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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蒲公英

小馬修憲有感 菲語片拉雜談
我 如 今 已 是 回 家 靜 養

治病，因為有兩、三個星期
沒有寫文章，雖是抱病，但
是閒來而思飲欲，把心中的
怨氣一見無畏把之通通寫出
來，一針見血，只寫重點，
這種文章常常是一般人欲寫

而不敢地寫出來，我就不一樣，不吐不快。
有的時候，我也會善意地批抨中國大使館處
事不慎，誤了時機，把中菲友誼的工作弄得
兩邊不討好，這只代表我個人的意見，請大
使館的長官大人有大量，不會斤斤計較吧！

對我來說，我國菲律濱的靠山永遠是
美國，無論是總統，還是軍政部門，還是以
美國馬首是瞻，這是改變不了的事實，BBM
訪問中國與中國簽署了很多合約，中國以為
菲律濱業已轉舵了，一切投向中國，其實這
一切都是假的。中國政府還不瞭解菲人的個
性。

今天我閱報之時，是世界日報正月廿
四日的大字標題：

「總統小馬明確表達修憲願望」，小
字標題是：

「要求先修經濟條文，政治條文以後
再說」。我們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
條十二分恐怖的條文，內裡負有雙關語，我
們可以先看到是先修憲，他對GMA記者表
示，一九八七年的憲法不是在全球化的背境
中制定的。因此菲律濱需要適時代的變化，
這是個雙關語，我們的憲法因時期不適，故
需要修憲，這是唯一的出路。再來要先修經
濟條文，這是條政府貪污的出路，兩來再來
控制軍職的指揮，再度走老馬軍統政治的路
線，如今社會抨論紛紛，如再來一遍軍統，
就會變成雪上加霜，慘不可言。

他說，一九八七年憲法不是在全球化
的背境下撰寫的，但是現在所處的世界是一
個全球化的世界。所以我們得以調整，以使
菲律濱能增加政治的活力，吸引更多外國的
投資者。

此外，憲法規定外國人不能在菲購買

土地，小馬以為此點不能修改。
公共服務領域，比如電力，供水及交

通工具，憲法規定外國人佔不得超過百份之
四十，小馬認為這些可以重新討論，裡面有
些肥水，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他又說：我們所有的戰略領域，不能
受外國實體的影響，包括外國政府或外國公
司，我們必需要把紅線劃清。

我想，小馬所指的是很多中國商人來
菲炒地價，使我大岷區的土地價格晉升很
高，非一般本國的群眾所能負荷的。

除了重修我國菲律濱憲法中之經濟條
文以後，他並不排斥政治條文，如今不便公
佈，時期尚早。

另一方面，參議院一月二十三日發表
宣言，譴責正在進行「人民創制權」簽名修
憲運動，該簽名企圖改一九八七年憲法，讓
國會有機會召開立憲會議，讓國會舉行兩院
修憲會改，而非由參議院各別召開，而來架
空參議院。但在前一天，參議院全體廿四位
參議員發表宣言，譴責修憲簽名運動。總統
如今是否會尊重參議院的宣言或是我行我
素，我們不甚瞭解。

最近我國小馬一而再，再而三爆出黑
龍，當賴清德所主持的民進黨得到台灣地區
領導人與蕭美琴得到勝利之後，立即發訊信
以祝賀賴清德蕭美琴兩位獲得「台灣總統及
副總統」之後，中國政府表示十二分的不
滿，而使得來的中菲友誼又弄僵了。他反說
是要報答台灣地區僱用我國菲律濱兩萬位的
外勞表示感恩之故。這種沒有骨氣的談話，
他也說得出來。

在這言論之後，菲國的國防部也站出
來表示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是中國的
一個省份而已，台灣選舉純屬於地區性的選
舉而已。

這樣看來，我國菲律濱是不是奉行雙
面外交政策，菲國永遠是由美國人在操盤，
你說是不是。所以我常常提醒商總，李天榮
老弟的班黎剎是能送不能買，小心不要說錯
話。

從小我就迷上了電影。
小時候的電影，當然以

英語片最多，那時王彬街還
有四間放映香港、台灣的華
語片，菲語片也不少，不像
現在一年拍不出幾部。

記得在洲府時，與表哥
看了一場「多必」與「班芝道」這二位諧星
拍檔的菲語片，只放映了一半，銀幕另一半
發白，沒有畫片出現，觀眾還是看得津津有
味，我與表哥也笑得前仰後合，笑出了眼
淚，說是那時的觀眾水準低，以滑稽來搏取
觀眾的笑聲，也就能滿足那個時代觀眾的需
求了。那時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之間。

隨著時代的進步，電影演員的演技更加
成熟，電影的拍攝技術日新月異，何止一日
千里。

菲語片在軍統前，曾一蜂窩地競拍拳頭
加枕頭，拍出的國產片子，比三級小電影有
過之而無不及。

也不知在那個環節出了差錯，那一年黃
色低級國片氾濫成災，小電影上大銀幕，那
時沒什麼兒童不宜的限制，甚至連英語三級
小電影也上了大銀幕。

曾經有一位五十多歲的朋友，自己一人
去看英語三級色情小電影，在大戲院大銀幕
上放映，應該是劇情過於刺激，觸發心肌堵
塞，在電影院裡呻呤被座位旁邊的一位記者
發現，把他送去醫院，抵醫院時已回天乏術
了。我想我那朋友是唯一一位這種電影的受
害者吧。

我們這裡是世界上信奉天主教最多也是
虔誠的國家，不知為啥，在那短短的時間裡
會縱容這種沒道德的電影搬上大銀幕，記憶
所及，沒過多久，有關當局就頒佈軍事戒嚴

令了。
說實在的，軍統時，我們這些安份守己

的平民百姓，沒有什麼不方便，也許那時我
還年青，下了班就回家，晚上好像是十二點
到凌晨四點宵禁。治安比什麼時候都好，那
時宵禁，需要外出的，好像孕婦臨產，老人
家有什麼急病可以打電話到軍部，憲兵一會
就抵達你的地方，把你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從電影一滑就談起軍統時的日子，離題
太遠了。

如今的菲語片，不知為什麼，這幾年來
很少推出新片。

以前有不少華人是菲語片的製作人，
出資找劇本聘導演，明星。菲語片的明星是
十八羅漢十八樣，有的說好了什麼時候拍那
一段，全部有關人員。燈光設備等等都安排
好了。那位大牌明星才姍姍來遲，來時東歪
西倒，語無倫次，那片段的拍攝只得做罷，
製片人損失不匪。聽說那位大明星要是自己
斥資自己當主角，拍得中規中矩，有條不
絮，以他大明星的名氣總是賺得盆滿缽滿。
華裔製片人想把大明星告上法庭，那正中了
他的圈套，打官司只是給大明星免費做宣
傳，職業道德多少錢一斤！

我們這裡還有個奇葩，那就是演而優則
仕，綜觀政壇上有多少上自總統，下至眾議
員，曾經是電影明星出身。

有的參議員連數鈔票也用秤論斤兩，有
的英語也不會說，雖然這種人佔少數，不過
也是這國家的另一道風景線。

其實明星當上國家領導人，別的國家也
有，見怪不怪。他們可是人民選出來的，沒
什麼好說的。

這是人民的選擇，民主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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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條

不能給美國有翻盤機會（二）
在神州大地為了收取美

帝國津貼的學者、專家、教
授、科學家、外交官甘冒出
賣國家利益而成為間諜，還
有眾多生為中國人而痛恨中
國的恨國黨。他們常常通過
做空中國而獲利，尚且為了

證明自己誣造消息能成真，他們總盼望中國
會失敗和犯錯來實現自己言論的正確。這些
人是典型愛美國勝過愛中國，說白一點就是
愛美國而恨中國。

最近有一個財經賬號竟然以自己塑造
亂懾的標準，將中國經濟5%的增長解讀為
經濟衰退，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應該不低於
6%才能算增長。假如中國經濟真的增長到
6%，你相信他們就不唱衰了嗎？當然不可
能，到時候他們會改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應不
低於7%才能算不衰退，或者要說統計局數
據值得懷疑等等……。然而，對今年美國用
電量下降，還能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數據，
這些人從不懷疑。對中美經濟評價持著雙重
標準，他們對唱衰中國經濟絕不單純，其目
的是通過唱衰中國經濟來達到攻擊國家對經
濟的監管調控措施和國家產業政策推動經濟
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

這些跟美國走同一戰線的限國黨，先
從攻擊國家經濟專項整改，針對房地產企業
高扛裡，高周轉模式進行金融調控政策入
手。其邏輯操作是把中國對個別企業或個別
行業存在突出的問題進行必要的整頓情況，
說是對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的打壓。自行構
建邏輯說這是政策的搖擺，這對民營企業的
打壓影響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才導致經濟
的困難。他們之所以頻頻唱衰中國的經濟，
也是為配合其標榜的邏輯閉環……。

列如奧地利學派的張維迎連中國那種
行之有效的產業政策都跳出來反對，他們夢
寐以求的在中國推行自由市場經濟，最終目
標是實行經濟自由，要求國家早日放開金融
監管，特別是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資本項
下完全放開，資本自由進出，實行經濟自由
化……。

睜 眼 世 界 那 些 實 行 經 濟 自 由 化 的 國
家，大都出現很大的問題，美國國家安全顧
問沙利文，也都在反思自由市場經濟造成的
傷害，而中國這些經濟學者，財經博士卻還
在不遺餘力，在中國灌輸自由市場經濟，那

套現代經濟教條，硬要中國人相信市場經濟
真正的存在著看不見的手。

其實，就是鼓吹西方人相信的邏輯引
入市場自由經濟學，他們標榜自由市場能為
實現自由均衡，這一個人為製造市埸烏托
邦，現實中從來沒有存在過，如此新自由
主義政一策搞得世上許多國家狼藉不堪。君
不見最近阿根廷新任總統米萊正在阿根廷
進行自由市埸的社會實驗，米萊宣誓就職半
個月，己將阿根廷比索的匯率貶值了54%，
各地物價迅速上漲，部分地區商品漲幅到
100%。中國目前要注意的是經濟自由化措
施中的金融自由化。

實行金融自由化的國家，只要被華爾
街看上幾乎都發生了金融危機。金融一旦自
由化，華爾街的金融資本就可以聯合各路投
機資本，從容佈局金融戰，有組織地先拉
高「目標國」的資產，然後再做空，最後帶
著收益退出目標國，耗光了目標國的外匯儲
備，衝擊主權貨幣的匯率。最後再由世界銀
行機構，以提供資金援助為名，配合華爾街
資本，以低價收購目標國的核心資產來控制
經濟命脈。君不見拉美國家就是這樣失去經
濟主權追入經滑失敗的循環。列如阿根廷和
巴西都曾經接近發達國家門檻而實行自由放
任的市場經濟，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政策，
給華爾街的投資者以金融戰手段洗劫了財
富，甚至控制了經濟命脈的機會。

列如巴西和阿根廷同是農業和糧食出
口大國，以及有豐富礦產的國家，竟然有大
量人口連吃飯都成問題了。韓國也如是，包
括國家重要銀行及重要企業如三星的大量股
權都操控在美國資本家手中，與那場1998年
韓國金融危機有關，金融危機就是美國資本
家定向的收割。現在的韓國不僅是政治主權
受拑制，經濟主權也有很大問題。因此中國
要非常慎重警惕，在現階段絕不能開放金融
自由化，讓人民幣自由進出，一旦被美國華
爾街資本玩家看中，認為有羊毛可割，都會
蜂擁而至炒作做空，創造一場金融危機。現
如今，中國一些美國同路人，恨國黨學者、
教授、專家極力鼓吹中國需要實行開放金
融自由化，以配合其美國主子對中國的金融
戰，他們就是等著中國一旦錯走一步，那就
是幫助美國翻盤的極好機會，那也正是國內
這群恨國黨希望看到中國經濟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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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恒 

中國出口逐漸回暖
1月12日，中國海關總

署公布了2023年全年的外貿
數字，稱2023年中國進出口
總值以人民幣計價為41.76萬
億人民幣，按年微增0.2%，
其中出口額增長0.6%；若以
美元計，則總值5.94萬億美

元，按年下跌5%，出口額下滑4.6%，全年
貿易順差8232.2億美元。

環球逆境中保持穩定 

2023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由於貿易
保護主義、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加劇，發達
國家需求萎靡、發展中國家表現不佳，聯
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預計全年
的全球貿易額按年萎縮5%，其中貨物貿易
預計減少2萬億美元（約8%）。

而亞洲地區的主要出口導向型經濟
體，韓國及越南的全年出口都分別錄得
7.4%及4.4%跌幅。

在這種國際形勢之下，作為「世界工
廠」的中國，雖然遭遇了2016年以來首度出
口下滑，但2023年最後兩個月的出口已有回
暖的跡象，以美元計算11月及12月分別同比
上升0.5%及2.3%，後者更超過了1.7%的預期
增長。

雖然從數字上來看，中國的外貿數字
不過是隨著世界貿易的趨勢而產生波動，
但達到這種表面的「平衡」過程並非波瀾
不驚。

要知道，中國與曾經的第一大貿易
夥伴美國之間的貿易發生了劇烈的變動。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最新數據，2023年前11
個月，中國在美國進口額整體佔比急跌至
13.9%，是自2004年以來最低水平，而美國
的最大進口國地位有望由墨西哥取代。為
了彌補美國減少從華進口的出口份額，中
國必須採取一系列措施和政策來應對和促
進出口增長和產業升級，以維持整體出口
數字的穩定。

多元化發展增加韌性 
首先是推動製造業向價值鏈高端升

級，包括推動智能製造、機器人技術、新
能源汽車和高端製造等領域的發展。2023
年，電動載人汽車、鋰離子蓄電池和太陽
能電池等「新三樣」產品合計出口首次突
破萬億元人民幣大關，同比增長29.9%，
彌補了出口形勢備受壓力的勞動密集型產
業。

此外，船舶、家用電器的出口分別增
長35.4%和9.9%，表現亦不俗。

其次是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多邊貿易
體系，拓展更多新興市場。2023年作為「一
帶一路」倡議的十周年，與沿線國家地區
的進出口額達到19.47萬億人民幣，按年增
加2.8%，佔內地總體外貿總值的46.6%；另
外生效兩年的RCEP亦讓區域內的貿易成本
大幅降低，2023年中國對RCEP其他14個成
員國合計進出口12.6萬億元人民幣，較協定
生效前的2021年增長5.3%。

隨著新興市場的消費市場逐漸成熟、
壯大，抵消了一部分歐美市場訂單下滑的
損失。

除此之外，數字化轉型和電子商務的
發展推動了跨境電商和數字貿易的增長。
內地的電商之發達已成為全球的成功典
範，而跨境電商亦隨著貿易效率的提高和
便利化，為中國的出口企業提供了更多國
際市場機會，正逐步收割海外市場。根據
初步統計，2023年內地跨境電商進出口2.38
萬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15.6%，方興未
艾。

諸如TEMU、SHEIN等有中資背景的跨
境電商平台，在多國都成為備受推崇的熱
門購物模式。

踏入2024年，展望今年中國內地的外
貿將會繼續向產業高端化、市場多元化、
商務數字化的正反饋路徑發展，繼續延續
2023年穩定的外貿局面，並不斷尋求新的突
破與契機。

（作者為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蘇麗莎

愛源自於關懷
上週到教堂望彌撒，神

父在佈道時提及「愛若是缺
乏關懷是自私的，不是真正
的愛，它是脆弱的，經不起
時間的考驗的」。

同事年過半白，在兒女
成家立業後，竟然執意要與

結褵30年的丈夫離婚，原因是丈夫表面上
雖然愛她，卻從未真正關心過她，不曾重
視她的感受，甚至她生病開刀住院的第一

天，身體虛弱，丈夫也不肯晚上留在醫院
照顧她。

年青時為了給子女有個完整的家庭，
百般忍耐，年紀大了，她想過自己的生
活，不想再委曲求全了。

台灣政治人物，不論是執政黨，抑
是在野黨口口聲聲說他們愛台灣，愛台灣
2300萬的同胞，但是，在追逐名利之外，
能真正關心台灣前途安危，重視解決台灣
人民的生活需求及福祉的政治人物又有幾

人？
在天主教佈道會中，一位主內弟兄與

大家分享他在印度創辦的垂死之家當義工
的經驗，（印度的垂死之家是由諾貝爾和平
得獎人，Mother Teresa德蕾莎姆姆）所創辦
的，它是專門收容病重的乞丐、遊民，身患
傳染重病被家人遺棄的人，這些人可謂是窮
人中之窮人，是被世人所遺忘的人，活著沒
有尊嚴的人，此位弟兄說，他曾緊緊握住一
名病重，奄奄一息乞丐的手，乞丐用微弱而
激動的聲音告訴這位弟兄說，他一生當中從
未有人握住他的手，更未曾被人尊重過，接
著就含笑斷了氣。

我們在軟弱無助時，是否亦需要人們

緊握著我們的手，給我們力量及安慰呢？這
位乞丐因終生被漠視，才會那麼渴求被人關
懷，那麼渴望被人握緊他的手，這個小小的
動作，每個人都可以輕而易舉的付出，可是
我們卻往往忽視，甚至捨不得施給。

德蕾莎姆姆及其所屬的仁愛修會真正
做到以實質的關懷來表達愛人的心意，此種
大愛的精神，令人讚嘆。

在忙碌時，我們是否願意稍為放慢生
活腳步，撥出一點點時間去多多注意我們周
遭的人，對需要的人，適時付出我們的愛與
關懷。

愛 有 了 關 懷 而 源 源 不 斷 ， 要 使 愛 持
久，請勿吝於付出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