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即使本身支持示威原因，僅四分之一人接

受擾亂公眾的活動，不足兩成認同阻礙交通、破壞

公物，以至訴諸暴動的示威手法——想當然耳，反

對暴動者則超過八成，另外堵塞交通、破壞公物也

超過七成。

示威自由是否無限？民調揭示，至少美國人不予

苟同，不論示威原因如何。

YouGov去年10月訪問了1000名美國人。即使本

身並不支持示威原因，逾半皆接受派傳單、遊行、

杯葛產品及糾察活動等「非暴力」示威手法。 可見，一直強調自由民主的國度，當地人民也不

認同示威自由及手法是無限的。

示威自由是無限嗎？美國人如何看？

最支持的示威原因
最反對的示威原因

最支持的示威原因
最反對的示威原因

最支持的示威原因
最反對的示威原因

最支持的示威原因
最反對的示威原因

最支持的示威原因
最反對的示威原因

最支持的示威原因
最反對的示威原因

最支持的示威原因
最反對的示威原因

最支持的示威原因
最反對的示威原因

暴動

堵塞交通

破壞公物

擾亂公眾活動

你接不接受，以下的示威手段?
接受       不知道      不接受

13 7 81
9 6 86

17 10 73
11 7 81

14 7 79
8 6 85

25 10 66
18 7 75

派傳單
87 6 8
73 7 22

遊行
80 10 10
68 10 23

杯葛產品
72 11 15
61 10 27

糾察活動
72 13 16
61 12 28

商報圖說商報圖說

商界心聲
環球經濟下滑，引

致樓價從高位下跌了
23%左右，直至 2023

年第四季末，香港的負資產數字急升 1.2
倍，即增加了1.4萬宗，達到25163宗。雖然
金管局稱按揭拖欠比率仍低，但負資產住宅
按揭貸款數字，創近20年以來新高。樓市前
景並不樂觀，如果沒有什麼突破性的利好消
息，估計今年樓價仍然繼續下跌，假如像預
期一樣再下跌5%至8%，那麼負資產宗數有
機會迫近5萬宗。

樓市走勢的確令人擔憂，因為這是一個量
價齊跌的局面。據統計去年全年總成交量只
有5.8萬宗左右，其中住宅成交只佔約4.6萬
宗，創有紀錄的33年以來歷史最低。筆者並
非擔心樓價下跌，更擔心的是成交量萎縮，
嚴重打擊經濟，不但影響港府和地產商的賣
地和賣樓收入，也嚴重衝擊地產業的整個產
業鏈，其中包括銀行、律師、建築材料、鋼
筋水泥、裝修工程以及工人就業等。此外，
不少聲音認為只有樓價下跌，才能讓更多人
達成置業願望，但事實上，低迷的成交量告
訴我們，首次置業者並不敢在跌價時買進。

假如樓市按照這種量價齊跌的情況繼續尋
底，那麼負資產宗數將持續攀升。有讀者問
樓市是否出現泡沫危機？筆者不敢斷言樓市
是否會泡沫爆破，只能提醒大家必須要有危
機意識，謹慎處理個人財務，做好防範措

施，因為我們不知道尋底時間需要多久，而
防守時間的長短可以決定投資者和中小企業
的命運。千萬不要再來一次像1997年一樣的
金融風暴，這個風暴為什麼讓那麼多人躲避
不及？是因為它伸延了六七年漫長的時間，
直至2003年沙士出現才開始見到谷底。筆者
嘗試講講對後市發展的看法，從利好消息和
利淡因素來作分析。

樓市好淡爭持
承接上文，目前利淡的因素主要有三：首

先，負資產數字已逾 2.5萬宗，估計今年有
機會達到4萬至5萬宗，衝擊金融體系的穩
定性，令銀行對地產業務進一步收緊。其
次，地產商累積的貨尾和已出入伙紙待售的
單位超過3萬個，在爭相出貨的情況下，唯
一選擇是減價促銷，對後市帶來壓力。第
三，利率仍在高位徘徊，中小企業營商環境
困難，幾萬個 「百分百無抵押貸款」出現嚴
重違約情況，公司倒閉潮和物業被銀行接管
情況接踵而至，形成樓市人踩人的骨牌效
應。

看事物要兩方面，利好的消息主要也有
三：第一，中央政府萬億元救市措施也惠及
香港，全力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估計 「一簽多行」不僅在深圳實施，最
後連大灣區甚至全國大城市都有機會推行，
情況像 「沙士」時期推出的自由行一樣，將

香港經濟從谷底深淵救出。第二，港府今年
的財政預算案有機會全面撤辣，加上樓市
「先免後徵」以及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等，帶來不少購買力，對後市絕對有支持作
用。第三，在發展商減價促銷下，樓價已有
一定程度折讓，加上人們對利率走勢向下的
預期，促使用家入市興趣轉濃；去年低迷的
成交量累積了不少購買力，估計今年會陸續
釋放出來，樓市在下半年將止跌回穩。

綜合以上幾點利好和利淡因素，究竟樓市
會出現泡沫危機還是從谷底反彈？兩種聲音
各持己見，市場對於今年樓市的看法，幾乎
都是向下調整，跌幅從5%至10%不等。可是
大家最關心的是，樓市會否泡沫爆破？看起
來不必過於悲觀，樓市還未到那麼嚴重地
步；那又會不會從谷底反彈？從各項數字顯
示，又好像缺乏上升動力。

筆者認為今年上半年樓市仍然較為偏淡，
樓價會在下跌中尋找支持點，中小企業的倒
閉潮和銀主盤的不斷增加，會淘汰一部分人
和企業。歷史的巨輪仍然繼續前進，這是汰
弱留強的年代，所謂一代新人換舊人，希望
大家在逆境中保持樂觀態度，保留實力，迎
接未來不斷出現的挑戰。香港背靠祖國，我
們有龐大的市場和堅強的後盾，加上獨特的
地位和優勢不會改變，只要大家團結一心，
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香港一定能衝出困
境，恢復以往的光輝。

負資產雖增 樓市未絕望
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會長 蔡志忠

立法會議員 陳勇

港事講場
特區政府正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進行公眾諮詢，

社會各界都積極提出建設性意見，支持特區政府盡
快完善相關法律，帶領港人履行好憲制責任，補上

維護國家安全的 「短板」。縱使西方媒體政客一如所料，馬上啟動抹黑引
擎試圖添亂，但任憑跳梁者如何七情上面、傾力演出，都絕不能動搖社會
各界支持立法的決心。

隨香港國安法實施和 「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香港煥發出 「國安家
好」新景象。在此良好時機下，中國香港一定要盡快堵上國安制度漏洞，
免得再被西方外力再隨便插手香港事務。這個顯淺的道理，所有愛國愛港
的市民都明白，尤其我們曾飽受黑暴折磨，更加珍惜得來不易的社會穩
定。但何解社會上仍有極少數人繼續興風作浪，把23條立法妖魔化成 「洪
水猛獸」，欺哄港人？

新華社日前發表署名 「港澳平」、題為 「為什麼反中亂港分子如此害怕
和阻撓23條立法」的評論文章，當中一語道破反中亂港分子的歪心邪意，
正因為他們 「做賊心虛、心裏有鬼」，所以他們才會處處阻撓23條立法。
說得真好，不少香港普羅市民深感認同，眼見反中亂港分子還假惺惺地滿
口 「維護民主自由」，大家都掩嘴一笑，心裏有數。

的確，23條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禍國禍港分子，倘若 「行得正企得
正」，又有什麼好怕？話說回來，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是全球各國
的基本治國方略，英、美、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國家都制定了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並建立了相關決策和執行機構。反中亂港分子不是總覺得外國
月亮特別圓嗎？他們經常口口聲聲要求跟西方標準看齊，尤其美英最為嚴
厲的國安法，如今又雙重標準地窒礙23條立法，真的太醜陋！筆者堅信，
只要香港高效高質地通過23條立法，就像落實了香港國安法一樣，鞏固香
港繁榮穩定的基礎，國安港安家安人人安，之後就可以全力拼經濟，香港
再騰飛。

跳梁小丑做賊心虛
23條立法勢在必行

潘錫堂

海峽觀察
2024 台灣地區選

舉結果揭曉，民進
黨候選人賴清德以僅

四 成 的 低 得 票 率 當
選，並未過半；民意
代表的部分，民進黨
的席次大減 10 多席，
也沒有過半。民進黨
陷於 「雙少數」的格
局，充分體現民進黨

不再得到民眾的信任，因此也並非代表主
流民意。然而，藍綠白三黨在民意機構的
席次均不過半的情況下，使得取得8席次的
民眾黨可扮演關鍵樞紐角色，甚至能左右
逢源。未來三黨在民意機構中的互動與競
合，權謀的心機與手段較勁，將成司空見
慣，握有立法權的藍白兩黨是否會強力監
督綠營的行政權，而造成議事效率的低落
呢？若此，當然民眾也不會好過。以及選
後對台灣政局及兩岸關係的影響為何？正
正值得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賴清德的40%得票率主要
來自民進黨的基本盤選民，意味六成的台
灣選民對民進黨在蔡英文任內
的施政並不滿意，這也是台灣
過半選民希望政黨輪替的原
因。然而在台灣選舉機制下，
過半選民希望政黨輪替的民意
竟然不被重視。尤其，靠少數
派支持當選的賴清德，在面對
民意機構 「三黨不過半」局
面，他的政治權力和施政空間
會面臨比蔡英文時期 「完全執
政」更大的掣肘。再者，四成
選票即意味，賴清德勝選無
法代表台灣主流民意，他是一
個不具主流民意代表性的執政
者，亦即低得票率的賴清德缺
乏執政的完整性，除非與藍白
等政黨合作，否則施政將寸步
難行。

在民意機構 「三黨不過半」
下，有52席的國民黨雖躍居最
大黨，加上 2 席無黨籍的友
軍，仍未過半；因此僅有 8 席
的民眾黨反而成為關鍵少數，
勢必以自身利益為考量盼 「左
右逢源」，但這勢必導致台灣
未來 4 年政局的高度不確定性
與風險。儘管民眾黨黨主席柯
文哲與國民黨不分區民意代表
第一名的韓國瑜私交甚篤，但
柯自認和國民黨DNA不同，在
民意機構的議事攻防上，可以
預見民眾黨的自主性，藍、綠

皆得設法在不同議題上，取得與其結盟的機
會。目前看來，白營在民意機構或可扮演
「安全閥」的關鍵少數，但也可能淪為助紂

為虐 「小綠」的角色。如果民眾黨願意為台
灣人民與台海穩定盡心盡力，避免未來賴當
局因政策暴衝而危及台海安全與和平，就該
在民意機構中聯合藍營制衡民進黨，此種
「安全閥」的角色將使民眾黨的關鍵力量發

揮到極致。

島內民意支持兩岸對話
然而，柯文哲日前表態 「未來不會固定只

跟誰合作」，固然視議題而定，但若意見忽
藍忽綠，都可能讓另一方不滿，長期下來將
累積不信任感。尤其，柯若不顧自己喊過
「下架民進黨」的宣示，而選擇與民進黨合

作，則他將如何面對那些投票給自己的369
萬選民？因此，柯在跨進 「綠白合」這條界
線時，勢必得慎思明辨。

再進一步言，此次選舉獲得四成選票的賴
清德，他所聲言的 「台獨」路線不被大多數
台灣人民認同。看這次選舉展現的清晰民意
是，支持 「九二共識」的藍營，加上主張

「兩岸一家親」的白營，期盼兩岸重啟交流
對話及要求和平反戰的支持者要高於綠營。
然而由於賴的 「台獨」背景與 「分裂主義」
的立場，必將帶來台海兵凶戰危、持續緊張
的陰影。兩岸情勢相比於8年前已大不同，
蔡英文是在馬英九時期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
基礎上讓兩岸關係逐漸惡化下去，賴則很可
能會讓本就惡化的兩岸關係越來越糟糕；再
加上賴的執拗性格和 「台獨」意識形態，可
能會讓兩岸關係轉圜的空間日益縮小。儘管
賴的勝選感言提出 「用交流取代圍堵、對話
取代對抗」來維持台海和平穩定，但在大陸
看來，這只是一張 「空白的答卷」，不會有
任何正面的回應。無論民進黨多麼渲染台美
友誼，只要中美關係穩定可控，美國對台的
介入都將是有限的，因為美中之間的共同利
益遠大於美台之間的共同利益。

總之，這次台灣選舉，年輕族群全力挺柯
文哲，確屬罕見，卻讓想政黨輪替的主流民
意無法實現。而且賴當選後兩岸關係的不確
定性將大增，若他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執拗性
格和 「台獨」意識之中，勢必會讓台海和平
經受更多嚴峻的挑戰。

台灣2024選後的風險與挑戰
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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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Production And Sales Volume Information In January 2024

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and its Board members undertake tha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herein is truthful, accurate and complete and does not 
contain any false statement, misrepresentation or major omission.
The table on production and sales volume in January 2024 of 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is as follows:

Product

Production Volume (Unit) Sales Volume (Unit)

Jan.
2024

Jan.
2023

Changes
（%）

Year to
Month

Same Period
Last Year

Changes
（%）

Jan.
2024

Jan.
2023

Changes
（%）

Year to
Month

Same
Period

Last Year
Changes
（%）

Light Bus 4,338 3,005 44.36% 4,338 3,005 44.36% 4,115 3,125 31.68% 4,115 3,125 31.68%

Truck 3,526 1,759 100.45% 3,526 1,759 100.45% 3,413 1,732 97.06% 3,413 1,732 97.06%

Pickup 5,716 1,450 294.21% 5,716 1,450 294.21% 5,735 1,752 227.34% 5,735 1,752 227.34%

SUV 8,359 4,686 78.38% 8,359 4,686 78.38% 7,636 5,621 35.85% 7,636 5,621 35.85%

Total 21,939 10,900 101.28% 21,939 10,900 101.28% 20,899 12,230 70.88% 20,899 12,230 70.88%

Board of Directors
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February 5, 2024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 粤 0303 民初 25651 号
永瑞祥投资有限公司 :

原告深圳前金院管理咨询培训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迪迦启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泓
望企业管理咨询 ( 深圳 ) 有限公司、永瑞祥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万裕昌计算机技术开
发 ( 深圳 ) 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案号为 (2023) 粤 0303 民初
25651 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三被告在认缴出资额范围内，对第
三人万裕昌计算机技术开发 ( 深圳 ) 有限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2、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由审判员刘春馥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现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参加诉讼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
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於公告期届满之
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於 2024 年 05 月 13 日 09 时 30 分在第二十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四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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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早前考評局網站列出今年就中學
文憑試（DSE）訂定一般入學要求的
海外院校列表，較去年減少 77 間，
引起不少家長擔心海外院校或不再

承認文憑試的資歷，可能影響子女日後
海外升讀大學的機會；有議員亦非常關注，

指會影響到學界對 DSE 的信心。考評局昨發表網
誌，就國際認受性問題進行解釋，強調主要是因為有
關院校更新資訊需時，表示至今未見有大學於2024
年或之後不再接受DSE作為申請入學資歷，大家不
必過度憂慮。考評局的說明有助澄清誤會，釋除疑
慮。

今次DSE出現所謂認證風波，起源於本港今年首
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考試，引發了政治化解讀。事件
反映一些輿論對本港的偏頗論述，損害香港的國際形
象，令部分人士擔憂香港 「去國際化」的問題和風
險。因此，如何向全球說好香港故事，發揮自身國際
化的特色和優勢，體現國際化的影響力，是港府當前
的重要工作。比如在DSE工作方面，香港既要不斷
採取有效措施，確保文憑試的國際競爭力，更要積極
向國際全面推銷，主動與各海外大學及時溝通，確認
他們對DSE的資格承認，以實際行動釋除質疑，避
免各種誤會和雜音。

香港教育具有國際化和多元化的優勢。以DSE考
試為例，它是全球唯一可使用中文答題的國際性質考
試，成績受內地、本港及海外高等院校認可。資料顯
示，DSE文憑試學歷除獲得香港專上院校和僱主認可
作升學和就業用途外，約600所境外高等院校均認可
文憑試資歷，包括近140所內地高校免試招DSE生，
逾300所海外高等院校均承認DSE考試成績，足證明
DSE文憑試在國際上具領先地位，乃一塊響噹噹的品
牌。當局有意發展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善用和發
揮DSE優勢，吸引更多學子來港就讀和發展，以鞏
固香港高等教育和人才優勢，推進社會經濟發展，事
半功倍。

維護 DSE 國際認受性，是香港教育競爭力的體
現。惟考評局網頁早前未載列文憑試收生要求的多所
海外院校，坊間有質疑是因公民科替代通識科，導致
被 「去國際化」，但其實是錯怪了。考評局指，海外
院校一般較重視英文科和數學科成績，大部分院校沒
有就中文、公民科等列出成績要求，甚至不計算通識
科成績。事實是因為香港DSE出現改變，需要海外
院校更新其收生要求，而截至4日，已有275所海外
院校更新，另外有27所院校需時更新，足見絕大部
分院校都繼續承認DSE，只是可能未有留意要及時更
新自己大學的網站，才會出現這次 「烏龍」。

當有人抹黑渲染香港 「去國際化」時，香港更要做
好自己，通過做實事推動DSE繼續擴大國際化，主
動對外宣傳，以彰實況，爭取國際社會廣泛及持久的
認可，並躋身國際文憑試的前列。教育局及考評局要
積極向海外院校跟進、更新資料，並和公眾多做溝
通，避免不必要的誤會，這方面仍有改善空間。總
之，應持續加強與更多海外院校的聯繫合作，保持溝
通的開放性、連續性、緊密性、實效性，對誤導性資
訊及時作出有力回應，化被動為主動，更好推動教育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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