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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香港又譯《經濟學人》）周
刊2010年12月4日至10日一期封面專題是《崛起中的中國的危險》

（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反映了當今西方國家的主流觀點
—自2008年9月15日美國雷曼兄弟破產將美國次按危機惡化為

「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霸權地位在下降，而中國
的全球經濟政治影響力在上升；對於一個價值觀與西方國家有明
顯差異的東方大國的崛起，西方國家、尤其美國越來越疑慮和擔
憂。2010年，美中關係相對於2009年所呈現的曲折，便是美國這
種觀點和心理的外露。

美國望華複製西方政治模式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就容易明白，為何在2009年諾貝爾和平獎
頒佈的幾乎同時，有關機構已確定2010年該獎的得主。正如挪威諾
貝爾委員會主席在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所公開表示，他
們是希望在中國培植一位類似於南非曼德拉的人物，來領導中國的
政治制度按西方政治模式重塑。因為在西方不少人心目中，惟有一
個完全複製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國，才可能使中國的崛起不構成對美
國為首的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有力挑戰。

然而，在近代世界史上，全球經濟政治格局調整曾經發生於英國
與美國之間，後者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是前者的學生。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之前，英美兩國的友誼變淡。

在21世紀全球化繼續深入的背景下，全球經濟政治格局調整雖然
不會沒有磨擦，但是，大國之間出現全面對抗的概率低。美國政府
在2010年對中國展示強硬態度，但正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所言，美國對華政策是「平衡的」，亦即「硬軟兼施」的兩手策略。

歷史大格局的轉變不是任何國家一廂情願的。中國既不低估面臨
的挑戰，也不忽視面臨的機遇。在剛結束的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上，中國最高領導層表示：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格

局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們要認真分析和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發展中長期趨勢，努力
提高應對複雜局面能力。要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的特點，努力培育我國發
展新優勢；準確把握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進入變革期的特點，努力增強我國參與能力；準
確把握創新和產業轉型處於孕育期的特點，努力搶佔未來發展戰略制高點；準確把握新
興市場國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點，努力發展壯大自己。總之，中國不爭霸、不稱霸，
也不鬆懈「和平發展」的努力。

香港作為「潤滑劑」的作用更突出

應該指出，在美中兩國找到雙邊關係在全球經濟政治格局調整中的穩定狀態之前，兩
國關係的起伏會增加。香港以其歷史上與西方國家聯繫緊密、而今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的地位，成為中美關係「潤滑劑」的使命是更重要了，成為美中關係「磨心」的機會也
更多了。將來有一天回首總結，香港究竟是發揮「潤滑劑」的時候多還是充當「磨心」
的時候多，是發揮「潤滑劑」的作用大還是承受「磨心」的效果大，不完全取決於香
港；然而，香港自己的作為，是能夠對最終結算產生重大影響的。

因此，香港相當一部分媒體關於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鼓吹是不能不提請香港社會審
視的。這不是關乎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而是關乎在言論和信仰自由與國家利益之間取
得平衡。

香港應為國家穩定發展出力

香港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唇齒相依，在經濟上如此，在政治上亦如此。中國的政治體
制改革和發展，必須以中國固有的社會、歷史、文化條件為基礎，借鑒世界上其他文明
的經驗而不能照搬。任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於中國的企圖，不啻欲中國「削足適履」，是
不可能實現的，是必將為中國人民的大多數所唾棄的。中國在繼續改革開放發展的進程
中如果發生重大的挫折，必將殃及香港。在經濟上已與國家主體不可分離的香港，自然
關注國家主體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狀況，也應當自覺為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
穩定發展出力。

有一種觀點：在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佈之後，世界將出現兩個對立的陣營，一是中
國與支持中國價值觀的國家所結成的陣營，一是信奉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國家所結
成的陣營。

這種觀點僅僅反映有些人的主觀願望，猶如「九一一恐怖襲擊」後美國總統布什以是
否支持美國反恐為界線把當時的世界分為兩個陣營。在西方大國與中國關係惡化中「火
中取栗」，小心引火燒身。

近日，一則關於中
國西藏波密縣至墨脫
縣城公路即墨脫公路
的建設新聞，引起了

境內外媒體的特別關注：12月15日，該公路
的控制性工程—嘎隆拉雪山隧道，經過武
警交通部隊某部官兵兩年多的艱苦施工，提
前四個月勝利貫通，從而為全路按時開通創
造了關鍵性條件。由《解放軍報》、《解放
軍畫報》、中國軍網和國防部網聯合組成的
前方報道組，對「西藏墨脫公路嘎隆拉隧道
貫通儀式」進行了全程視頻直播。西藏交通
廳廳長、墨脫公路專家組組長趙世軍認為，
修通墨脫公路，對加強民族團結、鞏固國
防、維護祖國領土完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義。內地某軍事網站甚至不顧禁忌掛出了醒
目的新聞標題：「中國創造高原奇跡，墨脫
公路即將建成，收復藏南志在必得」。北京
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面對西南周邊複雜多
變的安全環境和來自國內外及自然界的嚴峻
挑戰，中國決意在雪域高原打通墨脫公路，
確實有特殊的軍事和戰略意義，或引起比鄰
大國的非議，但這是國家安全、地方經濟和
藏南各族人民生活加快發展的正當需求，應
客觀開放地看待，不應放大性解讀。

軍事意義明顯

一是軍事交通有了「快速路」。墨脫是目
前中國唯一不通公路的縣。過去兵員進出和
軍事物資運輸，主要靠墨脫公路便道和米林
縣至墨脫的騾馬驛道，運輸能力低，成本

高，路況差，安全隱患大。20世紀70年代，
國家曾兩次投資對墨脫公路進行建設，但都
由於特殊自然條件的制約，未取得實質性進
展。2009年開工的墨脫公路新改建方案，決
定在海拔3700米的嘎隆拉雪山上開挖長達
3315米的隧道，與原翻山路段相比，可縮短
24公里，日均通行2000輛車，能有效避免雪
崩等自然災害對交通的影響，滿足邊防部隊
和居民的物資運輸要求。觀察家認為，改建
墨脫公路是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立項的重
點項目，也是西藏自治區「十一五」期間的
一號交通工程，國家全額投資9.5億元，足以
說明國家對西藏走軍民融合式發展的重視，
是國防和軍隊建設局部戰略的具體實施。

二是維邊穩邊有了「新動脈」。據資料介
紹，1962年中國取得「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
的勝利後，解放軍主動後撤，雖然爭議中的

東段9萬平方公里土地由印度政府實際掌
控，但中國仍將該地區劃入西藏自治區的錯
那、墨脫等6縣的管轄範圍之內，其中墨脫
是藏南地區中印爭議不斷之地。觀察家指
出，作為大陸反分裂鬥爭的前沿陣地，打開
墨脫的公路交通，就等於新開闢一條直往藏
南的通道，對於有效掌握戰略主動，維護豐
富自然資源、扼守戰略要地有㠥積極的軍事
意義。

三是實施高原軍事工程有了「新手段」。
擔負嘎隆拉隧道施工任務的武警交通二、三
支隊官兵，在自然條件最惡劣、地質條件最
複雜、地質災害最繁多的條件下，克服了大
雪封山、高寒缺氧、高原病頻發、後勤保障
難題多等重重艱難，總結創新了「主被動保
溫施工」辦法、「台階式開挖、半邊先落
底、預留核心土」的施工方案和「先通過、
後注漿」的治理強湧水技術，有的還是在軍
內外首創。觀察家認為，這些新辦法、新技
術，對今後組織雪域高原冰川的軍事工程建
設，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觀察家指出，作為中國最不發達的縣，墨
脫基本上還處在比較原始的刀耕火種的狀
態，以至當地幹部職工的糧食、副食品供應
仍是按計劃供給，比內地其他地方落後了幾
十年。修通墨脫公路對改善當地民眾的出
行、信息、和物流等方面，有㜻不可替代的
作用。因此，開通墨脫公路，並不是針對近
鄰大國，而是要早日結束墨脫「高原孤島」
的歷史，使當地各族人民盡快走上致福路、
小康路、文明路。

「五都選舉」甫完畢，國民黨、民進黨打成平手，各自宣稱勝利，國
民黨保住三席市長，民進黨多贏四十萬票；一跨入2011年，黨內立委初選
即將開始，「總統」大選也進入提名階段。按照慣例，一過了農曆春
節，立委、「總統」初選就進入「熱戰」，國民黨非馬英九莫屬，難以撼
動；民進黨則希望明年一月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早日訂定黨內提名遊戲
規則。

令人訝異的是，民進黨還沒有人表態參選「總統」，但是親綠的「三立
電視台」卻在12月中旬發出一條新聞，表示呂秀蓮、王文洋將參選「總
統」，消息曝光以後，又有人加油添醋，以「親近李登輝人士」名義放
話，表示民進黨應放棄「民民配」思維，也就是民進黨考慮將黨外的施
明德、王金平、林義雄、李遠哲、王文洋也納入考慮，營造「在野陣營
的反馬勢力」，全力爭取2012年「總統」大位。

民進黨爭大位暗潮洶湧

用專業政治能力判斷，上述「放話新聞」純屬虛構，根本不用當一回
事，但是當事人被無端捲入，成為新聞話題，難免帶來困擾。呂秀蓮被

「亂點鴛鴦譜」，與王文洋配對，當然不高興，她率先發佈新聞，否認上述
配對，「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呂秀蓮不忘把民進黨中央酸一頓，宣稱
民進黨應跳脫「一派獨大」、「一人專美」，早日建立黨內「總統」初選規
則。呂秀蓮並不否認或排斥參選「總統」，但不忘把掌控黨中央的蔡英文
與新潮流派系奚落一頓，由此可見儘管沒有人公開表態參選與否，但㟜
面下已暗潮洶湧。

李登輝在「五都選舉」之前提出「棄馬保台」，固然因國民黨保住三席
而功虧一簣，但李登輝選後又提出「反馬傾中聯盟」，表明有意整合在野
勢力，顯示馬英九在兩年半內已流失220萬票，朝野勢力又回歸到2004年
的五五波對決點。「人人有信心，個個沒把握」，民進黨前「四大天王」
呂秀蓮、蘇貞昌、謝長廷、游錫㝺又成為「出土人物」，以「古墓奇兵」
之姿重回政壇，經過選舉歷練的蔡英文、蘇貞昌又重掌黨機器，以新銳
身份有意問鼎2012年，民進黨最後是由誰定奪，組成2012年參選搭檔，必
須經過一番黨內激盪，迄明年春節過後才會明朗化。

王文洋是政治圈外人，從來沒有政治歷練，但他身邊的友人卻不斷放
話有意參選「總統」，目的恐怕不在參選，而是台塑公司的龐大資產。王文洋因「呂安妮
緋聞事件」而被逐出台塑公司，王永慶逝世以後，三娘與王文洋之間的遺產糾紛始終沒有
定論。王文洋收購媒體，有意打造「戰爭機器」，放出參選「總統」風聲，把呂秀蓮當墊
背，目的無非是逼台塑公司與三娘交出經營權；參選是假，奪權是真，不是馬英九政權，
而是台塑經營權。王文洋任令「媒體友人」持續放話，「吹皺一池春水」，真正的動機在
此，「虛擬新聞」的目標，恐怕是爭家產而不是爭政權。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客觀看待打通墨脫公路的安全意義

戈止 為武

裡應外合的反華鬧劇
王紹爾　資深評論員

諾委會主席賈格蘭聲稱，頒獎給劉曉波是「推崇普世價值和普世人
權」，但諾委會宣揚的所謂「普世價值」，並沒有得到「普世」認同。
國際社會一些有識之士紛紛批評諾委會的決定。全世界還有50多個國
家的100多家媒體也大量撰文，包括挪威自己的媒體在內，都提出不
同觀點。這說明欺騙和謊言無法蒙住人們的眼睛。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在這場鬧劇中，香港一些反對派人士表演特別賣力，他們在香港舉
行所謂「爭取釋放劉曉波，還我中國人權」系列活動，並裡應外合，
勾連海外「民運人士」，分別在香港、多倫多、溫哥華以及波士頓、
紐約、洛杉磯，進行聲援劉曉波的行動。香港獲邀出席奧斯陸頒獎典
禮的嘉賓，幾乎都是反對派的頭面人物。反對派政客與劉曉波沆瀣一
氣，正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劉曉波靠謾罵名人成名，他嫌罵名人撈取的利益不夠大，於是鼓吹
「中國要做300年殖民地」、「中國應分裂為十八個國家」，中國要「引
進總理」、「改變人種」，他以造謠、誹謗等方式，辱罵、否定和試圖
推翻中國政府和中國的社會制度，狂熱支持美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以
博取西方的青睞。他的政治投機得到了西方給他的政治「犒賞」。

反華政治僱傭軍的共同「金主」

劉曉波、「民運人士」和香港一些反對派組織，是一批貨真價實的
反華政治僱傭軍。他們的共同「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NED，它和美國中央情報
局有密切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中亞一些國家

「顏色革命」的背後，都有NED的身影。NED還頻頻資助「民運」、
「藏獨」、「東突」以及香港的一些政治團體。

劉曉波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即任職於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
的NED資助的「民主中國」公司，定期領取薪水。NED在資助所謂

「中國民主事業」的同時，也豢養了一些專吃「民運飯」的投機者，
這些海外「民運精英」精明地領悟了NED的宗旨，他們申請的項目資
金，打出的都是反對中國現有政權和制度的旗號。

獲得NED資金支持的香港政治性團體，都與「支聯會」關係密切。
這些政治性團體如職工盟、人權監察、思匯政策研究所，乃至一些反
共刊物等，不斷從美國民主基金會和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獲得資金
支持，形成了從美國國會到美國民主基金會再到美國際事務民主協會
或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等，最後到香港的一些政團、智囊機構的

「資金鏈」。

甘為美國圍堵中國的棋子必然失敗

出席和平獎反華鬧劇頒獎典禮的所謂海外「民運人士」和一些香港
反對派組織，他們與劉曉波都是靠美國和台灣情報和間諜組織資金資
助。由於一些香港反對派組織與劉曉波、「民運人士」，都有同一個
西方主子資助和犒賞，而且都試圖推翻中國現有政權和制度，因此惺
惺相惜，都在這次和平獎鬧劇中格外賣力表演。　

《挪威日報》評論員烏爾施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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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香港反對派組織與「民運人士」沆瀣一氣，在和平獎鬧
劇中賣力表演，實際上是密切配合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但是，中國
的和平崛起不可阻攔，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必定破產，甘為美國圍堵
中國的棋子也必然失敗。

日本政府通過新的《防衛計劃大綱》，確定
了未來5年日本中期防禦力整備計劃。大綱中
不僅首次寫入「警戒監視」中國海軍構想，
還明確提出要將日本防禦重點轉向西南海域
以「防範」中國，甚至部署所謂「釣魚島遭
搶佔」應急預案。不久前，美國還動了航空
母艦，會合了日本的海軍艦艇，模擬進行登
上釣魚島的進攻演習。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還
宣告，美日的安保條約覆蓋範圍包括釣魚
島。在這樣的情境下，香港一直在「保釣」
問題上抽足政治油水的反對派，忙於做什
麼？

反對派根本不會去反對美日的軍事演習，
不會去反對美日部署進攻釣魚島，因為，他
們知道美國老板的意向，就是要包圍壓制中

國。香港的小嘍囉的作用，就是要發動民運
和支持劉曉波，從內部分化中國，消耗中國
的國力，阻礙中國的經濟崛起。所以，香港
假「保釣英雄」在保釣問題上銷聲匿跡。他
們都跑到了奧斯陸進行反華示威。教協與支
聯會合一，在網上傳播教材傳授培養香港青
年學生學習扮演劉曉波的政治教育工作。

在70年代，全世界華人大學生進行保釣運
動，第一個目標，就是反對美國損害中國的
主權，他們到美國的總領事館舉行示威，他
們包圍了美國的國務院辦事處，要求美國國
務院的官員出來解釋，釣魚台是中國的神聖
領土，為甚麼美國可以把中國的領土交給日
本？保釣運動是同反美運動聯繫在一起的，
是一場愛國的運動。今天，某些自稱「保釣」

的人，已經完全變質，他們絕對不會反美，
而且縱容和支持美國在軍事上圍堵中國，好
讓日本人騰出手來，侵犯中國的主權，並且
讓日本議員登上釣魚島。這是對70年代全球
華人學生掀起的熱血保土運動的背叛。

香港一些反對派受了美國的錢財，為美國
消災，公然說出支持劉曉波，就是為了要在
中國內部推動1989年那樣的動亂。《蘋果日
報》老板黎智英，跑到奧斯陸，支持何俊
仁、劉慧卿、李卓人、梁國雄的反華示威，
大讚吾爾開希。他在《壹週刊》撰文說：

「我們要高舉六四的旗幟前進」，「這正是諾
貝爾和平獎的意義」。在一百多個國家和團體
反對利用和平獎干涉別國司法主權，美國人
權政策受批判的關鍵時刻，反對派助美解
困，跑到了奧斯陸湊湊腳充撐場面，可說是
急美國所急。

外部插手釣島領土糾紛施加軍事壓力、內
部製造分化動亂。這是美國的對華策略。假
保釣分子最近的奧斯陸政治表演，讓我們看
到了他們真親美、真賣國的面目。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在奧斯陸搞了一個「缺席」頒獎儀式，把所謂的「和平獎」給了因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正在

服刑的罪犯劉曉波。在頒獎前前後後的反華鬧劇中，香港一些反對派人士，與海外「民運人士」裡應外合、沆瀣一

氣，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機構資助下傾力表演，充分暴露了一些反對派人士和海外「民運人士」的政治僱傭軍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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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和獎頒發當天，挪威當地華人華僑反對諾委會決定。 法新社

「保釣」銷聲匿跡 為美湊腳撐場
徐 庶

■12月15日，全長3310米的墨脫公路控制性
工程—嘎隆拉隧道成功貫通。 新華社

香港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唇齒相依，在經濟上如此，

在政治上亦如此。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發展，必須以

中國固有的社會、歷史、文化條件為基礎，借鑒世界上

其他文明的經驗而不能照搬。中國在繼續改革開放發展

的進程中如果發生重大的挫折，必將殃及香港。在經濟

上已與國家主體不可分離的香港，自然關注國家主體政

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狀況，也應當自覺為國家政治經

濟和社會各方面穩定發展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