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備受國際關注的美韓聯合軍演，在中、朝的高度警覺中，在東
北亞的敏感戰略點「黃海」剛剛結束；而以針對中國為「假想敵」
的美日聯合軍演又於12月3日在「黃海和釣魚島海域」全面展
開。這將是自1986年以來，美日第十次，也是二戰後規模最大的
一次聯合軍事「戰術演習」，其規模也是剛結束的美韓黃海聯合
軍演的6倍。

之所以稱其為「戰術型軍演」，是因為，美日耀武揚威的軍演
區域，正處於中國東南沿海的戰略要衝和美日同盟對我封鎖第二
島鏈的防禦接點，同時也是關乎中國核心利益的敏感海域。美方
將投入4.4萬名兵員、400架飛機及以「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戰鬥
群為主力的60艘軍艦。日方將投入海陸空自衛隊3萬餘人、40艘
海上自衛隊神盾護衛艦和250架F15戰機組成的戰鬥群。如此超常
規模的聯合軍演，已再次向世人宣告了「美日安保戰略同盟」的
穩固與繼續強化，也昭示了自二戰後，美國東亞控制戰略的繼續
延伸和後金融危機時代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迫切與強勢。值得注
意的是，在危機四伏和陰霾密布的東北亞當下時局，美日首次以

「中國」作為其「假想敵」，該軍演區域的戰術反制與打擊能力，
已完全覆蓋了中國的長三角核心地區與華北平原，及首都北京。
因此，其戰術協同與火力配置已具強大威懾，無需再為其戰略意
圖解畫，可見美用心險惡，當引起中國高度警惕。亞洲至今難以
彌合的傷痕，都是二戰留下的伏筆和東西冷戰思維的延續。

美日以「中國」作其「假想敵」

回望歷史，二戰結束前夕的開羅會議和雅爾塔會議，美蘇兩大
超強不僅成功主導和完成了戰後經濟利益的分割，美國主導西方
政治經濟利益，並留下亞太戰略支點（同盟國陸海準軍事基
地），為其戰略延伸建立基礎，埋下伏筆。而前蘇聯則主導東歐
陣營，雄踞東北亞戰略制高點，決定全球均勢的東西方冷戰格局
亦由此形成。

80年代末，隨㠥蘇東的解體與政治生態的劇變，東西方冷戰的
格局似乎已經結束。然而，東方局部或東北亞區域的冷戰局勢並
未發生根本逆轉和改變。俄羅斯為振興經濟已自顧不暇，美國的
亞太戰略則乘勢繼續鞏固和延伸，並將東北亞局勢繼續推入後冷
戰時代。美國不斷強化在東北亞的軍力，開啟連年不斷和逐步升
級的美日韓聯合軍演，就意在宣示後冷戰思維的延續，並繼續鞏
固美國的亞洲戰略利益。因此，美國才是近20多年來東北亞火藥
味瀰漫與局勢動盪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禍首。

美國單邊霸權擴張不合時宜

不久前的朝韓炮戰硝煙未散，今天，美日聯合軍演又再次觸動
了中國的敏感神經與核心利益，中國此前已再次提議盡快召開

「六方團長會議」，以緩和朝鮮半島與東北亞面臨的擦槍走火局
勢，雖得到俄羅斯支持，但卻遭到美日韓的拒絕，這是美日韓推卸和逃避責任的行
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近日明確表示：「中方提出召開六方團長會議，是希望各
方坐下來，就當前關切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團長會議不是六方會談正式會議，有關
各方參與應無困難」。她同時強調「靠軍事同盟與武力示威解決不了半島的問題，唯
一的出路是對話談判。在釣魚島有關問題上，我們的立場是明確、一貫的。有關雙邊
歷史形成下來的同盟不應損害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方利益，這是我們一貫非常明確的
立場」。姜瑜的發言已揭示了東北亞局勢歷史與現狀的本質問題所在，中國積極倡導
重啟「六方會談」，以談判形式解決半島危機，正是展示了負責任的大國姿態。

50年代的韓戰烽火記憶猶新，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挑釁。80年代的經濟全球化趨
勢，已令「和平發展」成為世界發展的主流，美國式的單邊霸權擴張和武力主導已不
合時宜。今天，「談判對話取代槍炮對話」是區域內與世界各國的一致呼聲和共同利
益。進入後金融危機時代，維護和平大局，促進經濟復甦才是當前的重要議題。因
此，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作為一個肯負責任的大國，應當收斂窮兵黷武的本
性，攜其盟友盡快回到談判桌前，理性對話，共商大局。是該行動的時刻了。未來的
半島穩定與東北亞長期和平，需要一個相關利益的國際對話平台，我們期待㠥二戰結
束65年後的又一個劃時代的「國際和平會議」再次來臨。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在立法會以「無牙力」來
形容教育局沒有能力規管「違規」的直資學
校。

是「無牙力」還是不願管得太嚴？
我相信是不願管得太嚴。直資學校向政府領

取津貼，政府是不可能「無牙力」對付「違規」
的學校。因此，「無牙力」之說是不正確的。

主要的問題是所謂「違規」之事。當年，教
育局之所以推出直資學校計劃，目的就是要減
少監管，特別是財務上的事。因此並沒有制定
詳細的規管條例。在香港，一般人對規管的理
解是：凡是沒有清楚說明不可做的事，都可以
做。也因此，直資學校就放手做他們認為應該
做的事。

現在，審計署來審查直資學校的帳目了，規
條不清，拿甚麼來查？於是審計署這批官員就
搬出政府用來監管其他津貼學校、政府官校的

條規法則來審查直資學校，這才導致全港直資
學校除了一家新開張者外，餘者全部犯規，全
港嘩然。

但是，問題經過深入的報道後，我們不難發
現，原來最混帳的不是直資學校、不是教育
局，而是審計署。這些官員，完全不知道為甚
麼政府要設立直資學校。在審計直資學校帳目
時，發現教育局沒有清楚的條規，就自作主張
亂搬錯誤的條規來查核直資學校。

過去，審計署有過數次揭發政府部門亂花錢
的成績，大快人心，成為英雄。結果，審計署
的官員就個個自認大英雄，想當大英雄的心態
導致這次亂審直資學校的風波。

我認為孫局長不需要增加牙力來規管直資學
校，應該讓直資學校自由地發展。

近來，一些非直資的名校在政府的壓力下，
「自願」縮班，導致家長、校友很不高興。這些

名校成為教師保飯碗的犧牲品。家長、學生成
了犧牲品。我相信此舉會激發家長們向學校施
壓，要求學校轉直資。只有直資學校才能真正
符合家長、市場的需求。

學校收生始終以成績為先

很多人擔心直資學校會變成貴族學校，我認
為不會。名校之所以是名校，首要條件是學生
的會考成績好。如果直資名校只收有錢而能力
低的學生，會考成績差，家長還會來嗎？成功
的直資名校一定會通過獎學金吸收一批窮但是
聰明的學生。當然，有錢而又聰明會更受歡
迎。交不出好會考成績的名校不可能繼續成為
名校。

是的，一些直資學校有走向貴族化的趨勢，
應該關心。但是，我相信市場會糾正這個趨
勢。

諾貝爾發明了炸藥，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諾貝爾委員會發明了什
麼？

本周挪威國家廣播電視台《焦點關注》欄目披露，2006年和平獎得主
尤努斯曾違規挪用外援資金，其小額信貸機構——孟加拉鄉村銀行的部
分客戶淪為債奴，變得更為貧窮。挪外援署（NORAD）和外交部早在
1998年就注意到此情況並發出警告。最近，時任諾委會主席的繆斯和諾
貝爾學會會長倫德斯塔分別對此作出評價，但其表態更令人不安。

倫德斯塔稱，「在我為諾貝爾學會工作的20年裡，沒有人比尤努斯更
受到國內外專家的認可」。此言論說明，諾委會對挪外交部提供的信息
不屑一顧，或者說明諾委會近年來的背景審查工作做得太差，以至於發
現不了問題，但這兩種情況都令人感到不安。回顧近年來的和平獎得
主，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諾委會在評獎時缺乏良好分析，甚至罔
顧事實。究其原因，似已不是很重要，但結果是一樣的：和平獎基礎不
牢，包括今年的和平獎。

和平獎有嚴重的傾向性

繆斯對授獎予尤努斯做了如下辯解：「我們感覺這是一樁好事」。他
使用的是「感覺」一詞，而不是「認為」。難道諾委會評獎時都是「跟
㠥感覺走」？大量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去年奧巴馬獲獎，今年劉曉波得獎，令我們看到，諾委會一方面為西
方國家的領袖搖旗吶喊，另一方面支持東方國家的反對勢力，即對美國
奉承示好，而對中國橫加指責。當然諾委會可找到很多理由為美唱讚
歌，也可找到更多理由批評中國違反人權，但問題的實質不在此。

綜上我們可看出，諾貝爾學會的背景審查工作實際上僅僅針對被提名
者，並沒考慮整個世界形勢。諾委會和學會的有關表態也說明，背景審
查工作並不徹底，發現了的問題未得到重視。此外，和平獎具有嚴重的
傾向性，已成為西方的獎項。儘管東方在世界舞台上發揮㠥越來越重要
的作用，且這一趨勢發展迅猛。甚至諾貝爾音樂會都由荷里活明星主
持，更好地證明了這一點。讓我們試問，北京街頭上有多少人認識今年
諾貝爾音樂會女主持人海瑟薇？為什麼從來就沒有來自印度寶萊塢的明
星主持音樂會？是因為印度是一個邊緣國家呢（儘管其擁有10億人口，
超過美國和歐洲人口總和）？還是因為西方國家仍認為世界中心還在大
西洋上的某處呢？

當然，諾委會在「跟㠥感覺走」、目光守舊的情況下作出的決定有時
候也是正確的。有好幾次他們將和平獎授予了當之無愧的人。現在諾委

會主席亞格蘭野心勃勃，他欲借和平獎名垂青史，希望參與某些重大事
件來改變世界發展的方向。這是典型的亞格蘭，一個「好高騖遠」之
徒。但他將自己的「宏偉藍圖」付諸實施時卻總會將自己絆倒。

選擇劉曉波極不明智

去年奧巴馬獲和平獎取得的效果有限，甚至可以說是負面的。今年亞
格蘭想發給一個中國人。但他為什麼選劉曉波呢？劉是一個文化批判
者，欲把中國變成西方國家。如果亞格蘭想借和平獎給中國的「改革派」
鼓鼓勁的話，選擇劉曉波是不明智的。中國的改革必須順勢而為。劉獲
獎沒有增強而是削弱了「改革派」力量，沒有達到促進革新和開放的目
的，卻引發了憤怒和不滿。這也證明了諾委會好為人師、推行西方價值
觀的本質。劉獲獎是因為他被關押後成為一個「標誌」。諾委會當然知
道和平獎會給劉帶來負面影響，但既然他已經被關押了，再多些負面影
響也無所謂了。

要想塑造歷史，必須目標明確，全面細緻地洞察形勢，接受世界將發
生徹底改變的事實。諾委會的五個委員均為年事已高的前政客，他們希
望改變我們的世界，但對世界形勢從專業角度的認識太少，甚至沒有。
這必將導致和平獎失去其意義和榮耀。如今後諾委會繼續作出違背和平
獎宗旨的決定，令和平獎聲譽繼續受損，我們也沒辦法。正如去年奧巴
馬獲和平獎時，一位美國作家稱奧巴馬「被亞格蘭了」，我們也只能對
諾貝爾的在天之靈說「你也被亞格蘭了」。

2010年11月20日《信報》
「獨眼新聞」以通欄大標題
《「學位溢價」低迷　大學
生月薪高中學生500元》，

引述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總經理周綺萍提供的
數據——香港的大學新畢業生與中五新畢業生平
均月入起薪點中位數之差距，由1997年的81.8%
縮窄至2009年的50.0%，2010年擴大至54.5%，但
是，仍然不及1998年至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香
港陷入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衰退時的60.0%。有
關數據顯示，近10多年來香港經濟周期性起伏與
有關學生的起薪點及其差距有一定關聯，然而，
大學生「學位溢價」下跌這一毋容否認的趨勢所
折射的是，香港深層次結構性問題。

「高學歷，高失業」問題嚴峻

12月6日《明報》評論版發表了沈旭暉《80後
「問題」：問題是50後的超穩定結構》，指出：根
據他和他的同事所進行的對香港青年的民意調
查，「高達60.3%受訪者不感覺正體驗向上流
動」。「一切問題，都指向一個方向：不是日本
的下流社會，而是我們的『斷流社會』。」該文
把問題癥結歸於「50後建立的超穩定結構」有失
偏頗，但是，香港需要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來向
年輕一代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則是不爭的事
實。

再來看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吳曉
剛受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而進行的一項專題
研究結果，稱：香港80後青年「高學歷，高失
業」，起薪點貼近香港的貧窮線。可見問題是何
等嚴峻。

行政長官的2010至2011年施政報告以《民心我
心　同舟共濟　繁榮共用》為標題，動機和目的
都是好的。然而，該報告對香港青年問題落墨稀
疏，特區政府的對策與問題嚴重性頗不相稱。青
年是香港的未來。香港的中年和老年必須以青年
的前途為重，以他們的願望為念。

以香港是否申辦2023年亞運會為例，民意調查
顯示，在校學生支持的比例甚高，但為反對比例
較高的成年人的聲音所壓抑，以致總體的支持率

不及總體的反對率。須知：到2023年，今天的中
年很大部分將變成老年，今天的老年相當部分可
能逝去，而今的青年將成為香港的主導力量。請
問：有什麼理由不以青年的取向為重？

香港亟需拓展新的產業或行業。如果特區政府
真正相信它所選定的醫療、環保、檢測及驗證、
教育、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等是具優勢產
業，那麼，就應當盡快採取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
來大力推動其發展，為香港經濟提供新增長點，
為香港勞動力提供新就業職位，為香港青年創造
向上流動的機會。

誠然，香港太小，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多一點，
不能與內地許多城市相比。地理空間固然不能與
經濟社會發展空間畫等號，然而，經濟社會發展
受制於版圖則是無可否認的。因此，香港還必須
加快與國家主體、尤其與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經濟
一體化，鼓勵香港青年在國家九百六十萬平方公
里大地拓展自我提升的空間。

拓展新的產業　加快兩地融合

應該承認，香港相當一部分青年對於國家主體
的認識，不利於他們主動投身於國家的發展，從
而，阻礙他們拓展個人提升空間。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馬傑偉、馮應謙在11月1日《明
報》評論版發表《中港身份差異仍明顯　「80後」
文化認同出現變化》，指出：「80」後比較認同香
港身份。有關研究結果，值得特區政府從兩方面
反思，一是如何為熱愛香港的青年創造在本土發
展的更大空間，一是如何引導香港青年不拘泥於
香港彈丸之地，在21世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提
升個人更大價值。這兩方面似乎相矛盾，其實，
乃是體現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精髓。

「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成功的關鍵在於妥善協
調「一國」之內香港與國家主體的經濟一體化和
政治仍有差異之間的矛盾。因此，需要目前這一
代香港青年，即使無法全部也必須是大多數，即
熱愛香港，願意為香港經濟轉型、政治轉變、社
會演進而頑強拚搏，又熱愛祖國，願意為中華民
族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成為繁榮富強民主文明
的國家而不懈奮鬥。

香港現時仍有不少由小販排
檔組成的露天市集，由於位處
鬧市之中，販賣的都是有特
色、或可以格價的貨品，除本

地客外，不少遊客均十分喜歡前往購物「血拚」，甚至
許多旅遊天書或網站都有推介，成為本港一大旅遊購
物特色。但上周一清晨，旺角花園街排檔的一場三級
火警，卻為這類露天市集的消防安全問題敲響警號。
有關方面應研究改善辦法，加強管理，以免對附近居
民及旅客產生潛在危險，但卻不宜因噎廢食，將之全
面取締。

今次花園街排檔的火警，焚燒五個半小時後才被救
熄，而且火勢相當猛烈，原因除了近日天氣轉冷，又
靠近聖誕新年的假日，商販入了大批衣服、毛巾、床
單等相對較為易燃的貨品外，還有因為排檔生意不
俗，不斷「擴張營業」，連排檔間的空位，亦用作存放
貨品，以致火勢猶如火燒連環船般一發不可收拾。

火警結果令五十多個排檔焚燬，有關的檔主固然損
失慘重，但不可忽視的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火
警令附近有約三十個地舖亦被波及，二百多名居於鄰
近大廈的居民需要疏散，反映這類十分鄰近民居的排
檔，猶如都市炸彈。而在今次事件中，不少排檔的經
營者可說是血本無歸，猶幸事件中僅有七人吸入濃煙
感到不適，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我希望他們能盡快
善後，恢復作業。

加強管理　保存排檔特色

事實上，現時香港大約有二千七百個跟花園街相類
的街頭固定小販排檔，多設於人煙稠密的舊區，形成
多個不同特色的市集，大多是遊客喜歡遊玩購物的地
點，如旺角的女人街、灣仔的太原街、深水㝸的鴨寮
街等，但這些市集亦多同樣有與花園街相類似的問
題，即鄰近民居、排檔密集、通道狹窄、駁電情況混
亂、缺乏消防設施等，故無論有沒有人縱火，排檔都
有較高的失火潛在危機。

有意見便認為應將有關的排檔搬遷，甚或取締這類
有特色的露天市集，我則認為未必是最佳的解決辦
法。固然商販的經營會對附近居民造成一定影響，但
他們同時吸引遊人，可促進旅遊業，帶旺這些地區，
增加就業機會，若不問情由，一律予以取締，只是

「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
但我同意「有特色」不代表可以「無王管」。事實

上，政府當局對排檔的消防設施一直沒有要求，也沒
有明文規定排檔必須以防火物料搭建，及對「檔與檔」
和「檔與民居」的防火間距沒有作出嚴格規限等。此
外，排檔的電力裝置未盡符合安全標準，一旦漏電勢
必大增火警風險。所以，我認為花園街檔的火警事件
是一個契機，提醒政府要盡快全盤檢討排檔的管理工
作，並作出改善。例如食環署及機電署可加強管制排
檔臨時供電安排，考慮起用防燃物料搭建排檔及裝置
基本的消防設施等。

這些露天市集是香港旅遊業的一大特色，吸引不少
旅客，同時也是香港集體回憶的一部分，實在不應就
此消失。我深信只要好好地改善管理及防火工作，必
定能做到平衡居民、販商、遊客各方利益，令這類排
檔文化得以傳承下去。

田北俊

需做好排檔管理工作

曾淵滄 香港城市大學MBA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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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奧巴馬獲獎，今年劉曉波得獎，令我們看到，諾委會一方面為西方國家的領袖搖旗吶喊，另一方面支持東方國家

的反對勢力，即對美國奉承示好，而對中國橫加指責。諾委會的五個委員均為年事已高的前政客，他們希望改變我們的

世界，但對世界形勢從專業角度的認識太少，甚至沒有。這必將導致和平獎失去其意義和榮耀。如今後諾委會繼續作出

違背和平獎宗旨的決定，令和平獎聲譽繼續受損，我們也沒辦法。

進入後金融危機時代，維護和平大局，促進經濟復

甦才是當前的重要議題。因此，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的美國，作為一個肯負責任的大國，應當收斂窮兵黷

武的本性，攜其盟友盡快回到談判桌前，理性對話，

共商大局。是該行動的時刻了。未來的半島穩定與東

北亞長期和平，需要一個相關利益的國際對話平台，

我們期待二戰結束65年後的又一個劃時代的「國際

和平會議」再次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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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爾施泰 挪威《日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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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花園街小販排檔3級火警，消防員開喉灌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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