版）

無法無天行為 威脅院校自主
據國家統計局昨天公佈，前三季度中國國內

生產總值增長6.9%。這個數字為2009年第一
季度以來的新低，顯示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已
經步入內地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不過，增速放
緩並沒有影響到內地經濟保持良好的發展勢
頭。許多專家學者建議，在調整經濟結構時，
應通過適度的財稅、金融政策激勵，繼續以增
強製造業的競爭力為切入點，全面振興有市
場、有潛力、科技含量高的實體經濟，為中國
經濟持續而穩定的發展，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國家統計局昨公佈，內地首三季度國內生產
總 值 48 萬 7 千 多 億 元 ， 較 去 年 同 期 增 長
6.9%，較之前兩季增長7%為低。統計局新聞
發言人盛來運分析，經濟放緩主要由於國際經
濟復甦不如預期，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需
求下降，以及對美國加息預期，影響中國出
口。而國內仍處於經濟結構調整關鍵階段，傳
統工業產能過剩，增速下滑，導致經濟增速放
緩。的確，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前些年連續10%
左右甚至以上的經濟增長之後，國家經濟政策
的重點，已經轉向通過適度放緩增速，加大經
濟結構調整力度，以確保經濟穩定、健康、長
遠的發展。因此，內地的宏觀經濟從 2013 年
開始就進入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的新階段，也就
是人們常說的「新常態」。事實上，與世界主
要經濟體系相比，6.9%的增長速度並不算低。
而且，正如有關專家所分析的那樣：中國經濟
的良好基本面沒有改變，仍處於穩中有進、穩
中向好的局面，城鎮化及中西部的發展潛力仍

然巨大，加上政府推動創業創新的潛力進一步
釋放，預期未來仍可維持中高速平穩增長。

因此，對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應該以
理性、客觀的方式，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既
無須大驚小怪，也不能掉以輕心。雖然宏觀經
濟增長動力猶在，經濟結構調整也初見成效，
但目前內地經濟面臨的困難也確實不少，尤其
是實體經濟面對的困難更大。以珠三角為例，
最近也出現少數製造業大廠因經營困難而倒
閉，大批工人失業的情況。因此，建議有關部
門除了繼續堅持並適度加大經濟調整力度之
外，還要大力振興以製造業為龍頭的實體經
濟，通過科技創新和適當的財稅、金融政策等
支持手段，為有市場前景、能夠成為新的經濟
增長點的實體經濟行業，創造更好的發展環
境、公平的競爭環境和創新環境，從而加快淘
汰落後及過剩的產能，全面振興新一代的實體
經濟體系。這就需要進一步推動金融領域的改
革，切實改善實體經濟的融資環境，降低實體
經濟的融資成本，包括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
強化市場監管，保護知識產權，讓企業有動力
去創新，開拓新的局面。

總之，中國經濟持續而穩定發展，既需要國
際經濟復甦的帶動，更需要內部經濟結構的調
整與完善；既要有金融業和網絡經濟的推動，
更需要有強大的實體經濟來支撐。其中很重要
的一條，就是要全面振興製造業和服務業，這
樣才能夠為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提供堅實可
靠的基礎及保障。 （相關新聞刊A4版）

經濟步入新常態 調整結構穩增長
A5 重要新聞

美銀美林：新興市場股債回暖

觀望濃 港股料23000反覆
內地減速早預期 憧憬「放水」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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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美銀美林上周五發表報告披
露，截至10月14日當周，股市和債市均獲得資金流入，其中全
球股票基金流入26億美元，為4周來首度流入；同時債券基金
流入38億美元，規模為12周來最高。貨幣市場基金流入50億
美元，在前一周流入530億美元。

料美推遲加息 資金再度流入
美銀美林披露，風險較高的垃圾級和新興市場債券需求升

溫，但美國公債等政府公債基金則看到少量資金流出，為15周
來首見。押注美國將推遲收緊政策的投資者增加對新興市場股
票和債券基金的投資，為至少3個月來首見。

高收益垃圾債券基金獲垂青
新興市場股票基金14周來首次見到資金流入，但規模只有7

億美元；同時新興市場債券基金亦流入4億美元，為12周來首
次出現資金流入。今年迄今，新興市場股票基金已流出600億
美元左右。另外投資者大量回歸較低級別債券，也就是「增持
垃圾債」，專攻高收益或垃圾債券基金流入26億美元，為8個
月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萃華）澳洲會計師公會昨
公佈一項本港經濟前景的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一
半受訪者對本港明年經濟感到悲觀，感到樂觀的受
訪者只有9%，重回2012年水平，而內地取代新加

坡成為構成本港競爭力最大威脅的地
區，該會大中華區分會會長陳弘毅表
示，本港未來應抓緊內地發展帶來的
機遇。

可受惠人幣貶值「一帶一路」
該會於上月8日至本月4日向184名

受訪者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有近53 %
的受訪者對本港明年經濟感到悲觀，當
中受訪者認為政治環境及樓價高企是主
要影響本港經濟的負面因素，另外大部
分受訪者認為，人民幣貶值及「一帶一
路」將為本港經濟及公司業務帶來正面
影響，而認為「一帶一路」有利於本港
經濟的受訪者有55%。

港成內地踏腳石作用漸削弱
此外，調查結果亦顯示，有近67%的受訪者認為

明年香港整體競爭力會下降，而認為內地將對本港
競爭力構成最大威脅的受訪者有49%，較新加坡多9
個百分點，成為最大威脅的地區。

陳弘毅指，本港以前是內地進出口的踏腳石，但
是次調查結果反映，受訪者認為內地經濟快速發
展，競爭力亦有所提升，令香港成為內地踏腳石的
功用有所降低，他認為，內地市場不斷發展，本港
應抓緊內地發展帶來的機遇。
而調查亦了解受訪者對樓市看法，大部分受訪者

都認為明年本地樓價會下降，其中有37%受訪者認
為會下降11%至30%。陳弘毅指，高租金已困擾本
港一段時間，而租金下跌對營商環境帶來正面影
響，惟目前政府在推行不同政策時都受到阻礙，他
認為會增加成本，拖累本港經濟發展，希望不同持
份者應盡快建立建設性的溝通。

應抓緊機遇與內地加強合作
對於內地第三季GDP錄得6.9%增長，他表示，內
地GDP增長較其他國家好，而且中央政府對經濟增
長的方針是重質不重量，又補充指，內地經濟雖然
放緩，但在新常態下是正常現象，他認為香港保持
與內地緊密合作，抓住內地經濟發展機遇，抵消本
港其他負面因素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霸菱亞洲多元
投資主管杜敬創昨預計，未來十年內地經濟增長
維持5%至5.5%，估計短期內中央亦會出台刺激
經濟的政策。雖然近期內地經濟數據未如理想，
第三季經濟增長放緩至6.9%，但不能以此認為
經濟已經進入衰退，市場過度解讀中國經濟「硬
着陸」的擔憂，以往日本及韓國在經濟強勁增長
後，也是逐漸放緩再維持穩定增長。

新興產業仍保持樂觀增長
霸菱香港中國股票主管羅瑩續指，市場早有預

料今年內地經濟增長難保7，在經濟正進入新常
態的背景下，國內生產總值不能完全反映全局，
還要觀察個別行業的表現。舉例說，撇除中國製
造業活動正在放緩，但其他服務業等新興產業仍
保持樂觀增長。

中央料出台政策刺激經濟
外界預期，中央將在下星期舉行的「五中全

會」，出台利好經濟增長的政策，屆時有望帶動
市場信心回穩，她估計，人行在未來將作出減息
降準的舉動。人民幣貶值後內地資本外流速度加
快，近月內地外匯佔款下降，羅瑩認為，雖然在
資金流出有一定壓力，但預計短期內不會對人民
幣構成貶值壓力。長遠則需看市場對人民幣及內

地經濟的信心程度。
市場對美國加息已早作預期，杜敬創表示，近日當地的

經濟數據及通脹疲弱，反映當局仍面臨不確定性，故料明
年中加息的機會較大，屆時有利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作出
寬鬆貨幣政策。今年中國、印度、印尼及韓國等多國央行
亦有進行減息，若美國延至明年中加息，或會刺激其他國
家貨幣匯率反彈。

■ 杜 敬 創
(左)預計，
未來十年內
地經濟增長
維持 5%至
5.5% 。 旁
為 羅 瑩 。
陳楚倩 攝

調查：逾半受訪者看淡港明年經濟

■左起：澳洲會計師公會大中華區分會前會長楊佳錩、副會長陳家
輝、會長陳弘毅及副會長柯灝泓。 黃萃華 攝

■港股昨在二萬三水平反覆上落，一度跌154點，收升8
點，成交679億元。 張偉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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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首個
交易日Ａ股
寬幅震盪，
滬深股市現
分化走勢。
滬指率先回
調但幅度輕
微。

中新社

上周滬綜指創出股災以來最大周漲幅，昨日適
逢國家統計局公佈經濟數據，顯示內地GDP

增速六年來首度跌破7%；加上同日境內銀行間外
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設於6.3527元，較
前一交易日下跌91個基點，創9月30日以來新低。
A股借勢調整，全日寬幅震盪，3,400點得而復失，
最終上證綜指收跌0.14%，報3,386點。深成指相對
強勢，微漲0.14%。兩市共成交9,968億元人民幣，
為近期高點，惟仍未突破萬億元。

內地經濟無硬着陸跡象
港股則接近平收，雖有投資者趁好消息出貨，
但並未出現恐慌賣盤，恒指最多曾跌154點，低見
22,913 點，尾段倒升。恒指收市微升 8 點，報
23,075點，成交縮減至679億元，為超過一個月以
來最少，反映市場已消化中國經濟放緩的因素。
而最新數據雖表現疲弱，但仍好於市場預期，並
未顯現中國經濟硬着陸跡象，同時還加大了政府

進一步降息及採取其他措施提振經濟活動的可能
性。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港股成交回

落，反映大市上升動力不足，料大型股份未來上升
空間將縮減，資金或轉炒與「五中全會」有關的政
策股。他認為，中央政策仍是市場最大焦點，並支
撐大市向好，相信恒指短線波動區間為22,800至
23,500點。

聚焦「五中全會」概念股
君陽證券行政總裁鄧聲興表示，內地第3季GDP
仍大致維持在7%水平，令大市氣氛明顯轉好，而
「五中全會」概念股可以留意，最主要為環保業及
清潔能源，當中水務板塊相信會受追捧，料相關項
目的投資計劃將更進取，他推薦北控水務(0371)、光
大國際(0257) 及中滔環保(1363)，因上述三間公司的
基本面良好，上半年皆錄得盈利。
國指全日升51點報10,688點，中行(3988)擬分拆

航空租賃來港上市，成大市焦點，中行全日升
1.1%，影子股被炒起，中國飛機租賃(1848)升
6.6%。太古預期今年海洋服務部門將盈轉虧，錄10
億元的應佔虧損，太古A(0019)全日跌2.8%。

濠賭股回吐 鐵路股捱沽
濠賭股續回吐，金沙(1928)全日挫6.4%，再度跌

穿30元，為表現最差藍籌。銀娛(0027)緊隨其後，跌
5%，永利(1128)跌4%，美高梅(2282)跌3.2%，新濠
(0200)跌5.4%，澳博(0880)跌2.7%。
個別股份方面，半新股中國派對文化(1532)炒高

飆逾三成，升穿招股價1元，全日收1.22元，全日
成交額高達5.46億元。株洲南車(3898)業績遜預
期，又遭大行唱淡，全日跌6.1%，連帶中車(1766)
也跌 1%。順風潔能(1165)連升 5日後，累升42%
後，昨日終要休息一下，回吐近8%。光啟科學
(0439)則受力捧，超過兩億元的成交支持下，股價
抽高2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章蘿

蘭) 全球投資者關注的內地第三季

GDP按年增幅為6.9%，為六年來首次

低於7%，但優於增長6.8%的市場預

期，投資者對中國硬着陸憂慮減緩，

亞洲股市和匯市反應正面。市場預

期，內地全年「保7」仍需政策加碼，

季內有降息降準可能。港股及A股昨

雙雙靠穩，恒指收報23,075點，微升

8點；上證綜指收報 3,386 點，跌 5

點。截至今晨00：30，歐美股市窄幅

上落，ADR港股比例指數報 22,915

點，跌160點 ；夜期收報22,980點，

跌61點，低水95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