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大政黨已為今年年底舉行的區議會選舉積極
部署，本來地區人士做實事為社區服務天經地
義，可是民協最近卻被舉報指利用公家義工服務
資源，為自己宣傳造勢，這種「服務為名宣傳為
實」的行徑，隨 區議會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
值得公眾多加留意。
日前有傳媒報道稱，義務工作發展局去年十一

月曾推出一項義工活動，凡認可慈善團體、非牟
利服務團體或商業機構義工隊，均可申請二百個
心意禮物包免費派予地區長者，每包載有兩公斤
白米和餅乾等長者喜愛的物品。義工局是一個純
粹的義工服務組織，是次活動只需有意參與的組

織義工合力把禮物包派予長者，藉以為長者送
暖。可是民協作為活動參與單位，卻在禮物包內
放有一張該黨的宣傳單張。單張內容提及區議會
選區劃界諮詢、登記做選民等涉及年底區議會選
舉的關鍵課題，更印有該黨立法會議員馮檢基、
深水 區議員和社區主任的肖像或照片。
有關單張，分明就是典型的政黨地區宣傳物，

政治之心昭然若揭，行內人一看便「會心微笑」
了。如是純粹的義工服務，誰會刻意印上民協三
人的頭像？地區長者關心的福利議題眾多，民協
偏偏揀選區議會選區劃界諮詢和登記做選民的社
區課題作單張內容；單張上更提及如有疑難可到

他們的辦事處查詢，如此種種，無非就是為民協
在今年的區議會選舉宣傳造勢。事後，馮檢基指
派發有關單張只是協助政府宣傳，而且派發者身
份公開，與單張是否印上肖像並不相干；不過，
這樣的申辯是軟弱無力的，因為有關單張與義工
局是次服務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公眾看不到單張
內容和長者福袋派贈服務有何關係，更沒必要特
意印上肖像照片。
區議員和地區人士熱心服務區內居民，無可厚

非，用心服務後希望居民支持自己是人之常情，
但是，派發公家資源卻以某種形式讓居民誤以為
是政黨提供以據為一己資產，將福利服務變成政
治工具，便大有問題了。民協此舉已涉及違反義
工局是次活動不可用作政治宣傳等用途的規定。
據悉，義工局已被贊助機構要求解釋，無辜受
壓，影響運作。為使香港的義務工作健康發展，
義工局必須查明事件，向社會作出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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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國際大城市，每天產
生的各類型固體垃圾數量大得驚
人，如何妥善處理這些垃圾是一個
重要的課題。很可惜，近年港府的

處理方法基本上只是獨沽一味，主要靠堆填區應付，但香
港土地有限，故當將軍澳堆填區接近飽和要擴建時，就要
打鄰近清水灣郊野公園的主意。我與自由黨的黨友對此都
大力反對，結果在其他黨派支持下，立法會廢除了擴建將
軍澳堆填區修訂令。政府上周亦正式打退堂鼓，放棄此一
考慮。

急需解決堆填區爆滿問題

不過，保護郊野公園成功，即等於堆填區擴建規模會縮
小，其壽命亦會縮短。據環境局資料，現時本港每日產生
一萬八千公噸固體廢物，僅半數被回收，連同建築廢料和
污泥，堆填區每日需要處理多達一萬三千多噸垃圾，而將
軍澳、屯門和打鼓嶺三個堆填區，卻將於2014、16及18年
相繼爆滿。所以，如何妥善處理數量龐大的垃圾，其實是
急需解決的。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在宣布不再司法覆核廢法後強調，會

三管齊下處理垃圾問題，包括從源頭減廢、興建現代化焚
化設施，以及繼續擴建堆填區，並形容這是缺一不可的
「三腳鼎」。但我認為這似乎是「漏了招」，因為這個所謂
的「三腳鼎」，忽略了減廢「3個R」中的廢物再用（Reuse）
及循環再造（Recycle）兩大重點，只有「1個R」，即減少
廢物（Reduce），故這個「鼎」看起來有三隻腳，但其實
是「偏埋一邊」，未必「企得穩」。
其實就算是政府提出的減廢大計，能否得到市民支持，

也頗值得商榷。例如政府建議擴大膠袋徵費至絕大部分零
售點、推行電子產品生產者負責回收，以及就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便都是有相當爭議的措施，予人「寓禁於徵」的
感覺。所以，當邱局長在電台節目推銷這些減廢建議時，
便被聽眾揶揄政府只識「招招講錢」。而政府稍後會就建
議諮詢公眾，相信難免被市民再次批評。
要做好減廢工作，單靠「徵費」未必最有效，一定要與

其餘「2R」的廢物再用（Reuse）及循環再造（Recycle）
配合，才能發揮最大效用，可惜政府過去在這兩方面的支援及投入顯然並不
足夠，所以，我認為政府一定要加倍努力。

減廢「3個R」同步推行

事實上，政府可從宏觀角度考慮大局，例如環保回收商需要負擔高昂的運
輸和維持廢物收集網絡的成本，則可研究向業界提供稅務優惠，以協助業界
回收廢物，從而確保回收得來的廢物可被循環再造，以及達至減少廢物目
的。表面看來似乎是補貼個別行業，但從有效紓緩堆填區的壓力，減少廢物
數量的大戰略方向來看，則肯定對整體社會有利。
另一個可重點研究的是廚餘廢物的回收，現時當局計劃在社區推行廚餘回

收，在屋 和商場推廣就地處理廚餘，概念上是值得支持的。但必須注意的
是，當局需要推出合適的配套措施，例如教育市民如何在家中將乾濕兩類垃
圾就地分類，以增加廚餘循環再造的可用性。
不過，無論如何，我同意單靠堆填區及廢物回收，循環再用等措施，都是

沒有可能長遠應付本港的垃圾數量，故興建先進及無污染的現代化焚化設
施，不可避免，但有關焚化爐的選址，是相當敏感的問題，目前屯門曾嘴和
石鼓洲兩個選址未正式公布，我認為政府一定要汲取教訓，做好地區諮詢工
作，以免引發居民不滿。

近日，網絡上有關疑似中國「殲-20」戰鬥機的照片
和相關文章，似乎成了全球的焦點，不僅引起境內外
媒體的廣泛熱議，而且受到有關國家官方的高度關
切。中國軍事專家認為，「殲-20」原型機的出現，意
味 中國將進入世界航空的第一梯隊，政治意義要大
於軍事意義；美國五角大樓的官員認為，對「殲-20」
的出現「並不意外」，「我知道中國毫無疑問會擁有這
種飛機，這只是個時間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面
對此事的提問，回應為「具體問題請你向軍方了解」，
踢起了「皮球」。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雖然中國
官方對此事的處理保持一貫的低調態度，沒有予以承
認、澄清或否認，但能在中央電視台《環球視線》邀
請專家公開討論，說明此事決不是空穴來風。特別是
此事披露在中國軍方總結「十一五」成就、規劃「十
二五」發展之際，出現在中國領導人即將訪美、美軍
領導人也要訪華之時，其向外界傳遞的信息卻是真實
多元的，值得關注和研究。

國力發展的必然

一是工業化發展的必然飛躍。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國
策以來，堅持以電子信息、自動化技術、新能源和新
材料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採取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
集成創新和原始創新等方式，積極進行老產品改造、
新產品開發，大力提高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力，從而
實現了經濟總量連續快速發展，並在高鐵、巨型計算
機、航天和核技術等領域創造了「中國速度」、「中國
高度」和「中國倍數」，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觀察家
認為，與中國在某些領域和項目取得世界領先水平一
樣，五代機的突破是中國工業化進入膨脹期的必然結
果，也讓當代中國人強烈地感受到初步實現工業現代
化帶來的尊嚴。
二是武器裝備重點項目研發的必然結果。「十一五」

期間，解放軍加快推進機械化信息化複合發展，對新
型武器裝備研發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大批新型武
器裝備陸續裝備部隊，其中以二代裝備為主體、三代
裝備為骨幹的現代化武器裝備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在
2009年國慶60周年首都閱兵展示的殲－10作戰飛機、
空警－2000預警機、長劍－10陸基巡航導彈、99式主
戰坦克等中國自主研製的一些先進武器裝備競相亮

相，在國內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觀察家指出，正像
坊間傳遞的東風-21D反艦彈道導彈實現初期作戰能力
的消息一樣，事情在這裡的關鍵已不是有沒有可能，
而是說明中國能舉國之力，獨立自主地研製自己的武
器裝備。也像國防部長梁光烈在新年前指出的：我們
的裝備要靠我們自己自力更生來解決，有錢買不到
的。
三是中國軍事技術研發速度的必然接力。有報道

稱，儘管美國對中國殲-20隱形戰機的出現並不驚訝，
但其進展確實超過了此前的預期，這是美情報界繼低
估中國元級潛艇後再次對中國重大武器進展出現研判
失誤。觀察家認為，這不是美國專業人員的過錯。當
年研製原子彈到氫彈，綜合國力尚屬落後的中國僅用
了兩年零八個月，而美國用了七年零三個月，前蘇聯
用了四年零三個月，中國速度之快讓當時許多國家認
為是個奇跡。現在中國有完整不斷的資金鏈支撐，有
大量的科技人才支持，實現快速發展是很正常的事
情。

不是威脅是震懾

觀察家強調，中國雖然在少數武器裝備研製上取得
一些進步，但完全是為了貫徹和平發展戰略的需要，
說明中國有能力防禦其它軍事力量對其領土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的武力干預。即使從軍事裝備及技術來
說，仍和美軍存在很大差距，特別是同美軍豐富的實
戰經驗和作戰能力相比，中國還顯得十分落後。認為
中國有了幾件新式武器就對美國構成威脅，如果不是
別有用心，那也至少是庸人自擾了。

伴隨30多年的較快發展，中國的國家發展與國家
安全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和階段。為了切實維
護中國的發展果實，切實維護中國的主權與安全、
領土與領海，中國不僅需要立足當前，更要 眼長
遠，在國際戰略謀劃以及戰略人才培養等方面更新
意識和思維，從多個角度進行深刻的思考，做出切
實的安排，以積極主動、務求實效、放棄面子和道
德為先的思想，未雨綢繆、防患未然，扭轉一個時
期的戰略性被動和外交無奈局面。
必須澄清和修正一些戰略謀劃研究的糊塗認識。

戰略謀劃及其執行者必須具有堅定不移的熱愛國家
和民族的立場，這是第一位的要素。從事戰略謀劃
首先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國家主權，
國家領土和領海，創造和維護發展環境。而一些從
事領域或戰略研究的學者，不乏思維糊塗、性格軟
弱、經歷蒼白的高學歷學究和書獃子，更有個別屁
股坐歪、立場搖擺的綏靖人士。這種情況並不鮮
見，這些人士要麼是水平有問題，要麼是出發點有
問題。往往從事某個國家和區域研究的，學習某種
語言的，會不自覺地產生親近，在一定限度內這算
是正常心理，但前提是這種親近絕不是無原則的親
近，不能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安全、完整。如果
明知不利於中國的戰略利益還出餿主意，那就是另
一種嫌疑了。精明的綏靖者與糊塗的學究一樣具有
嚴重危害。因此，國際研究和對外工作人士必須時
刻提醒自己首先是個中國人，是有膽有識的炎黃子
孫，而不是糊塗蟲、應聲蟲。

最大限度維護國家利益和國家主權

經濟發展與安全維護可以適當分開，不能綁在一
起更不能偏廢。經濟合作需要推進，國家需要發
展，但不要無限拔高經濟發展與區域合作的必要性
和收益，有時在國家戰略安全面前，經濟合作的份
量有時並不重，甚至是短視的。因此對周邊的一些
所謂區域戰略經濟合作，還是要多想想多看看，進
行慎重長遠考慮。一旦因為經濟合作過度，導致國
家安全有朝一日遭受重大威脅時反倒受制於經濟合
作時，我們該怎麼辦？和平發展時期一定不要偏廢
和忽視國家主權、安全、領土、領海的長遠和戰略
意義，這些東西不是幾年幾十年的GDP可比的，甚
至根本就沒有可比性。
俄羅斯上世紀90年代經濟何其艱難，但從葉利欽

到普京以及俄羅斯議會均表示，俄羅斯的領土沒有
一寸是多餘的！至今俄羅斯依然如此，而且更加強
硬。世界因此而小瞧俄羅斯了嗎？正相反，世界對

俄羅斯心存畏懼和欽佩，俄羅斯一直掌握 戰略主
動。經濟發展慢一點沒有關係，但領海領土丟失就
沒有了，經濟與戰略價值可能遠遠超過那點GDP成
績，對社會穩定的衝擊可能更嚴重，不利於凝聚民
族精神。只有對內大力度推行公平公正改革，對外
切實鮮明維護國家主權利益，人民才會滿意，才減
少不穩定因素。讓人民參與，吸收民意外交，才會
不至於出現巨大偏差或錯誤，才不會導致嚴重不滿
乃至社會不穩定，歷史的教訓值得吸取。

適度的民族主義是民族的脊樑

對外研究和工作講的是虛虛實實，從事的不僅僅
是合作、團結、和平、發展，還時刻面臨 較量，
不僅是考驗智慧和善於鬥爭，更重要的是那種地處
絕境而堅定反擊的膽識，和敢於鬥爭的氣概，兩軍
對壘勇者勝。關鍵時刻如毛澤東戰略思想所強調
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
結亡」。國際關係處理最忌一味理想主義和高擎道
德大旗，一味的和氣和道德，一味的好心和拉攏，
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未必得到好的回報，很可能
養虎遺患，歷史案例不勝枚舉。畢竟國際政治與國
內政治是迥然不同的兩個體系和概念，至少在未來
幾百年世界不會是平的，這種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
本質就持續存在。回顧一下，為什麼建國之初很多
將軍外交官，對外工作做得有聲有色，粗中有細、
虛虛實實，比許多精通外交技術的技術官僚做得更
好，贏得更多國際尊重？因為保持那份膽識，那份
理性、中性和客觀，那份戰略觀察，以及那份對方
摸不透的脾氣和個性。外交官如果被對方看透了，
工作餘地就大打折扣，不要上了一味呼籲透明的
當。如果因為語言關係而加上一份對工作對象的親
近，就更不忍心關鍵時刻斷腕了，後果是往往導致
自己國家的利益受損。
必須對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理性主義、機會主

義、國際主義等概念進行很好的理解、把握和界
定。對外工作者決不能自詡為深通外交和安全的專
業人士，對圈外人士和民眾的理性思維和情緒一概
斥為無知、激進、狹隘和可笑，不能動輒給有助於
維護國家戰略利益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扣上「憤
青、愛國賊」等帽子。適度的民族主義和良好互動
的積極民意，在歷次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在維護
國家安全和主權、領土領海以及國家內部穩定方面
是有力武器和堅強後盾，都起到了關鍵的積極作
用，他們往往是民族的脊樑和發展動力，是安全屏
障。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未經證實的消息傳遞的真實信息

園田 快語

中國經濟政策趨穩具有積極意義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去年12月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2月
12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政府對今年
中國經濟政策做出了重要戰略調整和基本部署。
即：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將結束施行兩年多
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貨幣政策」，而全面
轉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12月25日央行突然宣佈再度調升存貸款基準利率
0.25厘。市場普遍解讀為，中國經濟政策或貨幣
政策已發生根本逆轉，今年經濟形勢轉趨嚴峻。

抗衡泡沫危機　促進健康發展

其實不然，以筆者見，中央對今年宏觀經濟政
策的戰略調整，正是基於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的
發展變化，而作出的一種更加積極穩健的和常態
化政策安排，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繼續推動中國經
濟健康復甦和穩定增長的基本態勢並未發生改
變，財政與貨幣兩大經濟政策的「鬆穩搭配」（鬆
財政；穩貨幣）和協調運行，將更有利於抗衡國
際貨幣泡沫危機的衝擊和促進中國經濟的健康發
展。因此，無論從中國經濟政策轉向的時點和空
間而言，都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
首先，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由「積極財政政策和

適度寬鬆貨幣政策」，向「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
幣政策」的及時回歸，即財政與貨幣政策的配置
運用，由「鬆鬆搭配」轉向「鬆穩搭配」，標誌
自2008年9月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以來，中央政府果
斷採取的「全面寬鬆經濟政策」已順利完成其階
段歷史使命。同時，經濟政策的常態化「回歸」
也恰恰表明中國經濟的復甦增長勢頭已確認穩
定，既然現在經濟復甦勢頭已經明朗，正是時候
對宏觀經濟政策作出及時、必要的收斂，以確保
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第二，2011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
年，也是中國產業、經濟和民生，全面實施結構
性、科學性和環保型戰略大轉型的關鍵之年。為
順利實現產業結構的低耗、節能、環保與高效全
面升級和經濟增長模式的綠色GDP、擴大內需與
現代服務導向轉型，以及國家、社會、民生的
「民富國強」與「科學、和諧發展」的戰略轉變。
中央經濟政策將繼續扶持和促進各經濟領域的協
調運行與穩健發展。同時，面對現階段中國產業
與經濟的諸多結構性矛盾，為抓住千載難逢的歷
史機遇，盡快實現上述領域的戰略大轉型，財政
政策作為政府強力經濟槓桿和政策的導向性作
用，就顯得更為重要和突出。因此，中央對「繼
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定位是正確和非常必要
的，與之配套的財政、稅收、社保、收入分配體

制和價格機制的改革明年將陸續全面展開。

必須果斷收緊貨幣流動性

第三，由於歐美經濟陰霾未散、持續低迷。美
國為提振其經濟復甦的動力，改善持續高企的失
業率，11月已宣佈啟動二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QE2），再次向全球和新興經濟體大量釋出流動
性或惡性通脹危機。同時，隨 歐盟近期對愛爾
蘭債務危機拯救行動的開始和歐債危機的持續蔓
延，11月28日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已通過了未來應對歐債危機的
「時效性注資拯救計劃」，意味 歐元區全面的
「二次量寬」政策也已開始。這勢必加劇經濟復甦
強勁的中、印、俄等新興經濟體的通脹危機。中
國前三季度廣義貨幣供應M2已突破69.6萬億元人
民幣，增速達19%；房地產價格居高難下；通脹
CPI已升達2.9%（11月更高見5.1%），預計全年將
達到4.5%，並突破3%的年初預定控制目標。因
此，為確保中國經濟的健康復甦態勢，避免出現
通脹危機衝擊經濟，中央政府必須果斷出手，收
緊貨幣流動性。
第四，「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的協

調配置，正是中央居於「經濟安全、穩健」的原
則考量。其並非經濟政策的單純「正負」兩極逆
轉，而是一種常態化或臨界狀態的穩健政策與調
節機制安排。也就是說如此政策搭配，本身已蘊
含了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調節機制，將更有利於
中央經濟政策應對經濟形勢變化的收放調節。因
此，毋庸置疑，今年中國經濟形勢仍將保持健
康、穩定增長。因此，今年中國資本市場表現也
將繼續向好，這也正是近期各外資大行紛紛調高
今年恆指目標到28000點－32000點的主要原因。

中央對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戰略調整，正是基於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而作出的一種更加積極穩健的和常態化政

策安排，將更有利於抗衡國際貨幣泡沫危機的衝擊和促進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無論從中國經濟政策轉向的時點和空間而言，

都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今年中國經濟形勢仍將保持健康、穩定增長，這也正是近期各外資大行紛紛調高今年恆指目標到

28000點－32000點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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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從宏觀角度考慮大局，例如環保回收

商需要負擔高昂的運輸和維持廢物收集網絡的

成本，政府可研究向業界提供稅務優惠，以協

助業界回收廢物，從而確保回收得來的廢物可

被循環再造。表面看來似乎是補貼個別行業，

但從有效紓緩堆填區的壓力，減少廢物數量的

大戰略方向來看，則肯定對整體社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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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全面轉向實施「積
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圖為中國人
民銀行外景。 新華社

防止福袋公器私用
馬　彥

■網上流傳的殲-20隱形戰機。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