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誕前夕，特首到北京述職，本港報章報道，國家主席
胡錦濤要曾蔭權「認真回應」市民訴求，「㠥力做好保障
和改善民生工作，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推動香港各項事業
再上新台階。」

兩地現時同樣面對貧富懸殊加大的問題。內地現在所見，一如香港在戰後至七八
十年代所見的濃縮版：廉價勞動力和生產成本吸引外來投資，刺激經濟。然而，香
港面臨的貧富懸殊，卻是另一種社會問題。
數周前筆者在此欄談及教育是長遠解決貧窮問題的關鍵，然而，那是為了避免下

一代無法追上科技發展和社會的人力需求所做，是向前看的社會政策，是長遠的治
本方案。但是，對一些中年甚或已踏入暮年的長者，如果他們還沒有儲到足夠的儲
蓄應付退休後的生活和醫療開支，我們似乎難以再在短時間內令他們做些什麼，而
能解決到嬰兒潮退休時晚景欠佳沒有足夠生活開支的境況。政府唯一可以做的，就
是善用我們的儲備協助長者應付生活開支。
筆者要指出，現時尚未是香港人口老化最嚴重的時期，現時本港人口最多的年齡

組別，是四十五至四十九歲，其次是五十至五十四歲，當這一百三十萬人全數踏入
六十歲，即十五年後，直至他們大部分離世，即約三十五年後，中間這二十年，才
是政府開支的重擔所在。
政府似也意識到人口老化的嚴重性。2001年推出的強積金，用意或多或少都是強

迫市民儲蓄應付退休後的生活開支，或多或少也能減輕長者退休後對綜援的需求。
另一方面，政府為了應付日後醫療開支可能大增的情況，正計劃推出自願醫療保險
計劃。筆者認為那是多此一舉卻又沒有對症下藥。其實，政府應重新考慮筆者與民
主黨友提出的高齡人口基金，利用政府08年預留的五百億元，成立高齡人口基金，
每年再從外匯基金投資收入分帳注資基金，讓其滾存應付長者醫療需要。
有了資金，政府得要善用這些資源，才能達到協助長者的目的。儘管數年前政府

已增加安老院的長者宿位，但現時長者輪候津貼護理安老院的年期仍然長達三十三
個月，無論對長者還是長者的家人，都是太長。政府應該繼續增加醫院和安老院的
宿位。政府好應該盡早增加醫院和安老宿位，還要及早培訓人才配合。
短期而言，政府還是「有可為」。筆者預計政府今年的盈餘將有逾五百億元，而

非今年初預算的二百多億元赤字。根據過往經驗，政府最喜歡用減稅、豁免差餉等方法「回饋」
市民。那是用最簡單的方法將最大筆錢「派」出街的方法。那不是不好，但這樣對整體社會發
展，或是協助政府和市民應付人口老化的「危機」毫無幫助。 筆者建議政府今年要避免「為派錢
而派錢」、「為派糖而派糖」，而是想想一些有助應付人口老化、減少日後醫療需要的工作。
舉例來說，政府會否考慮，為所有五十五歲或以上的市民，提供三千元的驗身券，讓他們在三

年內用於檢查身體。筆者相信，現時不少市民可能礙於習慣、資源等原因，並無定期檢查身體。
定期驗身的優點，在於能提醒長者注意身體，及早了解身體的狀況，避免病情惡化才醫治。那
樣，即使所有有資格受惠的市民都使用驗身券，所耗的也只不過約五十億元，但政府就為所有稍
年長的市民驗了一次身，筆者相信，透過這次驗身，或者不少市民從中發現自己有點小毛病，因
而更注意健康，這筆開支，完全值得。
由現在起到三十多年後，人口老化引起的問題，將是社會貧富懸殊的成因之一，政府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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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並不美麗的誤會」。

兩宗判決 兩種反響

2010年8月，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大法官包致金侄女Amina，因
連續醉駕，並三度襲警，犯下重罪（醉駕和襲警屬嚴重罪行），
但卻獲法庭輕判「接受感化1年、罰款8000及停牌1年」。引起社
會極大反響，香港警協呼籲律政司堅持上訴，廣大民眾也紛紛質
疑「香港法治社會的光環是否已被蒙羞，香港的司法公義是否正
面臨嚴峻挑戰」。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12月23日，正是
這位犯下前科的Amina，因在感化期內繼續囂張跋扈，違反感化
令七項條規中首五條，而放棄改過自新的機會，終被裁判官判決
即時入獄監禁6周，且不准保釋。儘管坊間普遍認為量刑仍輕，
但畢竟還是彰顯了香港法制的嚴明和敢於挑戰權貴的司法公義，
還受傷害警員一個公道，真是大快人心，意義非凡。
然而，無獨有偶，就在上述案例審決的同時，又有裁判法院正

式開庭審理2009年聖誕節，支聯會六人暴力衝擊中央政府駐港聯
絡辦，而致使多名保安和警員受傷一案。可令人遺憾的是，裁判
法官竟然以「控方（中聯辦）未能提出足夠證據證明中聯辦是私
人地方，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裁定犯案六人全部罪名不成立，而
獲當庭釋放」。如此不負責任，不尊重事實的判決，彷彿一石激
起千層浪，再次引發社會的巨大爭議和質疑。

判決不尊重事實影響惡劣

首先，中聯辦是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的常設聯絡協調機構，屬於國家重要行政機
關，絕不允許暴力衝擊或圍堵。若以法官判詞，「中聯辦非私人地方」，那中聯辦和
其他中央駐港機構、各國駐港使領館或是香港政府機構豈不成了「公眾地方」，可以
隨意進入或衝擊。那麼香港的法治保障何在？公務人員的人身安全何在？
第二，香港是中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制度，因此，在香港的中央政府駐港機構或外國使領館辦公地點或物業，都屬自購註
冊的自有或私有產權屬性，而非香港政府無償劃撥。況且審裁當日中聯辦已派出行政
財務部一位處長作為代表，上庭申明「中聯辦屬私人地方」。然而，裁判官竟然以該
代表無提供「授權證明」而不予接納。裁判官顯然在鑽法律條文的空子，強詞奪理，
有護短、護劣之嫌。再令香港司法蒙羞。
第三，若按當日裁判官斷案邏輯，中聯辦「不屬於私人地方，就可以衝擊」，那麼

將留下扭曲和畸形的法制判例，政府機構的安全與權威將沒有法治保障，且在事件中
已受到傷害的普通保安和警員，也不能還予法律的保護和公道。這將給香港法治社會
的形象帶來嚴重傷害，香港司法的尊嚴與公義將再受挑戰。
因此，這是一樁不公正、不公平和褻瀆法治精神的裁決，社會民眾呼籲律政司堅決

提出上訴，襲警有罪，衝擊中聯辦又豈能逍遙法外？我們應警惕禍港害港之流對香港
法治的毒化，不要讓香港的法治光環再度蒙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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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局勢的治與亂
張敬偉

台灣的媒體亂象

2011年香港政治焦點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胡忠信 台灣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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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2010年，朝鮮半島南北擦槍走
火，美日韓三方同盟強化，美韓、美日
韓、韓國一再軍演，航空母艦在區域游弋
示威，導致東北亞地緣均勢失衡，陷入紊
亂。

美國重返亞洲加劇東北亞亂局

更堪憂慮的是，美國高調重返亞洲，從
南亞、東南亞和東亞三個方向，南海、東
海、黃海三個海域對華形成遏制夾逼之
勢，加之中日釣魚島撞船風波，美日韓在
東北亞對華的戰略調整也實現了轉型。一
方面，美日韓聯合軍演看似針對朝鮮，實
際上讓中國備感壓力；另一方面，美日韓
在國際社會製造中國對朝沒有盡到責任的
輿論，將朝鮮和中國捆綁在一起，陰謀化
中國。
東北亞現在的形勢是，美國借勢半島衝

突，強化了在西太平洋的海軍力量。目
前，除了美國已經部署的「華盛頓」號和
「卡爾．文森」號兩艘核動力航空母艦，美
國第三艘航母「里根」號也將部署在這一
地區。三艘航母部署在西太平洋，可謂虎
視眈眈，加劇了本區域的亂局。日本火中
取栗，將釣魚島納入美日安保。朝鮮半島
南北更是達到了對峙的頂峰：韓國總統李
明博29日宣稱：「延坪島事件和天安艦事
件讓我感到統一並不遙遠。」 30日的《朝
鮮日報》頭條報道，韓國對朝鮮政策由交
流轉向「統一」。這裡的「統一」顯然不是
和平而是充滿挑釁意味。朝鮮則稱要進行
核威懾的「聖戰」。
在東北亞的一系列見招拆招的軍演威

懾、輿論交鋒中，俄羅斯也參與進來。該

國先是附和美韓對朝鮮延坪島炮擊的「譴
責」（韓國媒體語），繼而對韓國實彈演習
則持反對，並啟動聯合國磋商機制。這說
明，東北亞的亂局已經影響到了俄羅斯在
遠東的地緣利益。
很遺憾的是，東北亞的亂局在歲末年尾

並未消停。伴隨㠥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海
軍力量的增強，對朝韓衝突可謂火上澆
油；對中日島嶼衝突也是添亂。可以說，
未來一年東北亞的局勢依然難以預料。

中國是區域穩定和平的基石

值得一提的是，在東北亞一波波潮湧連
天的危險局勢中，中國一直維持㠥克制、
理性、淡定、負責任的態度。從「天安艦」
事件到延坪島炮擊再到「華盛頓」號航母
開進黃海海域，甚至再到「里根」號航母
開進西太平洋，中國處亂不驚，充當了這
一區域穩定和平的基石。
首先，面對韓國在「天安艦」事件和延

坪島炮擊事件中逼迫中國表態，中國表達
不偏袒半島南北任何一方的中庸態度。對

於韓國指責中國偏袒朝鮮，中國亦以理性
克制的態度以對。尤其是在半島局勢一觸
即發的情勢下，中國派出戴秉國特使在各
方斡旋，將和平放在首位。
其次，始終強調以六方會談的多邊機制

破解半島衝突和破解東北亞的亂局。即使
在美日韓三國外長會談中否決中方建議的
情況下，中方也沒有放棄，可謂仁至義
盡。
其三，在韓國12月20日重啟延坪島實彈

射擊，製造新的危機的情勢下，朝鮮表示
「不值得回應」。對此，美國認為是中國發
揮了重要作用。

美國要放棄遏制中國崛起的圖謀

其四，在美國三艘航母聚首西太平洋造
成區域局勢更加危險的情形下，中國外交
部溫和回應：要緩和不要緊張，要對話不
要對抗，要和平不要戰爭。在「要」與
「不要」中，中國給美國出了一個選擇題：
是讓本地區和平還是給東北亞添亂？
在中美兩國元首即將實現正式會晤的時

刻，美國三艘航空母艦在西太平洋聚首實
際上讓國際社會一窺美國色厲內荏的不
堪。
東北亞的「治」讓相關各方都能贏得和

平紅利，東北亞的「亂」則嚴重損及各方
利益。尤其是朝韓雙方，在大國博弈的漩
渦中，更是得不償失。不過，要實現東北
亞的由「亂」到「治」，中美關係要回到利
益攸關的理性軌道，尤其是美國要拋棄焦
慮心態，承認中國和平崛起的現實，放棄
在亞洲尤其是東北亞糾集美日韓同盟遏制
中國的圖謀。

直單刀
入

台灣「國家通訊委員會」(NCC)於日前撤銷
「年代綜合台」的證照，引起軒然大波，也引起
兩極化反應，「年代電視」大聲喊冤，到處投
訴，指控政府大搞「白色恐怖」、「寒蟬效應」，
若干政論名嘴與民意代表加入聲援行列，其他電
視台則冷眼旁觀，置若罔聞。NCC則召開記者
會反駁，一一羅列「年代綜合台」違規事例，表
明NCC有權力撤除違規電視台的證照。
「年代電視」為了自保，表明大家都違規，

為何NCC只找他們下手，其情況如同駕車者被
警察取締，對警察大聲嚷說：「大家都違規，
為何只找我開罰單？」年代電視還做出更大指
控，每一家電視台都接受政府的「置入性行
銷」，帶頭做壞事的是政府，如果只取締「年代
電視」的「新聞廣告化」、「節目廣告化」，那
麼政府編列預算的「政治廣告」，又為何獨開一
面不予取締？
本來是「新聞廣告化」、「節目廣告化」的指

控，如同血滴子到處亂飛，也打到了問題的本
質，也就是馬英九政府也編列預算進行「置入

性行銷」，其情況如同到處吐痰的人如今也取締
別人吐痰，政府帶頭使壞，卻又要糾正電視台
不得「新聞廣告化」，血滴子打到自己頭上，
「行政院長」吳敦義急忙宣示：「中央與地方政
府」不得再做「置入性行銷」，「行政院」並將
推動修法進行規範，以後政府的宣傳應比照香
煙警語標明「廣告」。

「置入性行銷」腐蝕「新聞自由」

「置入性行銷」之始，是公元兩千年民進黨執
政以後，由於當時的媒體環境大都仍由親國民黨
的勢力掌控，於是，民進黨籍的新聞局長統籌政
府各單位的文宣費用，美其名是「置入性行
銷」，實際是以廣告預算進行收買，迫使媒體就
範，正如英國文豪王爾德名言：「除了誘惑以
外，我什麼都可以抗拒。」媒體經營者面對如此
巨大誘惑，焉有不臣服之理？於是十年以來，
「置入性行銷」已成為政府與媒體之間的公開秘
密與私下交易，流風所及，企業界也跟進埋單，
小到一則美食報道，大到政治人物形象新聞，都

有「置入性行銷」的蹤影，記者甚至還有「業配」
(業務配合的簡稱)，右手寫新聞，左手收廣告
費，新聞界的墮落，由此可見一斑。
日前《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辭職，把新聞記

者淪為廣告業務員的內幕公開，在網路上引起熱
烈討論，至少帶來一些省思空間；然而，「置入
性行銷」已成為結構性問題，政媒已成為利益連
體嬰，政府修法難道就可以落實？「徒法不足以
自行」，政府可以自制嗎？反之，生意上門，媒
體經營者會「自律」嗎？媒體亂象不是短時間用
道德性呼籲就可改正，積習已久、腐化甚深的
「置入性行銷」以及「商業廣告新聞化」問題，
最根本關鍵還是來自閱聽大眾(第五權)的制約與
自覺，唯有戴㠥「過濾器」看待媒體，並拒絕閱
聽「惡質媒體」，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新聞自由要放在市場經濟的機制中自由去

運作」，目標如此崇高，在實際執行面卻逆向而
行；台灣媒體是有充分自由，但「自由」背後
的違反常識與幕後交易，對「新聞自由」的腐
蝕也值得大家重視。

2010年香港政治最突出的成就是困擾多年的
政制發展取得了重大進展。
眾所周知，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二任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第一、二、三屆立法會產
生辦法，都是1990年4月4日頒佈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早已規定了的；
在實踐進程中唯一的「插曲」是，英國政府單
方面破壞了「直通車」安排，以至在1997年7月1
日特區成立至1998年9月特區第一屆立法會選
舉，「臨時立法會」履行了立法機關職能。
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2008年第

四屆立法會產生辦法，本來是應當朝㠥《基本
法》指引的普選目標走前一大步。但是，反對
勢力阻擾，使香港政制不得不原地踏步。

政制發展取得了重大進展

2010年香港政治力量形成修改香港政制的立
法所必需的多數，使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和
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得以向普選目標走近一
大步，標誌㠥香港政制在「特別行政區時代」
獲得發展。
然而，正是2010年香港政治這一重大成就，

加之2010年國際政治新變遷，使香港政治在
2011年將面對更複雜和更困難的局面。
「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引發和伴

隨的全球性經濟衰退，是全球金融經濟和政治
結構的重大調整，這一本質特徵在2010年進一步
顯現。美國霸權地位走下坡，中國、印度等新
興經濟體走上坡，在2010年變得顯而易見。由於
中國在主要新興經濟體中與西方國家的政治制

度顯然不同，也由於中國總體經濟實力提升確
實耀眼於其他新興經濟體，西方主流社會開始
蔓延一種觀點：中國正在努力取美國的霸權地
位而代之。美中關係中的不確定因素抬頭。美
國在全球和東亞的戰略部署，加強了對中國崛
起的「對沖」和「制約」。美國對華政策策略，
傾向於「硬」的一面。2011年，西方主流社會對
中國崛起的憂慮和懷疑將會持續甚至強化，美
中關係中的不確定因素將會持續甚至強化，美
國在全球和區域「對沖」和「制約」中國崛起
的戰略部署將會持續甚至強化，美國對華政策
策略將會持續傾向甚至強化「硬」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華政策策略展現以

「硬」為主是在2010年下半年，而香港關於2012
年政制發展取得成功是在2010年上半年。然
而，進入2011年，受國際政治大氣候變化影
響，加之2011年下半年將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四屆區議會選舉和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
會的選舉，可以預言，在2010年曾經表現「態
度理性」的所謂「溫和民主派」，在2011年，將
會處處搶在與中央政府對立的前列，如同其領
袖人物在2010年下半年對待是年諾貝爾和平獎
問題上已然暴露的態度；同時，香港反對派整
體將傾向於「激進」。

回應市民訴求 踐行「福為民開」

面對如斯政治環境，人們就能夠理解國家主
席胡錦濤向行政長官曾蔭權諄諄囑咐：「希望
你們在新的一年，繼續踐行『強政勵治、福為
民開』的理念，依法施政，銳意進取，妥善應

對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不斷提高香港的
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深化香港與內地特別是珠
三角地區的經濟合作，認真回應市民訴求，㠥
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促進社會和諧
穩定，推動香港各項事業再上新台階。」
特區政府惟有認真回應市民訴求，推動香港

各項事業再上新台階，愛國愛港政治團體才能
毅然決然地支持特區政府，特區政府才能夠努
力踐行「強政勵治，福為民開」。
特區政府惟有大力緩解愈益惡化的社會矛

盾，大力促進香港社會和諧穩定，反對派任何
攻擊特區政府、爭取選票的企圖才能不攻自
破，香港政治在2010年所取得的成就才能得到
鞏固和發展。
面對香港政治的跌宕起伏，政治格局愈益錯

綜複雜，愛國愛港政治團體和政治人物必須盡
快提高政治水平。
2011年香港政治形勢可能出現的變化，將使

愛國愛港陣營競逐第四屆區議會和第四任行政
長官選委會面對較之2007年和2008年時同類選
舉更大的挑戰。無論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還
是揭露反對派的政治圖謀，無論組織選舉爭取
選票還是發動輿論佔領道德高地，都必須探索
新思路新辦法。
在對待香港是否申辦2023年亞運會問題上，

在對待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問題上，在對待趙
連海案件上，愛國愛港陣營所表現的似有可議
之處。「愛國愛港」，顧名思義就是要在香港與
國家之間擔當溝通和連結的角色，代表和捍衛
香港與國家利益的一致。

面對香港政治的跌宕起伏，政治格局愈益錯綜複雜，愛國愛港政治團體和政治人物必須盡快提高政

治水平。

2011年香港政治形勢可能出現的變化，將使愛國愛港陣營競逐第四屆區議會和第四任行政長官選委

會面對較之2007年和2008年時同類選舉更大的挑戰。無論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還是揭露反對派的政治圖謀，無論組織

選舉爭取選票還是發動輿論佔領道德高地，都必須探索新思路新辦法。

■圖為美韓軍演發射導彈。

■香港反對派多次暴力衝擊中聯辦。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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