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月27日召開的俄聯邦國務會議上，俄
總統梅德韋傑夫與總理普京罕見地發生了公
開爭執。此次會議由俄羅斯24小時新聞電視
台「vesti-24」直播，議題原本是國家對家
庭、婦女和兒童的支持，但是梅德韋傑夫在
會上突然談到了近期相當敏感的俄民族矛盾
和「排外」問題。12月6日，莫斯科斯巴達
足球俱樂部的球迷與來自北高加索地區的年
輕人發生鬥毆，造成一名斯巴達球迷身亡。
警方拘捕了6名嫌犯，但隨後釋放其中5人，
此舉引發莫斯科球迷群體的強烈不滿。11日
中午，數千名球迷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馬涅什
廣場舉行非法集會，並與警察發生肢體衝
突，有多人受傷，數十人被捕。這一系列事
件讓俄羅斯的民族矛盾和仇外情緒再度成為
輿論關注的焦點。梅德韋傑夫和普京在這次
國務會議上都贊同執法機構應該嚴厲打擊非
法移民，同時俄社會也應該抵制極端民族主
義，但兩人在解決民族衝突是否應借鑒蘇聯
模式時產生了明顯分歧。

普京肯定蘇聯的民族政策

普京認為所有俄羅斯人都應感到羞愧，因
為在蘇聯時期政府有效避免了民族衝突和
「仇外」心理，這要歸功於蘇聯的愛國主義
教育，目前的俄羅斯沒有良好的「愛國主義
風氣」，有的俄羅斯人甚至以「愛國」為
恥。普京表示，應該大力弘揚愛國主義，而
且蘇聯在遏制民族衝突上取得的成功經驗應
該被俄羅斯政府借鑒。
但是梅德韋傑夫對此針鋒相對地反駁，他

指出俄羅斯與蘇聯根本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
的國家，在蘇聯可行的方法根本無法「嫁接」
到目前的俄羅斯來。梅德韋傑夫還尖銳地
說：「有人問，是否有可能複製蘇聯的成
功？我們都是現實的人，都清楚答案是否定
的。蘇聯時期建立了負責民族政策問題的民
族政策部，但是效果甚微。」
值得注意的，不僅是俄羅斯總統和總理的

爭執——年輕的總統是由總理一手培養起來
的——更是他們對於蘇聯的看法完全不同。
雖然兩人談論的是民族問題，但是涉及的已

經是蘇聯的體制和經驗對於今天的俄羅斯是
否仍然有意義，普京顯然持肯定態度，而梅
德韋傑夫持否定態度。

民族問題導致蘇聯解體

俄總統和總理，爭論的是歷史，核心卻是
未來。蘇聯解體20年了，俄羅斯已經走出了
低谷，然而未來的路向還是不明朗。即以梅
普談到的民族問題，在蘇聯的歷史進程和解
體過程中，其實是非常關鍵的，正如中國學
者所分析的：「蘇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
族問題成了決定蘇聯命運的一個特殊的政治
因素。在改革浪潮中興起的民族主義和民族
分離主義摧垮了聯盟大廈。蘇聯的解體，與
歷史上沒有很好解決民族問題直接相關，長
期以來，蘇聯一方面宣傳『民族自決原
則』，按民族屬性劃分行政區域，另一方面
又過分強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實行高
度集中的政治經濟管理體制，各民族的權利
得不到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受到國家共
同性的威脅，積累了很多不滿。」（見《分
崩離析：民族問題的總爆發與蘇聯解體》，
作者左鳳榮，《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下
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
民族問題沒有解決好，直接導致了蘇聯

的崩潰，普京所說的蘇聯經驗，顯然是片
面的，而且也不可能在現在直接為俄羅斯
所用。在這個問題上，梅德韋傑夫顯然比
較現實和清醒。其實梅普二人在前俄首富
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審判問題上，也有原則
分歧。
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日前公佈一項民調，

總理普京以55％的選票被評選為俄羅斯2010
年度頭號政治人物，總統梅德韋傑夫以37％
的選票位居第二。俄羅斯將於2012年舉行總
統大選，屆時到底是梅德韋傑夫尋求連任，
還是普京重新上台目前還是未知數。但可以
肯定的是，兩人對於未來俄羅斯的發展方
向，顯然有重大分歧，這也決定了俄羅斯今
後將成為怎樣的大國。無論是借鑒蘇聯的經
驗，還是某種程度的西化，對俄羅斯都將是
艱難的選擇。

「環保廢物熔化系統」簡介

青洲英坭於2000年已開始與科技大學共同研發在踏石
角廠房興建「環保廢物熔化系統」的試驗計劃。該系統
是一項結合水泥生產過程的高熱能廢物處理及廢物衍生
燃料技術，都市固體廢物及污泥將取代煤，轉化成水泥
廠所需的燃料，而過程所產生的剩餘灰燼均可循環再用
及作為水泥生產原料。

每日能處理全港過半都市固體廢物

政府表示現時香港每日有13,300公噸的廢物棄置於堆
填區，當中包括9,000公噸未能回收的都市固體廢物。
「環保廢物熔化系統」每日能處理4,800公噸廢物，即超
過全港每日都市固體廢物量一半。

處理剩餘灰燼毋須堆填

環保署表示，經焚化的垃圾所餘下的灰燼，仍無可避
免地需要運往堆填區處理。反之，以「環保廢物熔化系
統」處理垃圾，過程所產生的剩餘灰燼可循環再用及作
為水泥生產原料，毋須棄置於堆填區，有助紓緩堆填區
壓力。

有助改善空氣質素

「環保廢物熔化系統」在處理廢物之餘，尚具備改善
空氣質素的環保效益。系統的排放量較傳統焚化爐為
低，加上都市固體廢物能取代我們現有水泥廠的40%的
燃煤，進一步減少氣體排放，整體空氣質素將因而獲得
改善，對屯門居民而言，無疑是較政府在該區新建綜合
廢物處理設施更為理想。

無需另覓土地處理廢物

青洲英坭營運中的踏石角廠房已備有基建設施平台，
「環保廢物熔化系統」方案只是以都市固體廢物取代現
時水泥生產過程中所需的燃煤。政府無需另外撥地擴建
推填區或興建焚化爐處理廢物，既節省香港的寶貴土地
資源，亦加快系統投入服務的時間。

節省港幣20億元公帑

根據青洲英坭的方案，系統之基礎成本為港幣20億
元，每年處理費為港幣2億元；遠低於邱局長在2008年
估計環保署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之港幣40億元基礎成本
及每年處理費港幣2億5千萬元。

最快兩年半後建成

邱局長表示，由於興建綜合廢物管理設施需要進行一
系列的工作，設施可能要待2016年至2018年方可以投入
運作。然而，「環保廢物熔化系統」的興建時間只需兩

年半，加上估計約兩年之審批程序，即可於2015年投入服務，有助加快紓解
香港的廢物處理問題。

懇請政府給予機會

廢物處理問題迫在眉睫，多個堆填區都面臨飽和。青洲英坭的「環保廢物
熔化系統」不論在投入服務時間、廢物處理量、紓緩堆填區壓力、改善整體
空氣質素、成本及土地運用等方面均有優勝之處，我們懇請政府考慮採納
「環保廢物熔化系統」方案，讓青洲英坭為香港的環保事業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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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外匯管理局最新規定，「為提高境內企業資金使用效率，進一步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將於2011年元月1日起實施

出口外匯收入存放境外制度。全國所有符合條件的外貿出口企業均可將出口外匯收入存放境外，包括港澳地區」。這是自1994

年我國實施匯率並軌制度改革以來（即：取消外匯額度管理，實行與美元掛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又一次外匯管理體制

的重大調整和改革。此舉對逐步降低國家外匯儲備迅速上升應對美元持續貶值的風險，及有效減緩因外貿順差和國際熱錢推升

的國內通脹預期壓力，具有積極的作用和進一步深化國家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意義。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2011年1月4日公布香港

未來的廢物管理全盤策略及具體執行方案。

作為香港的一分子，青洲英坭一直希望為解

決香港的廢物問題出一分力，早於10年前開

始進行研究，並於2006年8月向環保署遞交

一個廢物管理方案—既環保又具經濟效益

的「環保廢物熔化系統」。我們相信有關方案

較政府之建議能更快、更平、更有效及不滋

擾市民地紓緩香港廢物處理問題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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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收入存放境外」改革意義重大
馬建波 百家戰略智庫理事

中國外匯儲備擴充迅速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全面實行對內改
革和對外開放的大政方針，招商引資和外貿進出
口業務持續擴大。鑒於當時加快涉外經濟發展的
需要，中國外匯儲備極為有限（全國外匯儲備不
足千億美元），為加快擴充國家外匯儲備積累。80
年代以來，中國央行一直實行嚴格的「強制結售
外匯管理制度」，即：所有外貿出口企業必須將年
度出口創匯收入，及時匯回內地專用額度賬戶，
除部分必須的引進設備、技術開支，一律由央行
下屬外匯管理局和各地分支機構強制結售予央行
作外匯儲備，若有需要再按規定申請安排。在中
國外需導向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這一制度亦
促使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截至目前，中國
GDP已突破5.5萬億美元，成功超越日本成為僅次
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去年外匯儲備更突
破2.65萬億美元，約佔GDP總量的48%，並成為持
有美國國債資產最多的國家（超過9000億美元）。
本世紀以來，隨 美國的過度消費、透支信用

和美元的持續超發，已導致全球流動性氾濫、資
產泡沫上升和美元持續貶值。2008年9月全球金融
海嘯爆發，美國為拯救本土經濟，相繼推出了不
負責任的QE1和QE2兩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狂
印美鈔。在美元儲備、定價和結算全球資產、貿
易的現行金融結算格局中，更加劇了全球貨幣的
氾濫和美元的快速貶值。這無疑給中國等持有大
量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的國家帶來巨大的潛在匯
兌損失。例如：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啟動匯改
至今，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由8.35升至2010年12月
31日收市價6.5897，已升值超過22%（2010年6月
19日第二次啟動升值匯改，至年底又快速升值
3.6%），即：換言之，中國外匯儲備或美元資產貶
值損失至今已超過22%。
近年，隨 中國產業配置結構的多元化和梯級

發展，及國際重要生產基地的形成完善。中國外
貿出口持續保持了順差優勢，這令經濟回天無力
的美國大為惱火，頻頻將經濟乏力和雙赤難消的
責任歸咎於中國，不斷強壓人民幣升值。也就是
說，中國外貿順差的持續擴大，不僅增添了外匯
儲備快速擴張的壓力，也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
力，更直接增加了中國大量美元外匯資產加速貶
值的風險。筆者2010年7月已撰文呼籲國家外匯管
理局必須盡快啟動現行「強制結售外匯等管理體
制改革」，以規避有關風險，並妥善調整建立國家
資源戰略型外匯儲備結構。因此，本次「出口外
匯存放境外」的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義，標誌
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將因應國際和國內形勢的
變化，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亦有利於推動人
民幣國際化的快速、健康發展。

建立防範熱錢衝擊的防波堤

與此同時，由於歐美經濟仍處低迷，歐債危機
陰霾未散，因此，為刺激經濟早日復甦，不排除
歐美會有後續的多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推
出，勢必導致更多的國際熱錢洶湧於中國等新興
經濟體，並迅速推升區內惡性通脹預期。導致通
脹加速升溫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資源、原材料

價格持續上升的成本推動型；有人均收入持續上
升的剛性驅動性；也有貨幣超發的熱錢效應型。
近一段時期，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加速升溫的通脹
預期，就是上述因素的綜合表現，但更多是國
際、國內熱錢推動的集中表達。2010年11月中國
CPI已突破5.1%，預計全年將突破4%。因此，中
國央行此時啟動「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步伐，
是十分及時和必要的，有助建立鞏固熱錢防波
堤，有效調節、控制貿易項下外匯的流入；並將
國際熱錢的風浪潮頭抵禦於港澳地區的防火牆之
外，防範因人民幣升值預期刺激的熱錢流動對中
國經濟帶來的嚴重衝擊。

減緩內地通脹預期

同時，由於在原有「強制結匯體制」下，外貿
收入、非貿易外匯收入和正規渠道流入國際熱
錢，均實行強制結匯，即有超過95%以上外匯都
變為國家外匯儲備資產（香港在聯繫匯率制度
下，處於穩定聯匯的「強弱兌換保障機制」需
要，也有近70%國際流入熱錢變為政府的外匯儲
備），這意味 中國央行將釋出相應的人民幣與之
對 （這就是周小川行長的熱錢池子論原理），也
勢必導致內地人民幣流動性加速擴張和通脹壓力
持續上升。因此，新外匯管理制度的及時推出，
有助減緩了中國央行外匯管理局強制結售外匯的
規模和壓力，並有效減緩內地的通脹預期。
長遠而言，要化解外匯儲備劇增和美元貶值的

風險，提升儲備資源的科學、合理配置與應用效
率。還必須從外匯管理體制的根子入手，將外匯
儲備管理納入國家財政的戰略儲備管理體系。並
進一步深化改革，盡快開放資本項下外匯管制，
鼓勵民間境外投資，不斷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
展。不僅要解決好外匯管理「結匯」的科學問
題，更要真正解決好外貿、外經和境外投資收益
「用匯」的合理與效率問題。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下稱「交津計劃」)
目的是為支援及津貼全港低收入人士的工作成
本，減低交通費負擔。同時，這計劃可令現時勞
工市場上的就業錯配情況得以改善，是政府一項
重要的就業支援政策，以紓緩低收入人士的就業
困難。
交津計劃將現時的「交通費支援計劃」擴展至

全港十八區，以資助合資格在職人士，每人每月
六百元交通費。這是社會各界期待已久的紓緩低
收入人士就業困難的長期性公共政策。為進一步
完善這項計劃，民建聯有以下四項建議：
首先，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申請門檻下，原先符

合申領資格的人士中，將有部分人士日後再無法
受惠於新計劃，對此，民建聯並不表贊同。我們

建議當局修訂分級制的審批門檻，特別是2人家庭
及3人家庭的入息上限應予以放寬，以配合最低工
資制度的實施，其餘家庭則維持以住戶入息中位
數的60%為釐定原則。民建聯建議2人家庭的入息
限額放寬至1.3萬元，而3人家庭的入息限額則放寬
至1.35萬元，其餘的不變。此舉既可維持計劃不易
被濫用，還可讓更多具真正需要的人士受惠。
其次，政府應再次考慮放寬每星期工作18小時

或以上的申領交津規定，並以「兩級制」實行。
在最低工資落實後，僱主為控制成本，預期兼職
員工將會進一步增多。若交津計劃可擴闊至非連
續性合約兼職員工，將可為基層勞工減輕沉重的
交通費負擔。我們建議，除了每星期工作18小時
或以上可申領每月600元的津貼外，當局亦應增加

「次級」申請資格，即每星期工作9小時或以上，
但少於18小時者，合資格人士可每月獲得300元津
貼。以「兩級制」方法計算交通津貼，簡單易
行，不但減輕高昂的行政費用，亦可支援更多兼
職員工的經濟負擔。
民建聯期望當局交待清楚未來審批程序，以確

保盡量簡化申請手續，降低行政費用。再者，因
不是每區均設有勞工處的就業中心，為方便申請
者進行申請，我們建議當局未來應在每區增設就
業中心。此舉在方便交通津貼計劃的申請人之
餘，亦可強化勞工處的就業服務網絡。
最後，計劃中沒有包括求職人士的求職津貼，

我們希望政府再次考慮在交津計劃中繼續為求職
人士提供求職交通津貼。求職人士若能繼續受惠
於交津計劃，申領求職津貼，將有助加快勞工職
位空缺與求職者間的配對，進一步降低失業率。
總而言之，民建聯希望政府當局考慮我們的建

議，以申領者的角度出發，完善這個重要的支援
就業計劃，紓緩低收入人士的就業困難。

完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顏汶羽 民建聯人力事務副發言人

■中國進一步深化國家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中美關係啟動新航程
張敬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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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中美關係在顛簸中收
尾。回首再看，從「3T」（台灣、西
藏、貿易）糾葛、美國重返亞洲展示
肌肉到朝韓衝突引發美日韓同盟強
化，每一次的波折，世界輿論都會發
出驚呼：中美兩強槓上了。中美兩國
之間，政媒兩界，也是見招拆招，似
有風雨欲來之勢。但到了年終，中美
兩國達成共識，提前宣佈胡錦濤主席
在新的一年對美的國事訪問。霎時，
中美兩國開始了善意互動。與此同
時，中美雙雄使得劍拔弩張的東北亞
緊張局勢舒緩下來。朝鮮半島兩端也
從針鋒相對的對立衝動變得理性，悄
然釋放出和緩的信號來。
這說明，中美惡則東北亞險，中美

和則東北亞和。美國朝鮮問題特使博
斯沃出訪中日韓，事實上已經是在為
東北亞的危情之勢消毒掃尾。如果朝
韓雙方沒有新的擦槍走火，中國一直
堅持的「六方會談」恐怕就重新登
場，成為破解半島危機和維持東北亞
地緣均勢的最佳選擇。

中美關係鬥而不破

這一切，都有賴於中美關係的新啟
航。不過，這並非美國對華的良心發
現，而是中美關係在博弈中實現的妥
協共贏。難怪有觀察家認為，過去一
年美國突入亞洲「展示肌肉」，並非為
了遏制中國，而是為了保住美國的面
子和信心。確實，美國被伊、阿兩大
反恐戰場拖得精疲力盡，又遭受金融
危機之苦，美國強勢重返亞洲，帶有
世界「一哥」向後起之秀中國宣示存
在的意味。和中國對抗，美國有心無
力。這從中美主流媒體對過去10年的

評價即可窺出端倪。中國新華社將過
去10年看成是「進步」10年，美國
《時代》周刊則稱為「不堪回首」的10
年。
5日的韓國《中央日報》認為，中國

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
40%左右，認為中國才是世界增長引
擎。蘇格蘭皇家銀行的經濟學者貝哲
民則直言不諱，世界經濟新模式的增
長開始了「中國周期」。國際關係向來
是實力對撞，超級大國對新興國家的
彈壓、阻滯，也是近500年來大國崛起
歷史的常態。就此而論，中美關係在
過去一年的激情博弈並不令人奇怪。
幸運的是，中美兩國的見招拆招，並
未沿襲歐洲強國血戰前行、有你無我
的殘酷搏殺，甚至也沒有呈現出「冷
戰」時期美蘇爭霸的零和結局。中美
兩國，在利益攸關的戰略共識中鬥而
不破，維持了心照不宣的G2共贏格
局。這是中美關係啟動新航程的內源
動力。

兩國應摒棄嫌疑

構建戰略協作機制

事實上，在中美關係跌宕起伏的過
去一年，中美經貿聯繫的紐帶實際上
在強化。據美國之音報道，去年1-10月
份，中國依然在增持美國國債，在中
國總量2.6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將
近三成購買了美國國債。儘管中美兩
國貿易口水不斷，但實際上美國是中
國貿易順差的最大受益國。在習慣大
手大腳寅吃卯糧的美國，中國國債的
奉養極大緩解了美國財政的吃緊。這
種貿易上的休戚與共，是歷史上任何
大國都不曾有過的。除非美國要兩敗
俱傷，中美兩國永遠都不可能發展到
兵戎相見的地步。就像美國《華盛頓
郵報》所說：「美國和中國領導人希
望盡一切可能減少直接對抗。」
貿易問題往往被觀察家們視為中美

關係的結構性矛盾，但這種結構性矛
盾，反而強化了中美兩強節制雙邊矛
盾衝突的結構穩定性。
當然，中美密切的經貿聯繫並不意味
雙方沒有戒心。美國擔憂的是中國超

越和取代美國的全球地位，中國害怕的
是美國對華的地緣戰略包圍。兩國若能
摒棄相互忌憚的心結，在太平洋兩岸構
建新的戰略協作機制，共同擔承起區域
和全球責任，則將開啟中美共治、多極
共享的國際政治經濟新格局。
廣闊無垠的太平洋，應該如她的名

字那樣太平無事，而不是相關國家連
橫合縱，掀起令人不安的鯨波巨浪。
以胡錦濤主席訪美為契機，雄踞太平
洋兩岸的中美兩國應該摒棄嫌疑，為
天下太平而努力。

■當地時間1月5日，美國國務卿希拉
里在美國國務院會晤中國外交部部長
楊潔篪。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