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爭取愛國愛港陣營勝選是大局 小道理應服從大道理
有些愛國愛港社團及其選民希望選擇與自己關係密切而又喜愛的候選人，這是

可以理解的。不過，爭取愛國愛港陣營勝選對香港最有利，這是大局，是大道

理；個人的一些想法雖然也有道理，但只是小道理，小道理需要服從大道理。面

對建制陣營不容樂觀的選情，愛國愛港的選民更需要思考，如何顧全大局，發揮

團結的力量，讓我們手中的每一張選票都投給最需要的候選人，體現最大價值，

確保愛國愛港的候選人當選。必須明白手中的一票如何投，價值是不同的：如果

投給沒有當選希望的候選人，這一票的實際價值就是零；如果投給一個本來就已

夠票當選的候選人，也會導致選票浪費；如果投給最有需要的候選人，而最終成

功多取一席，這樣的選票才是最有價值。

建制派候選人選情嚴峻
今屆立法會選舉開始提名之後，建制陣營內部就已有
人擔心，建制派會因票源分散影響勝選。這些憂慮並非
無的放矢。香港研究協會最新公佈的選舉民調顯示，地
區直選爭持激烈，多個選區呈白熱化趨勢，多名建制派
候選人的支持度與反對派候選人的差距很小，丟失議席
的風險越來越大。有爭取連任的建制派候選人坦言，今
次選舉是從政以來最艱難一次。
當前建制陣營面對的嚴峻形勢，原因多種多樣，綜合

而言，比較突出的情況有以下五點：
一是建制派在今屆立法會選舉中處於「新老交接」時
期，新人能否承接原有的票源，備受考驗。
二是建制派在今屆立法會選舉中的地區樁腳，要支援

的戰線比以往長，工作的難度和強度大大增加；
三是一些爭取連任的建制派候選人，上屆只比對手相

差數千票末席入局，今屆稍有不慎，隨時失落議席。
四是建制派內部存在分薄票源的問題，一些同樣高舉

建制派旗號參選的候選人完全沒有當選的機會，但卻極
有可能產生「鎅票」問題，分薄建制派主要候選人的得

票導致議席失落，讓反對派候選人坐收漁人之利。
五是反對派雖然表面上面對互相分票的問題，但其協

調及棄保工作亦在密鑼緊鼓地進行，更有港大民意研究
計劃的立法會選舉滾動民調給反對派各個政黨和候選人
作配票之用，成為反對派選舉工程的一部分。這對建制
派選情不利。

將選票投給最需要的候選人
面對建制陣營不容樂觀的選情，愛國愛港的選民更需

要是思考，如何顧全大局，發揮團結的力量，讓我們手
中的每一張選票都投給最有需要的候選人，體現最大價
值，確保愛國愛港的候選人當選。
要體現每一張選票的最大價值，就要盡可能做到兩

點：一是建制派候選人的得票需要達到當選的要求，
跨過當選的門檻，但又不能得票太多，影響其他建制
派候選人當選的機會，而是盡可能將多餘選票支持最
有機會當選的其他建制派候選人。二是盡可能不要將
選票投給完全沒有機會當選的候選人，以免分薄票
源，影響建制派主要候選人當選的機會。要做到這兩
點，就需要選民顧全大局，集中票源，支持愛國愛港
的候選人當選。
也要看到，有些愛國愛港社團及其選民希望選擇與自
己關係密切而又喜愛的候選人，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過，我們必須明白，手中的一票如何
投，價值是不同的：如果投給沒有當選
希望的候選人，這一票的實際價值就是
零；如果投給一個本來就已夠票當選的
候選人，也會導致選票浪費；如果投給
最有需要的候選人，而最終成功多取一
席，這樣的選票才是最有價值。因此，
我們需要強化顧全大局的觀念，要接受
這樣一個道理：愛國愛港陣營勝選對香港最有利，這是
大局，是大道理；個人的一些想法雖然也有道理，但只
是小道理，小道理需要服從大道理。

將更多愛國愛港候選人送入立法會
香港過去經歷了多次難關，有賴建制派議員在立法

會守住議會底線，確保涉及香港發展的重要法案和議
案得以通過，沒有讓反對派阻礙香港發展的圖謀得
逞。香港未來面對更多挑戰，立法會更加需要理性務
實的力量，守護法治和經濟民生。要確保建制派在立
法會繼續發揮為香港發展保駕護航的作用，讓他們在
議會為市民謀福祉，力抗「拉布」，避免香港再蹉跎
歲月，所有愛國愛港的選民，都需權衡輕重，顧全大
局，投好手上一票，務求將更多理性務實的愛國愛港
候選人送入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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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日臨近，《蘋果日報》昨日再以無從
確定的消息，以頭版報道惡意詆譭一個同鄉會為建
制派候選人「利誘」拉票。事實上，該報章近日接
連刊登多宗攻擊建制派候選人卻真偽難辨的消息，
與該報過去多次在大型選舉期間抹黑建制派的報道
手法同出一轍，目的都是要打壓建制派，替反對派
助選。這些干擾選舉的炒作報道，絕不符合新聞採
訪的客觀要求，更經不起事實考驗。面對失德傳
媒，選民需要明辨是非，認清事實，不能被假錯民
意擾亂視線。
《蘋果日報》昨日的報道聲稱，有同鄉會向部分

九龍東長者派禮包，其間以「寫紙仔提號碼」方式
籲投個別建制派候選人。然而，通篇報道只有一名
自稱收過禮包的人士單方面供述，報道既無派發現
場的照片，亦無確實證據證實同鄉會有派過禮包，
更未能在法律上指明有關同鄉會或相關建制派候選
人違反選舉規定。所謂「禮包拉票」事件，絕對可
以自導自演、插贓嫁禍。
綜合《蘋果日報》過去的相關報道，不外乎以斷

章取義、片言隻語的指控，誣衊建制派候選人聯同
同鄉會「賄選」、種票，甚至連市民的正常拉票活
動，都會被繪影繪聲地打成「違法」的選舉活動，
極盡抹黑能事。然而，只要細心觀察，就會發現這
些報道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事前聳人聽聞，事後卻
不了了之。事件沒有人證實，沒有人跟進，向監管
機構投訴也不會成立。這說明該報章無非要在選舉
前夕，借報道炒作事件，打擊其他候選人誠信，令
選舉不能公平公正進行，所謂「揭發賄選」，都是
賊喊捉賊。
早於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夕，《蘋果日報》即聯同

反對派議員炒作「建制派種票」事件，公民黨、民
主黨地區成員一度向選舉事務處投訴，區內懷疑有
「種票」個案，近300名市民接獲投訴信件，被指
虛報地址。《蘋果日報》即製造輿論將操控「種
票」的矛頭對準建制派。不過，沙田裁判法院同年
9月展開聆訊，大部分投訴申請被駁回。有政黨區
議員投訴的10多宗個案經調查後，只有1宗證實填
錯地址，其餘各人的資料無誤。一個公民黨地區成
員就提出近600宗美孚選民登記的投訴，後來撤回
400宗並道歉。
更惡劣的是，有被投訴的選民指控，有議員擅改

其選民地址，後來又指地址有問題而投訴該選民，
明顯存在「自編自導」的嫌疑。這些事件說明，一
些真假難辨的消息經不起事實考驗，最終都會自打
嘴巴。反對派聯同其喉舌《蘋果日報》炒作新聞，
令建制派蒙上不白之冤，才是影響選舉公平公正的
始作俑者。
《蘋果日報》為反對派救急，不惜屢以慣伎散播

謠言，傳聞當新聞，誤導公眾。該報為求銷量，過
去炮製「陳健康事件」、大談「淫穢報道」，早已
毫無公信力，現在又為「谷票」再作反對派宣傳機
器炒作新聞，已經失去傳媒應有的道德底線。公眾
應該明辨是非、認清事實，不能被黑心傳媒蒙蔽視
線，干擾選舉。

巴西里約奧運曲終人散，國家精英運動員代表團隨即來港展開3天
交流訪問，再一次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支持與重視，也正
好在香港近年的尖銳矛盾中，讓奧運選手綻放振奮人心的正能量。
近年反對派肆意挑起事端，煽動情緒，分離派甚至無法無天渲染

「港獨」，葬送港人未來，令普羅市民極度反感。更令人不齒的
是，有滋事分子及個別傳媒試圖借奧運賽事挑撥港人排擠國家隊，
炒作兩地關係疏離。不過，真金不怕火煉，從港人看到中國女排12
年後再度奪金的血脈沸騰、國家精英選手訪港活動門票兩小時被一
掃而空，足證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對國家健兒的佳績與有榮焉，我們
愛香港，也愛國家。
自2004年起，國家奧運精英第四度訪港，他們向香港市民展現的，
豈止是技驚四座的演出或是閃爍耀目的金牌，更重要是榮譽背後的汗
水、奮鬥，以及永不言敗的信念。曾幾何時，香港人同樣憑藉這種敢
於面對挫折、拚搏奮戰到底的獅子山下精神，緊握了機遇，建設好家
園。奈何，近年沒完沒了的政治內耗、破壞法治的極端思潮，已一點
一滴吞噬了港人的理性包容和團結奮進，令人惋惜。
邪氣歪風，必不可長。國家奧運精英親臨香江，正好激勵港人尤
其是新一代，好好深思未來，為社會重新注入正能量。畢竟「港
獨」違反法理、癡人說夢，只會令香港的優勢在吵鬧中消耗殆盡，
唯有團結、踏實、苦幹，香港才可望重建和諧，創出新天。

梁亮勝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全球央行拋售美債值得投資者注意

據美國最新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在過去一
年的時間裡，全球央行已經賣出了3,350億美元
美債，如此的拋售速度和拋售額度都是創歷史紀
錄的。
數據顯示，拋售美國國債最為嚴重的地區是中
國，拋售規模達到了280億美元，其次是日本拋售
了132億美元。另外，香港也拋售了108億美元。
中國央行為何要大舉拋售美國國債呢？筆者認
為，主要原因在於：
首先，隨人民幣不斷崛起的國際地位，為了
更好地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需要。近幾年，
中國在與兩個石油大國俄羅斯以及沙特阿拉伯的
經濟合作過程中，日漸通過以人民幣為單位的石
油貿易使得人民幣在國際貨幣當中所處地位日益
突出，所發揮的作用愈來愈強。然而，與美元相
比，整體上還是存在差距，要達到與美元並駕

齊驅的地位還需要時間。在人民幣當下的國際地
位之下，一方面在通過人民幣為單位加大石油貿
易的同時，另一方面通過拋售而減持美債，從而
更好地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貨幣當中的影響力，加
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其次，為了應對外匯貶值的壓力，通過對美國

國債的減持，實現以此來平衡資產負債表的目
的。今年上半年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就貶值2.1%，
對中國央行造成了較大的壓力。正如某券商固定
收益研究主管所說「過去我國的外匯佔款持續流
入，央行有大量的美元去購買美債，但現在資金
流出增多，所以要減持美債。」
再次，國內剩餘資金在國際上找到了新的去

處。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以及不斷
加大的投入力度，使得國內剩餘資金與國際市場
直接接軌，國內剩餘資金在國際上找到了好的去

處，於是，減持美國國債也就成為勢所必然。
最後，美國國債的負債率過高，讓中國對美國
經濟潛在風險擔心。統計數據，2015年美國未
償還國債餘額佔其GDP比重的101%。這意味
什麼？意味美國國債的發行量已大大超出了其
國力水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出於對美國
經濟潛在風險的擔憂，而減持美債。
美國國債持續遭遇瘋狂的拋售，實際上是全球
經濟疲軟的表現。在時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
下，明年出現一輪更大規模的美國國債的拋售成
為大概率事件。在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國際金融秩
序下，即使大國打一個噴嚏小國也會感冒，全球
央行持續瘋狂拋售美國國債的行為，必將給美國
造成巨大的風險，在美國國內引起一定程度的恐
慌，在國際市場則可能會引起普遍的恐慌。這，
需要引起國際投資者的注意。

李 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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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運動員訪港 重燃獅子山下精神
陶桂英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梁 亮 勝

周永勤殺傷戰術 選民要擦亮眼睛

今次立法會新界西候選人、自由黨周永勤在出
席新界西選舉一個電視論壇時，突然宣佈因不想
身邊支持他的人惹上「更高層次的麻煩、賠上代
價」，即時停止競選活動，並且選擇「潛水」逃
離香港，直至選舉後才返港，令人想起當年「名
嘴」封咪事件以及足球場上的殺傷戰術。
猶記得當年三大「名嘴」先後以所謂「受到威
嚇」而選擇「封咪」，令香港突然彌漫一片白
色恐怖，有人更擔心香港的言論自由被收窄，後
被人揭破當中另有內情，有人神經緊張，收到一
個不太熟悉的朋友電話問候便「想多咗」，有人
涉嫌因私人錢銀交割選擇高調「封咪」讓公眾輿
論作其「人身保護」，而有人更因為負債累累選
擇「草」，避走香港，迫令特府吃其「死
貓」。所謂「封咪」，並不涉及所謂言論自由受
到威脅，而是某些人逃避責任的一種手段。
至於周永勤今次退選，理由其實極之薄弱，他
指新界西另一位候選人何君堯的團隊計劃「狙
擊」他，而與此同時坊間亦突然流傳出「狙擊」
計劃的疑似錄音片段，如此露骨與指名道姓，周

永勤的退選，非但沒有令選票流向何君堯，更令
何君堯的選情受到莫名的威脅。
所謂「狙擊」，在近年選舉可謂司空見慣，激

進反對派經常矢言「狙擊」民主黨，並經常「說
到做到」，而香港的主要官員在落區時亦不時受
到一大班激進反對派「狙擊」，若有心從政的人
因為「狙擊」而退縮，他根本不適合從政，而更
令人摸不頭腦的，是今次所謂「狙擊」只是流
於何君堯團隊的內部討論，而最終建議亦被何君
堯否決了。
周永勤選擇在論壇中高調退選，指不想惹上
「更高層次的麻煩、賠上代價」，指控相當嚴
重，但他事前卻沒有通知自由黨，更沒有報警，
而說完之後更「一走了之」，沒作出進一步交
代，概其不負責任，似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
論知名度，周永勤遠遠不及經常見報的何君

堯，論立場堅定，周永勤更顯得似有若無。何
君堯近期對「港獨」分子嚴加駁斥，雖然獲得
絕大多數港人的認同，但同時亦被不少激進派
視為「眼中釘」，我們有理由相信周永勤今次

退選是「反何派」的一個殺傷戰術，目的是令
何君堯「大熱倒灶」，情形就如在足球比賽中
一些「好波之人」屢屢被一些「二打六」角色
踢傷一樣，蓄意侵犯者雖然要負上被趕離場的
代價，但被踢的「好波之人」亦因為嚴重受傷
而退出比賽。
我們有理由相信今次退選風波，是反對派一次
殺傷戰術，基於一些不可告人之原因，有人選擇
在選前作出「政治轉軚」，出賣自由黨、出賣建
制派，不惜玉石俱焚，以抹黑手段將何君堯拖
「下馬」，但若我們細意思考當中所謂「狙擊」
的細節，以及網上流傳錄音片段的「非常」巧
合，我們不難推斷出這是「有心裝無心」的一個
政治陰謀，目的是令何君堯「大熱倒灶」。對
此，選民應要擦亮眼睛，分清楚誰是誰非。
（立法會選舉新界西候選名單：梁志祥、陳恒
鑌、麥美娟、田北辰、何君堯、周永勤、尹兆
堅、李卓人、郭家麒、馮檢基、黃潤達、黃浩
銘、鄭松泰、黃俊傑、高志輝、朱凱廸、呂智
恆、鄺官穩、湯詠芝、張慧晶。）

美 恩

中國藉G20峰會給全球經濟提供範本

全球經濟面臨後危機時代的挑戰，上一個周
期的副作用短時間內難以消弭。從華爾街金融危
機起，G7峰會已經失去全球經濟協調者的角色。
讓新興市場也參與全球經濟決策，為破解全球經
濟的難題群策群力，是G20存在的意義。危機從
美國開始，在歐洲激化，繼而瀰漫全球。危機
中，中國是全球經濟主引擎，對全球經濟的貢獻
高達25％。
全球經濟不振，大宗商品的價格持續低迷，新
興市場受困於此，復甦之路更為坎坷。全球經濟
一團糟糕，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應該抱團取
暖，而不是互相拆台。

純粹「撒錢」難解難題
歷次G20峰會，都在宣示經濟合作。但是全球
市場惡性競爭的貨幣戰，無處不在的貿易壁壘，
全球市場陷入各行其是的紊亂狀態。這說明，在
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下，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對於
老秩序的執念，決定了發達經濟體明知全球合作
是大局是方向，但是基於對新秩序的焦慮，還是
採取利己主義的策略，實行任性和不計後果的保
守政策。
在此情勢下，G20峰會的主題原則，雖然為各
國領導人所體認，在各國的政策實踐中，依然擺
脫不了各行其是的利己主義特色。G20峰會已然
舉行了10次，貿易保護主義這個困擾全球市場的

大難題還是沒有解決。
杭州G20峰會，還是力於解

決全球經濟復甦的大難題，提出
了「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
容的世界經濟」的主題。
純粹的「撒錢」—漫無邊際

的貨幣寬鬆政策，無益於解決全
球經濟的難題。美國是量化寬鬆
政策運用最嫻熟，也最先看到復
甦希望的國家。但是美聯儲加息
預期的屢次成空，說明濫用美元
信用的副作用很大。日本「安倍
經濟學」是「直升機撒錢」無效
的另一負面例證。
貨幣政策不是萬能的，結構性改革才是破解經

濟困局的關鍵。這為IMF所認可，中國則是結構
性改革的實踐者。從高經濟增長率到承認中國經
濟處於新常態，而且是L型的新常態，不憚於國
際社會對中低速增長的唱衰，堅持進行「三降一
去一補」的供給側改革。這就是創新——不怕暫
時經濟增長低迷的創新。

分享供給側改革經驗
中國的創新是通過供給側改革，實現產業的轉
型升級，同時為新興產業打下堅實的基礎。發達
國家的創新，則是承認全球市場進入新經濟時

代，認可全球經濟新秩序。因而，對發達經濟體
而言，主要是思維模式創新。
中國用「一帶一路」戰略，聯動起亞歐大陸，
通過產能和資本的輸出，實現超越政治意識形態
和文明、宗教的互利多贏。地球村時代，全球資
本和產能，都應該動起來，為後危機時代的全球
市場提供動力。
全球化，不是空洞的概念，包容也不是外交辭
令。世界需要資本的流動和產業的互補，但前提
是對他國資本和產能項目的包容。
杭州G20峰會，也許解決不了全球市場的諸多
現實難題，但是能給全球經濟提供藥方，更重要
的是中國的改革經驗。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G20峰會即將在杭州舉行，圖為杭州公交站的峰會廣告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