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評選結果公佈，
重慶、杭州、成都、長沙、昆明、南
京、長春、廣州、通化和無錫當選。媒
體大都聚焦重慶，因為重慶是今年唯一

的直轄市當選，更指重慶開展的唱紅打黑活動是獲獎理由之一。
其實，再炒重慶唱紅打黑已無新聞性。重慶之所以可以登上幸福
榜，是中國城市居民幸福觀的改變，也是改革開放出現拐點的反
映。綜觀上榜的十大城市，鮮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沿海開
放城市，也鮮見取得經濟成就的特大型城市。今時今日的中國，
經濟發展已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標，光講一個城市GDP也很難
讓城市居民笑得出來。因為，老百姓需要的是可以讓他們享受的
經濟增長。

在中國有錢就幸福已非絕對

有報道稱，「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並不簡單取決於人均GDP或
人均收入。其不僅取決於經濟總量和人均經濟量，還取決於這個
地方的自然環境、居住條件、安全狀況、人際關係，以及市民氣
質、精神狀態、主人翁感覺等。」2007中國(大陸)推出首屆最具
幸福感城市，十個獲獎城市是杭州、瀋陽、中山、寧波、青島、
台州、珠海、上海、北京、成都，它們以各自的魅力，詮釋了幸
福。可以看得出，首屆最具幸福感城市中不少城市佔據沿海開放
優勢，大多處於中國的經濟發達地區，它們的幸福來自先富優
勢，經濟富裕成為他們幸福之源，而沒有華龍網報道中的綜合因
素。
如今，時過境遷，新一屆最具幸福感城市，絕大部分都不是地

處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很顯然，在中國有錢就幸福已經並不絕
對了。改革開放之前，全國平均主義，即使物質匱乏，人人憧憬
的是未來的共產主義，還覺得過的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生活；改革
開放以後，追求物質利益的大門打開，中國人知道了有錢就有好
吃的，好穿的，有錢可以做你做不到的事。人們更願意相信，可
以用錢解決的，都不是問題。在銅腥味的誘惑下，人情味、社會
公平都丟一邊了。慢慢的，在一些富裕地區，在一些大城市，人
們即使生活比以前改善很多，卻因為社會的不公，發展的不平衡
而心生不快。
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的學者共同研究的結果發現，有

七成的受訪者覺得「即使賺錢少了些，但睡眠多一些會更快樂」；有三分之一的受訪
者表示「如果少賺一點錢，但可以居住在朋友們的附近，會比沒有朋友而賺了更多的
錢快樂」；還有40%的受訪者認為「如可將上班路程所花的45分鐘縮短至10分鐘，願
意多付一倍租金。」由此可見，生活中的快樂感不完全來自金錢。

中國城市幸福感突顯社會發展的轉變

重慶或者其他城市可以獲得最具幸福感城市，經濟發展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重慶
這些年經濟穩步增長，即使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全國要保八，重慶也能以雙位數字的
增長發展經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杜鷹12月13日在昆明透露，過去5年
裡，中國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增長速度首次全面超過東部地區經濟增速，這標
誌 中國長期以來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初步遏制，區域發展增長格局從東部
地區「一馬當先」，向中西部地區全面加速、各區域協同並進轉變。也有西部的市長
說，西三角一定可以打敗長三角。
但和沿海率先發展的城市不一樣的是，重慶政府知道發展為了什麼，知道經濟增長

是為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和城市社會環境。重慶政府將超過50%的財政收入用於改善
民生；在全國也只有重慶按國家規定做到，教育投入佔GDP的4%；重慶率先在全國
推出公租房，要讓買不起房的重慶百姓有房住；投入數十億解決上訪者的長期積案；
要建設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等五個重慶，匯成一句
話，就是要建設老百姓人人都能享受的幸福美好重慶！政府還力求讓重慶每一個老百
姓逢年過節要吃上傳統的喜慶食品。重慶還有唱紅打黑，以尋找新的社會價值觀，這
是要讓重慶人有安居樂業的良好環境，讓重慶人有支撐心靈的社會精神。自然，如今
的中國城市幸福觀，幸福價值和早些年的追求已經完全不同。
重慶為代表的中國城市幸福感，已超越經濟表現，而突顯社會整體發展；已超越一

部分人先富、先有錢的幸福，而追求全體人民的共同幸福；已擺脫單一的「精神」或
純粹的「物質」，更多地追尋精神和物質等多層面的共同發展；已超越純粹的城市居
民概念，讓長期生活在農村的農民也能享受到城市的居住環境，城市的教育衛生。今
屆最具幸福感城市更多地落在西部、中部等並不發達地區，背後催生的是中國改革發
展的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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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個人主義，社民連黨內人人講個人權利，爭權奪利，唯我至上，發生問題時不是雞飛狗走便是互相攻訐，黨內容

不得半點妥協，沒有人情可言；一旦內訌，恩盡義絕，師徒交惡，割蓆反目。黃毓民、陶君行、任亮憲、季詩傑，全都

是活生生人辦。最叫人搖頭歎息的，是鏡頭背後任亮憲的風流快活，這些享樂至上、私生活糜爛的民主鬥士，他們又怎

會真為香港的民主默默付出？這樣的人和這樣的黨，還有甚麼說服力呢？

當前中國城市幸福感，已超越經濟表現，而突顯社

會整體發展；已超越一部分人先富、先有錢的幸福，

而追求全體人民的共同幸福；已擺脫單一的「精神」

或純粹的「物質」，更多地追尋精神和物質等多層面

的共同發展；已超越純粹的城市居民概念，讓長期生

活在農村的農民也能享受到城市的居住環境，城市的

教育衛生。今屆最具幸福感城市更多地落在西部、中

部等並不發達地區，背後催生的是中國改革發展的拐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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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社評：

社民連屢爆醜聞的原因
《新報》社評認為「作為一個『頗為柔性』的政黨，

因為入黨的門檻低，黨員的質素良莠不齊，是可以預期
的，『任亮憲事件』即使不在日前發生，也必將發生在
其他黨員的身上，這也是可以預卜的。」

《星島日報》署名文章：

任亮憲厚面皮死賴
《星島日報》刊出齊秀峰署名文章，認為「『維園阿哥』

呼籲傳媒不要『渲染』的說法，當然不會獲得認同。
『維園阿哥』出事後，沒有公開坦白交代之餘，還選擇性
接受周刊報道，大爆他和懷疑受害人的交往過程，這種
意圖操控傳媒的做法，固然得罪記者，試問又何嘗有尊
重當事人的感受，昨日他呼籲傳媒不要再『渲染』事
件，試問又怎會有人聽？很多人都會覺得，以他的所作
所為，無論將來刑事調查結果如何，他的政治前途應該
都是『前途似咁』。⋯⋯『維園阿哥』厚 面皮維持正常
政治活動，難題就落到社民連主席陶君行身上。政圈中
人都知道，任亮憲有黨內大佬黃毓民撐腰，曾經想推倒
現任主席陶君行。現在他出了事，陶君行若然夠膽，當

然可以借機清黨，無奈他既沒有這樣的野心，也沒有這
樣的實力，反而被毓民先發制人，力指他處理不當，發
動批判，令他陷入被動。」

《明報》署名文章：

社民連的深層次矛盾
《明報》刊出孔誥烽署名文章，指出「不少人認為馬

草泥事件，只是社民連派系鬥爭的延續。跟 我又要
問，那麼社民連內部兩派鬥爭的基礎，又在哪 ？回顧
社民連的內鬥歷程，引起和激化內鬥的事件主要有三
個：七月的行委補選、有關區議會協調與是否狙擊民主
黨的爭論，以及有關成立港島區支部的爭論。那麼貫穿
三個紛爭的深層次矛盾，到底是什麼？我只想到一個可
能性：就是馬草泥本人。我不清楚任先生的為人，也不
想太個人化地去探討這個問題。但是一位政壇新星加入
一個政黨後，在沒有重大意識形態與路線分歧的前提
下，只用大概一季時間便令原來志同道合的黨友一半以
上變成自己的敵人，確實前無古人，相信也後無來者。
⋯⋯我不知道任先生在社民連內具體是怎樣與人相處
的，但從各風波中他的表現，其黨友的反應和評價來
看，不少花生友都應該會提出下列的合理懷疑：他是否
在入黨後，即以創黨主席指定接班人自居，目中無人
呢？他跟黨友爭論時的聲調與姿態，跟他在鬧爆建制派

政客與維園阿伯時的聲調與姿態，有無分別？」

《成報》署名文章：

任亮憲的道德問題
《成報》刊出戴慶成署名文章，認為「今次任亮憲涉

嫌非禮及強姦一名女性的新聞曝光後，其前度女友周澄
第一時間跳出來指控任亮憲，斥責任亮憲與她拍拖時，
不但隱瞞已婚的身份，還同時與社民連及民主黨兩名女
子發展關係，一腳踏四船，令她感情受傷。根據周澄的
指控，任亮憲起碼犯了兩方面的道德問題。一是誠信問
題。任亮憲向周澄隱瞞自己已婚的事實。假若有關指控
屬實，則不由令我們擔心，任亮憲在小事上隱瞞，會否
在大事上也一樣？一旦他日後獲選為區議員甚至立法會
議員，也會出於私心而隱瞞一些對公眾有影響的事項
呢？二是操守問題。任亮憲在與周澄發展關係的同時，
竟同時一腳踏多船，這種花心對待男女感情的作風，明
顯不符合目前香港社會主流的道德標準及要求。」

鄭經翰：

任亮憲性醜聞是權鬥延續
鄭經翰在《信報》撰文表示「任亮憲雖非社民連高層，

只屬普通黨員，但今次事件的發生其實並非偶然，而是過

去幾個月來黨內路線鬥爭的延續。對外間普羅大眾而言，
社民連的路線鬥爭已經變成內鬨，互相殘殺、人身攻擊多
於政治辯論，手段之惡毒和品格之卑劣，與倡言『濟弱扶
傾、義無反顧』、號稱推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民連全不配
稱。黨爭本屬民主政治常態，目下各個黨派皆有不同程度
的分歧和分裂。令人詫異的是，自爆發黨爭以來，至今次
醜聞成為全城焦點，都不見社民連有適當的危機處理，主
席及行委固然駕馭無力，部分行委更參與人身攻擊的鬥
爭；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三大創黨元老也無能為力，
坐視不理，任由劣質的黨內鬥爭公開和惡化下去。」

本報記者綜述

香江評論綜述

任亮憲醜聞愈揭愈多 黃毓民護短再掀內鬥
香港文匯報訊　社民連新星「維園阿哥」任亮憲涉嫌強姦一案再有新發展，日前一名19歲女子向警方報案控告任亮憲非禮，警方暫列非禮案。輿論認為，

任亮憲的桃色醜聞愈揭愈多，不管最終其本人是否被判罪，但已將其混帳情史及人格之不堪表露無遺，對社民連也造成了沉重打擊。輿論並指出，社民連前

主席黃毓民在事件發生後不分青紅皂白的「保任」，讓社會看到社民連表裡不一，黨紀不嚴，黨員品行不端等問題，而在黨內風雨飄搖之時，黨內不但沒有互

相支持，反而引發更嚴重的權鬥，除了任亮憲之外，社民連是這次事件的最大輸家。

於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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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三年，叮叮飯逐漸成為年輕人、上班一族
及「無飯」家庭的生活良伴。叮叮飯之所以能夠
悄悄冒起，主因除了價錢便宜、速食方便、加上
近年叮叮飯不斷改革，推出以健康作主打的叮叮

菜及多款小食、糖水外，更重要的是能夠配合香港人忙碌緊張的工作生
活。據聞叮叮飯在日本的受歡迎程度比香港更大，不少上班族因為工作
繁忙，竟然發展到一日三餐也以叮叮飯解決。然而當想到若然有朝一日
香港也發展為「餐餐叮叮」的社會，這不禁令我想起美國作家李查．巴
哈的寓言小說《天地一沙鷗》中的海鷗，到底飛行是為了覓食，還是覓
食是為了飛行呢？
香港人的飲食習慣其實與工作生活節奏密不可分。六十年代香港工業

化起飛的時期，無數工廠工友人人一個鋁質圓筒形飯壺帶飯返工，一來
當時普遍工友的薪金不高，不願花費在中午外出午膳，二來傳統大家庭
仍未瓦解，打工仔不愁沒有家人晚晚燒菜煮飯供帶飯之用。七、八十年
代香港物質漸見豐裕，上班族漸漸取外出午膳而棄帶飯返工。隨 香港
的工作步伐愈來愈忙碌，香港僱員的收工時間一天遲過一天，加上核心
家庭的出現，造成無數「無飯」家庭湧現，出外吃飯的習慣由午餐蔓延

至晚飯；超級市場遂趁機推出以新鮮及健康為名的「方便 菜」，以滿
足一眾「無飯」家庭渴求住家飯的願望。時至今日，叮叮飯晉身成為上
班一族節省開支的平價飯盒，更是不少文職專業人士深宵工作時的醫肚
首選。
從香港人的飲食習慣可見，日常繁重的工作壓力及超長工時的就業環

境不斷侵蝕 各行各業上班族的個人生活空間。為了工作，外出午膳變
為文職白領的奢侈行為，外賣飯盒才是常態；為了工作，個人閒暇與家
庭生活對在職僱員再不重要，通宵達旦無償加班才是生活常態。香港人
的生活節奏彷彿只能隨工作規律而起舞，行街睇戲、拍拖、成家立室、
住家飯及親子樂等一切個人私事在「為了工作」下必須通通讓路。
為了改變這種「為了工作可以犧牲一切」的工作文化，工聯會文職及

專業人員總會與公共事業工會於本年中發起「職業新文化運動」，呼籲企
業及僱員簽署約章，承諾共同改善打工仔工時長的問題。目前「職業新
文化運動」已有二十家企業僱主簽署約章，我們期望藉 更多僱主的自
願參與，可以向特區政府清楚表達勞資雙方爭取設立標準工時的決心，
並喚起政府官員對於現時這種「反理性」的工作生活文化的反思與覺醒
——「人生不單純為了工作，生活還有很多方面可以成就豐盛的人生。」

聊民筆
生

陸　軍 網民

用鍵盤推動民主
如今，人們越來越多地用微博參與社會事務。
我發現大的網絡事件在諸多網絡民眾及媒體的參與下越來越多地朝

良性方向發展。那些簡陋的宣洩、缺少理性思考的網言變輕微了，很難
忽悠網民了。經歷過大大小小「網事」洗禮的網民甄別「網事」越來越
理性。有責任、有擔當的網言備受青睞。
即將過去的一年，讓我最為欣喜的「網事」發生在9月16日。這一

天，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發佈了《2011屆畢業研
究生招聘公告》。招聘公告明確要求應聘者參加面試時要遞交「乙肝五
項」體檢表。這條帶有對乙肝病毒攜帶者明顯歧視的招聘條件一經發
佈，迅速引來網民關注。9月26日，有乙肝病毒攜帶者將這一公告轉貼
到了我發起成立的「肝膽相照」論壇。網友們紛紛指出，該招聘公告違
反了我國有關「招工、招生禁查乙肝」的政策。
10月11日，得知長春光機所將在北京舉辦招聘會，乙肝病毒攜帶者網

友「雨田門馬」趕赴現場，要求長春光機所在招聘公告中刪除乙肝檢查
一項。
事後，長春光機所有關人員與網友「雨田門馬」在網上進行了坦誠交

流，承認將乙肝檢測項目寫入招聘公告不妥。
10月18日，長春光機所在其網站宣佈：「不要求乙肝項目檢查或出示

乙肝體檢結果報告」。10月19日晚，該所相關負責人給「雨田門馬」發來
郵件：「我們感到正因為有你們這樣的民間力量通過網絡維權，使我國
民主政治的步伐在向前邁進。」
從歧視規定到網友和用人單位達成一致意見，最終明確不再要求應聘

者提供乙肝項目檢查或出示乙肝體檢結果報告，網友們用最平和的方
式、最節約的成本、最平等的交流，維護了自身的權益。
即將過去的一年，我還欣喜於諸多網絡事件中蘊含 兩個積極的變

化：一是更多的網民開始關注看似與自己毫不相關的公眾問題；二是政
府部門更加關注網絡民意，積極收集聆聽，並根據匯聚的網絡民意採取
積極措施作為呼應。
一唱一和中，網民和政府共同推動了民主政治的發展進步。
在微博裡，在輕輕敲擊鍵盤一剎那，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在自覺或

不自覺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進程。
（本文轉載自12月29日《人民日報》)

社民連成立短短數年時間，不但未能對香港民主有絲毫的貢獻，而且
屢屢爆出內訌和道德醜聞，在議會擲蕉叫罵，形象低俗，敗壞社會風
氣。由於醜聞一宗接一宗，這已不能以單一事件作為搪塞之辭了。黨風
決定黨的發展，由任亮憲因涉強姦非禮案被警方拘捕說起，社民連定位
事事激進，個人主義抬頭，又缺乏駕馭八十後的領導能力，足可解釋社
民連四分五裂的內在原因。

社民連的結構性問題

社民連個人主義、激進思維路線，和傳統政黨講求統合志同道合者意
志的政治功能有 根本的矛盾，這與社民連發展到今日常有散黨之虞的
窘態，有 結構性關係。因為個人主義，黨內人人講個人權利，爭權奪
利，唯我至上，發生問題時不是雞飛狗走便是互相攻訐，黨內容不得半
點妥協，沒有人情可言；一旦內訌，恩盡義絕，師徒交惡，割蓆反目。
黃毓民、陶君行、任亮憲、季詩傑，全都是活生生人辦；任亮憲有事，
其他黨員便高調要求他退黨，劃清界線，為黨自保。由於一向主張言行
激進，專事衝擊，黨員鞭撻任亮憲即展現出一貫激進黨風，任亮憲「倒
閣」也只是黨內崇尚個人主義的體現而已，精神領袖黃毓民還揚言另組
新黨。統合團結的政黨意志全不沾邊。
社民連追求膚淺表面的政治官能刺激，毫無深度，嘩眾取寵。他們儘

管亮出許多「大義凜然」的豪言壯語，其實不外乎孩子氣的政治意氣之

爭，背後的思想範式和執行能力卻經不起現實考驗，結果只是一群誇誇
其詞的烏合之眾，既無深刻義理作為行動承托，又無壯士斷臂的敢死精
神，更無團結意志一致對外的魄力。他們口裡鬥贏醜化了異見者，極盡
挖苦嘲弄之能事，然後沾沾自喜，其實並無贏過道理，無非是魯迅在
《阿Q正傳》裡寫到的「精神勝利法」，只是自欺欺人、政治自慰的層次
而已。至於范仲淹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精
神，在社民連從來沒有出現過。他們苦行請願絕食抗議，都只是吸引公
眾注意的公關伎倆，都只為了博取社會同情而做的戲，如果沒有記者在
場，他們誰還去吃這種無果的苦？最叫人搖頭歎息的，是鏡頭背後任亮
憲的風流快活，這些享樂至上、私生活糜爛的民主鬥士，他們又怎會真
為香港的民主默默付出？這樣的人和這樣的黨，還有甚麼說服力呢？

社民連八十後策略失當

社民連刻意拉攏八十後，以此為該黨注入強大活力，但其八十後策略
失當，令社民連進退失據。八十後是一群有活力有理想有新思維的群
體，卻也衝動魯莽欠缺成熟。社民連徒有吸引八十後的花言巧語，卻沒
有駕馭八十後的能力，平日讓他們任意發揮，卻沒有指引他們走向政黨
團結的正途，以致這群青少年像野馬般在黨內失控，任意衝撞，令年輕
人以標榜英雄為時尚，實質卻為社會帶來更沉重的負擔，新生代的放任
性更根深蒂固了。

■任亮憲出席香港《城市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