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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本港股市繼續尋底，恒指回落 18,500 點
水平，再創 3 年半低位。美國加息、人民幣貶
值、內地經濟放緩、資金外流，導致港元息口
持續上升，令本港股匯受壓，金融市場大幅波
動。更值得注意的是，息口上升拖累樓市下
滑，是影響本港經濟穩定的一大隱憂。目前香
港受多種不明朗因素困擾，可能股匯樓風暴齊
襲，重演亞洲金融風暴的一幕。當局必須提高
警惕，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確保市場穩定。

在美聯儲加息的陰霾下，內地及新興市場資金
加速流走。聯匯機制下，港元和美元掛鈎，當美
元轉強、資金外流，金管局或須持續買港元沽美
元，令港元流動性減少，導致拆息抽升。再加上
近日在內地出手打大鱷，人民幣貶值有所回穩，
港元反成為狙擊目標，港元拆息抽升速度加快。

港匯異動，引起當局關注，金管局總裁陳德霖
已表示，一旦港元觸及7.85的水平，金管局就會
入市賣出美元買入港元。作為銀行同業拆息(HI-
BOR)指標的一個月拆息迫近0.35厘，創4年新
高；三個月拆息則抽升至0.6267厘，創逾6年半
最高。與一周前相比，一個月及三個月拆息都飆
升逾54%。息率上升不利於股市，港股在本周二
下破19,000點，創一年新低，恒生國企指數更跌
至近7年新低，昨日港匯繼續偏軟，同業拆息續
走高，港股全日瀉逾300點。同時，環球股市信
心脆弱，又擔心內地經濟進一步放緩，港股易跌
難升，可能一浪低過一浪。

拆息繼續抽高，另一令人憂慮的大風險，是
樓市下滑。有大行預計，年底拆息會迫近2厘，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預計，農曆年後樓價會跌
15% ，最壞情況全年會跌3、4成。有大行亦持
類似看法，認為本港未來3年的樓價大跌2成至
3成，一線街道零售舖租金將從高位下跌3成至
5成。眾所周知，樓市對本港經濟的影響舉足輕
重，物業資產價格大幅縮水，不僅會造成大量
負資產，更危及本港金融體系的穩健，這無疑
是一場大災難。2003年沙士期間，在多重打擊
下樓市崩潰，市民飽受經濟衰退、裁員減薪之
苦，心有餘悸。

有意見分析，此輪本港股匯齊跌，很有1998年
亞洲金融風暴的影子。當年國際金融大鱷通過在
本港股匯市場進行「雙邊操控」，重創本港金融
市場。儘管港府擊退大鱷，惟本港經濟及金融體
系元氣大傷，需要多年時間才逐漸復元。目前本
港樓市泡沫已處於巔峰狀態，如果因為股匯風暴
而令樓泡爆破，股匯樓均受重創，對香港的傷害
較之亞洲金融風暴有過之而無不及。目前形勢尚
未算位高勢危，但既然有前車之鑑，當然要未雨
綢繆，絕不能掉以輕心，以免重蹈覆轍。當局除
了密切監察外圍金融市況，提醒投資者做好風險
管理、謹慎行事之外，更要運籌帷幄，充分估計
本港市場受到衝擊的風險，加強與內地的相互合
作支持，共同應對可能遇到的更複雜、更嚴峻的
挑戰。 （相關新聞刊A2版）

股匯受壓市場波動 更須切實防範風險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昨在立法會通過二讀，離

最後三讀通過只有一步之遙。此時反對派議員
還在繼續採取拖延戰術，甚至提出要把草案交
付專責委員會處理，這些都是他們所玩弄的變
相拉布手法。政府有關部門需再接再厲，進一
步加強對議員的游說工作，力爭盡快讓草案三
讀通過，使這個符合香港現實、跟得上時代發
展的版權條例修訂，為香港文化創意及相關產
業的發展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

經過多次冗長的會議，立法會審議版權條例草
案的氣氛終於從「冰封」轉為「回暖」，草案獲
得二讀通過，這好比是漫漫長路上又邁出了重要
一步。此時卻有流言稱政府有可能要收回草案，
為其他議程讓路。的確，由於高鐵工程申請增加
撥款等議案時間緊迫，而立法會反對派又在極力
干擾破壞，令政府顯得較為被動。在兩難的背景
之下，有此流言也全非空穴來風。但是，圍繞版
權條例修訂案一役，發展至今已經成為考驗政府
施政能力及行政立法互動關係的試金石，反對派
之所以要罔顧香港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而一意孤
行、花招百出，企圖拖死這個草案，根本的目
的，當然不是為了網民的利益，而是要運用所謂
拉布等議會抗爭的手法，再製造一個迫使政府讓
步的典型案例，為今後的對抗營造氣氛，更為今
年的立法會選舉「提前造勢」。如果政府在這個
時候「示弱」，反對派就會得寸進尺，在其他議
案上搞更大的動作，掀起更多風波，這樣不僅令

版權條例修訂草案流產，而且，其他議案也一樣
難以順利通過。因此，政府應以堅定不移的決
心，繼續加強對議員們的游說溝通工作，決不輕
言收回。

另一方面，反對派議員除了將繼續運用過往的
拉布手段外，工黨的何秀蘭又使出「新招」，動
議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處理該草案中的一些有爭
議的問題，她聲稱如果政府願意提出修訂，回應
網民提出的關注，該專責委員會完成討論後，就
可以直接提交大會進行三讀表決，以節省大會時
間。何秀蘭的這個動議，表面上看好像是為通過
草案想，但實際上還是另類的拉布，企圖以節
外生枝的手法，再在專責委員會挑起冗長的辯
論，令最後的三讀通過變得遙遙無期。特區政府
已經洞悉其奸，不為所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昨明確指出何秀蘭的動議是「變相拉
布」，希望議員們採取積極做法，盡快進入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在會議中辯論並盡早使條例修
訂案獲得通過。

總之，版權條例修訂已經一拖近10年了，其
間香港不知失去了多少難得機遇。倘若反對派議
員是真心為香港好，希望香港繼續保持城市競爭
力，不至於落入被邊緣化的境地，就應該停止無
謂的惡意拉布，採取合作的態度，真正進行有意
義的審議辯論。建制派議員也應堅守崗位，履行
職責，讓這個條例修訂的立法歷程，盡快走完最
後的一步。 （相關新聞刊A8版）

盡快走完版權條例修訂最後一步

將埃及打造成「一帶一路」支點國
兩國元首會晤簽夥伴關係五年綱要 達電力基建金融航天多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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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國家聯盟（League of

Arab States）是為了加強阿拉伯
國家聯合與合作而建立的地區
性國際組織，簡稱阿拉伯聯盟

或阿盟。1945年3月，埃及、伊拉克、約旦、
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敘利亞和也門7個阿拉
伯國家的代表在開羅舉行會議，通過了《阿
拉伯國家聯盟條約》，宣告聯盟成立。到1993
年共有22個成員國。敘利亞在2011年11月被
中止成員國資格。
阿盟的宗旨是加強成員國之間的密切合

作，維護阿拉伯國家的獨立與主權，協調
彼此的活動。
中國同阿盟於1956年建立聯繫。1993年
5月，時任阿盟秘書長馬吉德正式訪華。8
月，阿盟在北京設立辦事處。近年來，阿
盟首腦會議和外長理事會連續作出對華關
係決議，呼籲阿盟成員國積極發展同中國
在各個領域的關係。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中國外交部網站

國家主席習近平20日對埃及進行
國事訪問。作為世界上兩個重要的
文明古國，中埃兩國友誼源遠流
長。尤其是自2014年中埃建立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以來，兩國關係不斷

呈現新特點。

雙方邁入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對埃及來說，與中國的關係是特殊的，因為

兩國的友好往來可以追溯到幾千年以前。作為世
界上的兩個重要文明古國，中埃友誼具有歷史積
澱。」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戰略研究中心國際關係
專家賽義德．拉文迪說。

新中國成立後，埃及是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
阿拉伯和非洲國家。1999年，埃及又成為首個與
中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的阿拉伯和非洲國家。
2014年，習近平主席同埃及總統塞西共同決定將

中埃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為雙方關係
發展提供了新機遇。

「自2011年以來，埃及歷經兩輪政治更迭，經
濟遇到困難。塞西總統上台後先後兩次訪問中
國，與中方在諸多重要問題和重大項目上達成共
識，這體現了埃及對兩國關係的重視。」埃及經
濟學家、民族進步統一集團黨領袖賽義德．阿卜
杜勒阿勒表示。他強調，埃及將中國視為成功發
展的案例，希望多向中國學習。

議員：經濟上更盼與華合作
作為埃及議會議員，阿卜杜勒阿勒說，他到中

國訪問時也同樣感受到中方對埃及代表團的重視
和歡迎。他說：「我認為這是兩國關係向前發展
的前提。」

專家認為，在「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下，中埃
兩國正在掀開合作共贏的新篇章。

「埃及人可以接受美國大片和美國快餐，但在
實實在在的經濟項目方面，我們更想與中國合
作。」阿卜杜勒阿勒說。他表示，由於兩國國情
不同，埃及並不一味追求雙邊貿易數字上的平
衡，而是願意找到能與中國共同生產、經營的領
域，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引導下，2015年9月，
中埃兩國簽署了《中埃產能合作框架協議》。金
字塔政治和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哈立德．哈利克
指出，產能合作已經成為中埃兩國合作的切入
點。他說，埃及經過幾年的經濟困難，目前需要
大力發展經濟。在工業、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等
方面，中埃可以找到合作共贏的機遇。

據統計，2014 年中埃雙邊貿易額達 116 億美
元，中國已成為埃及第一大貿易夥伴。埃及也是
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2015年中埃開展文化交流
活動約80場，埃方參與人數近3.5萬。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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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沙
特阿拉伯是習近平主席2016中東之
行的第一站，也是他擔任國家主席
後訪問的第一個阿拉伯國家，此行
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義。此次成功
訪問，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雙方決定
提升兩國關係定位，建立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南方日報》昨日發表
評論員文章稱，從「戰略性友好關
係」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意味着兩國關係再上一個新
台階，對深化未來中沙合作將起到
重要引領作用。
1990年中沙建交，開啟了兩國關

係新篇章。近年來，特別是2008
年建立戰略性友好關係以來，中沙
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各領域務實
合作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
文章指出，經貿合作是中沙兩

國關係的最大亮點。沙特連續多
年是中國在全球第一大原油供應

國和在西亞非洲地區第一大貿易
夥伴。2013年，中國首次成為沙
特第一大貿易夥伴。2014年，中
沙雙邊貿易額比建交時增長230
多倍，達到691億美元。如今，
中國每進口6桶原油就有1桶來自
沙特，沙特出口每收入7里亞爾
就有1里亞爾來自中國。沙特還
是中國重要海外工程承包市場，

中沙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勞
務、農業等領域合作項目不勝枚
舉，合作規模不斷擴大。
文章進一步指出，當前，國際

和地區形勢複雜多變，中沙有必
要提高兩國關係水平，攜手應對
挑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無疑
為中沙關係發展指明了前進方
向，必將推動兩國互利合作向更

高水平、更寬領域、更深層次跨
越，更好造福兩國人民。中沙要
做相互支持、真誠互信的戰略夥
伴，加強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
題上相互理解和支持，鞏固政治
互信；要做合作共贏、共同發展
的互惠夥伴，擴大雙邊貿易規
模，打造長期穩定的中沙能源合
作共同體，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投資領域合作，並以航天、和平
利用核能、可再生能源三大高技
術領域為突破口，豐富中沙務實
合作內容；要做同舟共濟、攜手
同行的合作夥伴，在共同推進絲
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建設的框架內深入合作；要
做往來密切、交流互鑒的友好夥
伴，擴大教育、新聞、智庫、青
年等領域交流合作，加強各層次
人文交流。

粵媒：以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引領中沙合作

香港文匯報

訊 綜合新華

社及人民網報

道，赴中東三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

地時間20日抵達埃及後，與埃及總統塞西舉

行了會談。兩國簽署了關於加強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的五年實施綱要，並對共同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達成共識，將埃及打造成「一帶一

路」沿綫支點國家。據了解，習近平在埃及的

3天時間裡，將訪問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並

面向中東、阿拉伯國家發表重要講話，闡述

中國對促進中東和平與發展的政策主張，就

中國同中東國家務實合作提出倡議和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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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 2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羅庫巴宮同
埃及總統塞西舉行會談。兩國元首高度評價中埃

傳統友誼和各領域互利合作成果，規劃中埃關係發
展，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
成廣泛共識。

雙方就中東問題保持溝通
習近平強調，埃及是阿拉伯、非洲、伊斯蘭和發展中
大國。中埃建交60年來，兩國友好關係經受住了各自
風風雨雨和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始終相互支持、相互
尊重、相互信任。當前，中埃兩國都面臨實現國家發
展、民族振興的偉大夢想。我們願意同埃方攜手努力，
共同進步，不斷開創中埃友好互利合作新局面。
習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視發展同埃及的關係，支
持埃及恢復穩定、實現發展，支持埃及人民自主探索
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次訪問期間，中埃雙方
將共同發表關於加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五年實施綱
要，全面規劃中埃各領域合作。雙方要發揮高層互訪
的引領作用，對彼此核心利益給予堅定支持，不斷充
實戰略內涵。雙方要將各自發展戰略和願景對接，利
用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合作兩大抓手，將埃及打造成
「一帶一路」沿線支點國家。中方願參與埃及蘇伊士
運河走廊、新行政首都等大項目建設，願同埃方擴大
在貿易、融資、航天、能源、人力資源開發、安全等
領域合作。雙方要加強在聯合國事務中的協調配合，
在中東、氣候變化等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保持溝通，維
護兩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中方願意同埃方
加強人文合作，密切文化、教育、旅遊交流，增進兩
國人民友好交往。

邀塞西9月來華出席G20
習近平邀請塞西今年9月作為嘉賓國元首出席二十
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
塞西表示，很高興在慶祝埃中建交60周年之際歡迎
習近平主席訪問埃及，習近平這次訪問將極大推動埃
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埃及致力於密切同中國各
領域合作，願將自身發展規劃同「一帶一路」建設對
接，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框架內推進基礎設施等
合作，歡迎中國企業加大對埃投資。
會談後，兩國元首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拉

伯埃及共和國關於加強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五年
實施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
和國政府關於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以及電力、基礎設施建
設、經貿、能源、金融、航空航天、文化、新聞、科
技、氣候變化等領域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並共
同為中埃蘇伊士經貿合作區二期揭牌。

■■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埃及總統塞西共同為中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埃及總統塞西共同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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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沙特阿拉伯國王習近平同沙特阿拉伯國王
薩勒曼舉行會談薩勒曼舉行會談。。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