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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陷財困需特區政府出手「救

亡」，工聯會轄下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

會秘書長葉偉明歡迎特區政府的決定，以保

住國泰員工的「飯碗」，但認為政府必須同

時正視國泰的管治制度，確保公帑用得其

所，維護納稅人的權益。他指出，政府僅委

派觀察員列席國泰的董事會，而不參與公司

日常營運，難以徹底改善公司的管治水平，

擔心重演去年黑暴期間，國泰員工鼓動工

潮、癱瘓航空交通等鼓吹攬炒的行為，辜負

納稅人的期望。

工聯促國泰改善管治制度
憂政府不參與營運 難防員工鼓動工潮煽攬炒事件重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國泰出現財困非朝夕之事，過去數年國際油價波動
失預算，長期進行燃油對沖，令國泰連年出現巨

大虧蝕，如於2015年及2016年涉及燃油對沖的虧損，
均超過84億港元，於2017年再蝕超過63億港元，更導
致業績見紅。為此，國泰修訂對沖政策，將合約期由最
多四年減至兩年，並逐步降低對沖比例。
國泰的管理亦多番出現問題，尤其去年黑暴期間，容
許員工參與非法集會活動，未有對參與暴動被捕的機師
採取紀律行動，使乘客對國泰的企業形象大打折扣，加
上有員工侵犯乘客私隱，在網上公開香港警隊成員乘坐
的航班資訊等，去年國家民航局更向國泰發出重大航空
安全風險警示。
國泰員工更多次鼓動工潮，包括國泰工會呼籲航空業

界參與機場集會、有機長通過航班廣播撐暴徒、超過
3,000名國泰員工參與罷工，以及多次發生客機上手提
式氧氣樽被洩氣，危害乘客安全事故等，均對飛行安全
造成嚴重威脅，以及打擊香港國際機場作為國際航空樞
紐的地位。

冀注資後速撤員工「無薪假」
國泰的企業及員工管治弊病多，公帑注資是否用得其

所？工聯會轄下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秘書長葉偉
明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基本上歡迎政府投
資國泰的決定，因為起碼可以保住公司，令員工可以保
住飯碗，惟卻對國泰擬在短期內實施新一輪無薪假計劃
感到失望，認為對員工並不公平，因為經政府注資後，
應已有足夠資金，故冀取消有關計劃。
他並認為，國泰應盡快進行架構重組，並在經營策略

和管治水平方面作出徹底改善，因為除受疫情影響令財
政大受影響，公司營運策略也有不當之處，包括長期進
行燃油對沖導致公司出現巨大虧蝕，也是造成今日局面
的主要原因之一；管治水平欠善亦對公司帶來長期的負
面影響。
對於政府僅委派觀察員列席國泰董事會，不參與公司
的日常營運，葉偉明表示不解，認為政府此舉過於被
動，「政府投放到國泰的資金，其實是納稅人的金錢，
政府應主動參與更多監察的工作，並對公司的經營策略
和管理提供意見，以維護員工和納稅人的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特區
政府今次罕有運用土地基金出資拯救國
泰，毋須經立法會通過。被問到為何與
拯救海洋公園的做法不同？對此，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解釋指，海洋公園到
立法會要求注資，討論需要時間，審批
時要面對議員不同問題，但國泰航空本
身是一間上市公司，昨日宣布相關投資
計劃時已經需要作停牌處理。同時，由
於討論投資計劃過程中會涉及許多股價
等敏感資料，因此透過土地基金投資是
比較恰當，一方面能夠保障公帑適當運
用，同時間亦可以在一個合適（保密）
機制裏進行。
陳茂波強調，昨日已就運用土地基

金作出此項投資的決定知會行政會議，
並已透過文件知會立法會兩個相關的事
務委員會，並將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
詢。
而據資料顯示，「土地基金」現時

結餘約為2,200億元，約40%被配置於
外匯基金的「投資組合」中，是項對國
泰集團的投資所需的資金將由「投資組
合」中撥出。
被問到國泰去年亦牽涉到一些政治

風波，今次注資是否有涉及政治因素
時，陳茂波重申，今次投資國泰是要保
護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別無他
想：「所以大家剛才提到會否有政治考
量，這是太多猜想了。」

特區政府直接入股及
借貸近 300 億元「拯
救」國泰，這種情況在
國際航空業界並非新鮮
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爆發後，很多歐美國家政府都向航空
業直接注資，例如美國政府早前向業界
注資約2,000億港元，亦有鼓勵銀行貸
款支援業界，故至今國際間未有一間大
型航空公司倒閉。有研究航空業的香港
學者認同，特區政府注資國泰的決定合
理及有必要，除可解決資金短缺危機，
亦可避免大規模裁員。
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高級顧問

羅祥國認為，政府的決定有其合理性，
本港是國際航空樞紐，航空業透過支援
進出口貿易、旅遊業以及商貿客等，對
本港經濟貢獻非常龐大，國泰作為最重
要國際旗艦品牌，不論在客運還是貨運
上，其角色不能取代，政府投資國泰做
法可行及有必要。

若倒閉航權四散難搞
他強調，如果國泰倒閉退出市場，航

權將全部歸還各地政府，相信要頗長時
間才有另一間航空公司吸納有關航權，
「國泰經過幾十年經驗累積，包括取得
空運安全的國際認可、與世界各地旅行
社建立業務關係等，目前絕對沒有一間
本地企業或家族，有財力或經驗營運航
空公司，並能夠取代國泰。」
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科學院講師陳培毓

亦表示，政府出手解決國泰資金短缺問
題，可暫時避免公司大規模裁員，甚至
是倒閉停運，「（國泰經營危機）有機
會造成裁員、倒閉，這對就業市場會有
很大打擊，（注資可讓國泰）用時間在
後期做一些功夫，例如重組、變賣資
產，希望明年航空業會慢慢復甦。」

另外，浸大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說，政
府以優先股方式投資比較少見，相信是希望短期向
國泰提供較靈活資金，同時不希望介入或主導公
司。他又指，動用土地基金注資，不需經過立法會
審批，過程較快。
至於能否達到預期內部回報率4%至7.5%，麥萃

才說：「回報率是平均數去計算，當國泰業務恢
復、加上認股權證可出售的部分，政府這個回報率
並非偏高。」
被問到假如將來政府將優先股部分出售，會否有

機會變成由國航或內地企業控制，麥萃才指出，太
古持股比例仍是最大，即使政府將全數認股權證轉
換成股份，亦只是持有國泰約幾個百分比的股權。
加上優先股不是普通控股，沒有投票權，不能直接
影響企業營運，亦不會影響公司「邊個話事」，又
認為現階段最首要的是考量「這間公司是否值得
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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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股價敏感資料 財爺：用土地基金適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
區政府首次做「白武士」打救國
泰航空，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
榮表示，國泰航空是香港品牌的
航空公司，國泰在香港的航空業
市場佔有率極高，若倒閉不止影
響旅遊業，也打擊商務活動，屆

時香港將變成孤島。他說：「政
府在精神及態度上亦有責任提供
協助，而且全球多個地方，包括
以國家名為名的航空公司亦得到
當地政府協助。」
他認為，不能單從商業角度看待

國泰的問題，要從整體影響的角度

去衡量，「國泰佔香港的航空（比
重）超過四成，若國泰倒閉，不止
是旅遊業，商務活動、探親訪友等
交流會受很大打擊。」
他強調，航空公司受到重挫，

對香港整個經濟的影響非常大及
嚴峻，並且對往後的經濟復甦帶
來嚴重打擊，故此港府在精神及
態度上亦有責任提供協助。

姚思榮：國泰若倒閉 港恐淪孤島

■陳茂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茂波表示，政府投資國泰的目的是為了保持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並考慮到航空業對整個經濟的輻射
作用。圖為香港機場國泰航空航班。 中通社

曾經位列全球最佳航空公司三甲的
國泰航空，因財困瀕臨倒閉，需要特
區政府出資近300億元挽救。繼珍寶海
鮮舫結業、海洋公園差點破產之後，
多間本港知名企業或公營機構遭遇生
死劫，令人唏噓。不可否認，疫情對
國泰經營帶來影響，但黑暴氾濫，重
創本港旅遊業和營商環境，才是致命
傷。國泰等扎根香港的英資企業，更
應珍惜香港法治穩定的大環境，由心
而發用行動支持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遏止黑暴，這也是在維護國泰及所有
在港企業的切身利益。

本港是國際航空樞紐，國泰作為本
港最重要國際航空旗艦品牌，不論在
客運還是貨運，具有難以取代的地
位。若國泰倒閉，不僅造成大規模裁
員，更衝擊本港國際航空樞紐的地
位，削弱本港國際商業中心的競爭
力。政府出資挽救國泰非常必要，這
不僅是救國泰一家企業，而且是為香
港發展的大局。

國泰陷入今日的困境，最重要的原
因在於黑暴肆虐，以及其管理層在大
是大非問題上的錯判。去年修例風波
之初，國泰容許員工參與非法集會活
動，未有對參與暴動被捕的機師採取
紀律行動，使乘客群體對國泰的觀感
大打折扣；另有員工侵犯乘客私隱，
在網上公開香港警隊成員乘坐的航班

資訊；國泰員工更多次鼓動及參與工
潮，有機長通過航班廣播撐暴徒，超
過3,000名國泰員工參與罷工；疫情爆
發初期，國泰、港龍工會曾揚言以罷
工逼資方全面停飛內地。這些管理亂
象，危害乘客安全，損害企業形象。
疫情全球爆發後，情況雪上加霜，受
害最重的是國泰自己。國泰去年純利
按年大幅倒退27.9%，截至今年4月，
國泰及港龍虧損高達45億元。

事實擺在眼前，社會動盪、黑暴不
止，香港沒人能獨善其身，大如國
泰，恐說倒就倒。國泰雖然是老牌英
資企業，但在香港，可說生於斯、長
於斯，國泰的國際聲譽和積累的資
產，是從香港獲得的。如今國泰蒙
難，出手挽救的，還是香港特區政
府！正如國泰主席賀以禮所言，特區
政府出資是唯一方案，否則倒閉。

早前，國泰母公司太古集團表態支
持港區國安法，認同香港作為中國的
一個特別行政區，需要有健全的法律
框架以維護國家安全；國泰亦表示，
相信維護國家安全是保持香港繁榮穩
定的重要元素。國泰以香港為家，會
繼續投資於香港航空樞紐，對香港的
承諾始終堅定不移。滙豐、怡和等英
資企業，亦紛紛作出同樣的表態，這
是明智的態度，也應該體現在實際行
動中。

國泰被黑暴累死 靠政府國家打救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日前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
年網上研討會的主題演講指出，鄧小平關於「中央
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
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
「警世恒言」意義，需要深刻領悟。香港近年的局
勢變化，正正驗明了「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必要
性、迫切性和合理性。香港過去一年多愈演愈烈的
黑暴、攬炒和勾連外部勢力，已經嚴重威脅「一國
兩制」大業、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唯有中央
果斷出手，依法堵塞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恢
復法治秩序，才能力挽狂瀾，讓香港重回正軌。

在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鄧小平對回歸後香港落
實「一國兩制」有清醒預判，他毫不諱言指出：
「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
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
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
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
據……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
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
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
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
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這番發人深省的著名警示，彰顯了「一國兩制」
總設計師的遠見卓識，也反映了「一國兩制」從設
計開始，就包含了當香港出現損害國家安全和香港
利益而香港自己難以解決的問題時，中央必然出手
干預的制度構想。中央出手干預有充足的法理依
據：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
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

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
採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
而皆準。

近年香港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一國兩制」
的行為愈演愈烈。「佔中」、旺暴，已經明目張膽
衝擊法治、煽動暴力，把抗爭的矛頭指向中央；去
年修例風波中氾濫惡化的黑暴攬炒，暴徒阻塞交
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舖，
襲擊警察，對不同意見市民動用私刑，更在公眾場
所放置炸彈，本土恐怖主義已經萌芽；有人公然鼓
吹「港獨」「自決」，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
徽，衝擊中聯辦和立法會，甚至叫囂「武裝建國」
「廣場立憲」。與此同時，美英和台灣等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更趨肆無忌憚，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
勢力提供金錢、物資等各方面的支援，為黑暴反中
亂港火上澆油，企圖把在中東、東歐成功策動的
「顏色革命」在香港複製，對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安
全構成悍然挑戰和直接衝擊。

毫不誇張地說，修例風波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
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一國兩
制」底線，嚴重危害國家安全，香港已處於回歸以
來最嚴峻的局面，真的到了「非中央出手不行」的
危險地步。若中央再不出手，香港必然荒腔走板、
「一國兩制」實踐繼續走樣變形，香港勢必淪為外
部勢力干擾國家發展、顛覆國家政權的橋頭堡，香
港的繁榮穩定、安居樂業蕩然無存，將不可避免跌
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央忍無可
忍，出手為香港止暴制亂，撥亂反正，順理成章，
勢在必行，理所當然。

踐行「一國兩制」原創性內涵 中央必出手護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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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張曉明在基本法研討會上主題演講系列社評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