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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武漢訪問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接受電視台專訪時，被問到任期內有
何最大心願。她表示，能夠幫助香港
回到 「一國兩制」 正軌，已經是非常
心滿意足。她並指香港過去24年在準

確落實 「一國兩制」 上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選舉制度
被別有用心人士，透過一人一票進入立法會，令行政
機關無法做到基本法所說的 「行政主導」 ，因而發生
很多問題。

新選制的優越性
事實上，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一個出發點就是

讓選舉回到 「一國兩制」 的初心，回到民主為民生的
初心，讓香港社會得以長治久安。新一屆立法會選舉
不但顯現出多元包容，更體現出真正的競爭，候選人
以政綱、倡議、能力爭取支持，是一場真競爭、良性
競爭的選舉，一洗以往劣質選舉政治歪風，正體現新
選制的優越性。落實新選制不但關係廣大市民福祉，
更關係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市民更應踴躍投票，
選出有才幹、有擔當、做實事的議員。

新選制下的首場立法會選舉，社會各界踴躍參選，
10個地方選區、28個功能界別以及40個選舉委員會
議席，共接獲154份提名表格，最終153人成功通過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批。90個議席破天荒都出現

競爭，候選人來自不同背景、不同階層、不同年齡，
反映社會各界不同聲音，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顯示完
善後的選舉制度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和支持，也展現
出立法會選舉的新特點新氣象。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給外界最深的印象，是一場真
正有競爭的選舉。雖然新選制嚴格執行反中亂港者出
局的 「鐵的底線」 ，但成功 「入閘」 的候選人也不代
表可以 「躺平」 當選，相反 「入閘」 後才是真正競爭
開始。以往香港選舉表面百花齊放，實際也不過是
「藍黃互鬥」 ，這樣的競爭並非真競爭，不過是政治

的對立和黨內伐異。真競爭是各個界別都有不同候選
人互相爭逐，以能力、政綱、表現爭取支持，再不是
喊幾句口號，貼幾句政治標語就完事。今屆立法會選
舉，沒有了 「藍黃對立」 ，候選人都是愛國者，誰也
沒有把握穩勝，更需要全力拉票，選舉競爭較以往更
加激烈，但同時亦能保持君子之爭。

新選制摒棄泛政治化歪風，讓各階層、各界別、各
行業在香港的管治架構得到充分代表；候選人和選民
良性互動，讓民主回歸到選賢與能、人民至上、民主
為民生的初心。這樣的立法會選舉，才是真正的民主
選舉，才是真正回到 「一國兩制」 的初心。香港選舉
是 「一國兩制」 下特別行政區的選舉，香港的選舉理
所當然要配合 「一國兩制」 ，為 「一國兩制」 提供制
度支持。

民主必須回歸民生
鄧小平提出以 「一國兩制」 解決香港歷史遺留問

題，初心就是要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照
顧香港的現實，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的特色和優勢，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回歸以來的事實證明，中央
對落實 「一國兩制」 的初心從未改變，而且未來也不
會改變。但在中央恪守、捍衛 「一國兩制」 的同時，
立法會卻逐漸被激進勢力主導，在泛政治化歪風下，
立法對行政處處掣肘，行政立法關係長期緊張，令政
府難以做事，更因為無止境的拉布陷入空轉。一班
「攬炒派」 「自決派」 人士進入議會，更令到立法會

烏煙瘴氣，內耗不息，甚至變成反特區、反中央的平
台。這些不但違背了 「一國兩制」 的初心，更是對
「一國兩制」 的嚴峻挑戰。
習近平主席講過：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

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民主必
須回歸民生，才是真民主。中央對於香港選舉制度的
完善，新選制將 「攬炒派」 拒諸門外，守好入閘關，
就是要切除 「政治腫瘤」 ，令立法會回歸自身職能，
理順與行政機構關係，共同推動良政善治。同時，也
是為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保駕護航，為香港創造一
個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香港市民理應支持新選制，
共同為香港這個家的發展盡一份心，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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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量化寬鬆政策惡果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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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始於 2008
年 「百年一遇」 金融危機發生
後，至 2014 年 10 月先後推出 3
輪。第一輪是2008年11月25日
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美聯儲資
產負債表增值 2006 億美元。第
二輪是2010年11月13日至2012
年6月29日，美聯儲資產負債表
增值 5507 億美元。2012 年 9 月
13日至2014年10月29日為第三
輪 ， 美 聯 儲 資 產 負 債 表 增 值
16632億美元。規模一輪大於一

輪，總額高達24145億美元。
2020年3月美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後，美聯儲不僅

再實施量化寬鬆政策，而且，規模大大超過2008年11
月至2014年10月之總和。2020年3月16日第一次宣
布的金額，便高達24095億美元。嗣後一年半，美聯
儲資產負債表增值翻一番，達80000億美元。

美國貧富差距擴大
坊間通俗的說法，是美聯儲狂印美元。其實，美聯

儲是在電腦賬戶上打入巨額銀碼。美聯儲的量化寬鬆
政策，配合美國政府的巨額赤字財政政策，給經濟體
注入流動性以緩解企業和個人的清償困難，減少企業
和個人破產，在相當程度上平抑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
衰退。但是，不僅不可能克服資本主義制度固有弊

端，相反，任其更加嚴重。
首先，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美聯儲的報告稱，截

至2021年第二季度，收入最高的1%美國家庭總淨資
產為36.2萬億美元，自1989年有數據統計以來，首次
超過佔總數60%的中等收入家庭的總淨資產（35.7萬
億美元）。美國 70%的財富集中在收入前 20%的家
庭。財富愈來愈往 「金字塔」 頂端集中。加州大學伯
克利分校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提供的數據顯示，
美國人中最富有的10%擁有的平均收入，是其餘90%
人口的9倍多；最富有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是90%
人口的39倍以上；最富有的0.1%人口的平均收入，為
90%人口的196倍以上。換言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疊加巨額赤字財政政策即使產生一定程度的國民收入
二次分配功能，但是，對抑制貧富差距無效。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惡化。美國聯邦政府和各
州政府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上各施其法，很大程度受
制於民主共和兩黨鬥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只能向
受疫情打擊的美國民眾提供金錢援助，而無法遏制新
冠病毒擴散。何況，新冠病毒變異迅速。

再次，卻絕非次要的，是美國國內的產業鏈、供應
鏈遭受疫情破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遭受疫情和美
國全球戰略雙重破壞。聖誕節和元旦長假日益臨近，
但是，美國主要港口等待卸貨的巨輪排成川，百貨公
司老闆焦慮無法讓消費者買到過節的貨品。與此同
時，美國的通貨膨脹迅速惡化。今年10月，美國消費
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6.2%，創1990年以來新

高。美國總統拜登緊急表態稱，通貨膨脹損害了美國
人的錢包，扭轉這一趨勢是當務之急。

美聯儲 11 月 3 日宣布，維持利率於 0 至 0.25 厘不
變，11月和12月分別減少購買100億美元國債和50億
美元按揭抵押證券。儘管美聯儲聲明強調，減少買債
與加息無直接關聯。但是，美國內外的評論普遍認
為，美聯儲提前開始收縮空前量化寬鬆政策，而這是
因為美國的通貨膨脹明顯回升。

美聯儲既開始減少購買國債，又維持低利率，猶如
一腳踩油門、一腳踩煞車，反映美國經濟面對兩難。
因為通脹抬頭，所以必須減買國債。因為經濟增長動
力減弱，所以不得不保持低利率。無論通脹抬頭還是
增長動力減弱，都同全球供應鏈進一步斷裂分不開。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21 年 10 月 9 日
至15日期的封面專題，以 「短缺經濟」 （The short-
age economy）為題稱，從現在起一段不短時間裏，
世界上不少國家包括美國共同面對物資匱乏。其原
因，除了新冠肺炎疫情破壞全球供應鏈正常運作，還
因為地緣政治矛盾加劇和全球控制氣候變化促使能源
生產和消費結構調整。對於這一切，美國量化寬鬆政
策可謂 「風馬牛不相及」 。

美元是最主要國際貨幣。美國空前規模的量化寬鬆
政策，不僅已燒旺美國國內通貨膨脹，而且，推高世
界上許多國家或地區的通貨膨脹。美聯儲收縮量化寬
鬆政策，世界上許多國家或地區將遭受資本外流。美
國對此卻不負責任。

何子文

立法會選舉重回一國兩制初心
評論

責任編輯 江潮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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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虧了基本法
賦 予 的 優 越 條
件，香港才能聘
請眾多來自其他
普通法地區的法

官任終審法院法官。英國最高
法院前院長廖柏嘉為現時12名
海外法官之一，他最近指出，
司法機構的功能是維護和推進
法治，法官會不偏不倚地審理
每宗案件。

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廖
柏嘉的話套用在香港可謂最貼
切不過。法治以司法機構為核
心，並以公平的審訊環境確保
公允的判決結果，從而建立了
海內外對本地司法界的信心。
反華勢力為了打擊香港，從兩
方面手，意圖拖垮本港法
治。

在國際層面上，他們不斷施
壓，試圖迫使海外法官退出終
審法院，因為海外法官的存在
令他們的 「法治已死」 謊言不
攻自破。

然而，他們的所有操作都是
徒然。海外法官比任何心懷偏
見的西方政客更了解法律制度
的運作，因此不會受那些政客
擺布，這正是司法獨立的精
髓。在他們的任期屆滿之際，
包括廖柏嘉在內的五名海外法
官已宣布會續任3年，這無疑是
對本港法治的認可。

然而，香港內部仍存在針對
司法機構的威脅。香港國安法
已重挫黑暴搞手，但餘孽仍伺
機發難。每當有黨羽被法庭懲
治，他們就有針對法庭的報復
行動，一如2019年時那樣。

例如，沙田裁判法院在 2019
年11月兩度受到燃燒彈襲擊，
同年12月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
的入口分別被縱火。暴徒其後

意識到縱火起不了作用，於是改變策略，轉向攻
擊把暴徒定罪的法官。例如，法官蘇惠德收到炸
彈恐嚇；法官胡雅文收到恐嚇電話；區域法院法
官陳廣池露透自己和同袍曾接到滋擾來電。

警方雖然全力緝兇，但針對司法界的威嚇行為
並未停止。法官陳仲衡和李慶年最近分別收到內
有肉狀物質的可疑信件，需要調動爆炸品處理課
人員到場調查。

一旦警方緝拿肇事者歸案，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定必全力把犯罪分子治罪。檢控官可視乎證據靈
活地提出適合的控罪。

如果疑犯可以被控妨礙司法公正，宜提出此項
控罪，因為在普通法下，干犯此罪行的人，其刑
期和罰款均沒有設限。律政司也可依《刑事罪行
條例》中的刑事恐嚇罪控告犯人，最高刑罰為5
年監禁。

以更重刑罰嚴懲犯罪
此外，檢控官還可引用香港國安法以產生更大

的警戒效果。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些恐嚇法官的人
是在干擾司法運作，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2條中的
「攻擊、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

及其設施」 。另一選擇是依第24條列明的從事爆
炸和縱火等恐怖活動罪來控告暴徒。這些控罪最
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司法人員受到威脅會危及本港法治。因此，檢
控官應毫不猶豫地選擇刑罰更重的控罪。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在11月19日的香港
律師會法律周開幕禮上強調： 「任何向法官及司
法人員施加不當壓力的行為，都違反法治精神，
衝擊司法獨立的原則，應受到嚴厲的譴責。」 社
會各界都應該把他的忠告銘記在心。雖然基本法
保障香港司法獨立，令法治穩如泰山，但我們絕
不能視之為理所當然，因為無論制度有多穩健，
有心人總能找到機會搞破壞。捍衛法治不僅是執
法者的義務，更是整個社會肩負的重任。脅迫司
法機構的罪犯落網後，應受到應有的、具阻嚇性
的懲罰，以儆效尤。
（本文原文發表在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評

論版）

新界青年聯會副主席 崔景恒

多管齊下解決野豬問題
近日政府決定將進入市區的野豬人道

毀滅。剛剛這幾天，野豬傷人事件接連
發生，該不該人道毀滅野豬即成為熱議
話題。野豬在港估算數量數千，甚至更

多，威脅步步進逼，進一步數量管控已是無可避免，
但長遠而言政府也不應放棄其他方法，多管齊下讓問
題真正解決。

野豬滋擾問題其實相當嚴重，不少鄉郊居民、農民、
鄉郊相關行業及行山人士也對野豬滋擾深表困擾。不過
這個問題也帶區域性，筆者從前住在馬鞍山，有住在山
上的同學說他常常看到野豬，並說野豬會在農田偷番薯
之類。當時我們取笑這名同學 「吹水」 ，現代化的香港
還有野豬？不過當投身社會後，得知不少農民和鄉郊居

民投訴野豬如何搗亂農場及構成危險，便知道自己小時
候取笑同學是何等膚淺。政府的 「捕捉、絕育、放回」
或許是控制的一個方法，但每年投放2300多萬元卻成效
甚低，若放回郊外更有如放虎歸山，更繼續影響農民及
鄉郊地區人士。若等進一步氾濫到全港各地才控制，手
法想必只能更不 「人道」 。

更進取的管控措施或許已是無可避免，整個香港社
會需明白野豬管控是在解決滋擾問題。事實上，不少
地方至今仍見一些人在非法餵飼野豬、野鳥，這些人
的所謂善心，卻成為將野豬引入市區的元兇，但社會
上何時會聽到有人因此被捉被罰？如果社會上不知道
非法餵飼的嚴重後果，又豈會有所改變？政府必須擴
大禁餵區，以免再有市民胡亂改變野豬覓食習慣，更

須加強巡查及罰則打擊非法餵飼；另外，社會教育也
明顯不足，筆者在這兩年間曾見到地鐵有禁餵野豬的
廣告，卻只是出現了極短時間，筆者也曾有一次看見
有關攤位，但卻是宣傳禁餵野鴿。可見政府在這些方
面實有改善空間。

對於野豬此等物種，其實不少國家和地區已是以相當
進取捕獵的方式減控數目，人道毀滅之法已算是克制。
政府未來應同時在宣傳教育和加強打擊非法餵飼兩者
墨，並繼續研究長遠的管控策略，以及如何改良垃圾桶
等市區設施防止野豬到社區覓食。若綜合的管控策略取
得成效，也達到不再讓野豬擾民的目標，相信社會也並
不會拘泥於任何一種特定的管控方法，但如仍未能夠達
標，社會也應接受更為進取的管控方法。

11 月 20
日，廣 西 壯
族自治區人
民政府印發
《廣西壯族
自治區人民
政府關於做
好中國（廣

西）自由貿易
試驗區第二批自治區級制度創新成果複製推廣工作
的通知》（桂政函〔2021〕144號），推動第二批40
項制度創新成果向全區複製推廣，其中改革試點經
驗19項、最佳實踐案例21項。

其中，政府職能轉變方面17項，包括形成行業綜合
許可證 「一證准營」服務改革模式、互聯網醫院跨行
業綜合許可改革創新等10項改革試點經驗和信用風險
智能分類監管創新模式等7項最佳實踐案例。

投資領域改革方面3 項，包括形成深化中國（廣
西）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股權投資類企業發展
試點改革1項，改革試點經驗和社會投資低風險工程
項目 「量需審批」改革等2項最佳實踐案例。

貿易轉型升級和通關創新方面7項，包括形成廣西
邊民互市貿易創新發展系統集成改革等3項改革試點

經驗和 「分、簡、聯」新模式暢通國際陸海貿易新
通道等4項最佳實踐案例。

金融開放創新方面5項，形成西部陸海新通道（廣
西）多式聯運 「一單制」綜合金融服務平台等4項改
革試點經驗和 「單一窗口共享盾」外貿金融服務模
式1項最佳實踐案例。

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方面5項，包括形成面向東盟
跨境電商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等5項最佳實踐案例。

通道門戶開放創新方面3項，包括形成鐵路集裝箱
「一箱到底」通用聯運機制1項改革試點經驗和集裝

箱業務 「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務系統集成改革等2項
最佳實踐案例。

13項制度創新全國首創
自2019年8月獲批成立以來，廣西自貿試驗區聚焦

面向東盟、服務陸海新通道、沿邊開放三大特色開展
差異化探索，不斷提升制度創新服務產業發展的能
力。截至2021年9月，國家《總體方案》賦予的120
項改革試點任務，總體實施率達95%，形成首批44項
制度創新成果在廣西全區複製推廣，其中13項為全國
首創。 「邊境地區跨境人民幣使用改革創新」入選國
家自貿試驗區第四批 「最佳實踐案例」。

兩年多以來，積極探索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高質量

建設的新模式，首創
鐵路集裝箱與海運集
裝箱互認機制，在海
外設立鐵路集裝箱還
箱點，形成 「原箱出
口、一箱到底、海外
還箱」全程國際多式
聯運模式。另外，廣
西加快推進與新加坡
等東盟國家 「單一窗
口」數據信息互聯互
通 ， 實 施 「船 邊 直
提，抵港直裝」等新
模式。

沿邊經濟的發展方
面，廣西推行互市貿
易 「銀 行 + 服 務 中
心」結算模式，搭建
了全國首個邊境口岸互市貿易結算信息系統，率先
在全國沿邊啟用全信息化智能通關，實現一站式
「秒通關」，成為全國邊境陸路口岸首創經驗。
在面向東盟的跨境金融合作方面，創新開展中馬

「兩國雙園」跨境金融合作試點，形成點對點金融

便利化合作新機制。中馬欽州產業園區5項金融創新
試點全面落地，業務量突破100億元大關。中馬欽州
產業園區金融創新試點獲批在自貿試驗區複製推
廣，更多金融機構和企業共享改革紅利。

唐琳 歐陽萍

廣西自貿試驗區第二批40項創新成果複製推廣

「「邊境地區跨境人民幣使邊境地區跨境人民幣使用改革創新用改革創新」」 入選國家自貿試驗區第四批入選國家自貿試驗區第四批 「「最佳實踐案例最佳實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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