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流感疫情的勢頭，
比往年來得既早且急，早
在一月中便開始爆發，衛
生防護中心估計與近期天

氣較冷，流感病毒在空氣生存時間較長，傳播較
易有關。而因應流感死亡個案上升，警惕我們絕
不能對今次的流感肆虐潮掉以輕心，尤其預計未
來的天氣仍然寒冷，農曆新年又將至，人流往來
聚集更見頻密，故政府有需要作好準備，加大防
疫力度，以免流感疫情失控。
而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已表示，未來數星

期，患流感及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會繼續增加。不
過，今次流感疫情似乎相當嚴峻，不但患者眾多，
且踏入今年，短短四周內，便已有兩名女病人感染
流感後死亡，包括其中一名年僅二十七歲的年輕女
病人，在染上甲型H1N1流感後僅短短數天便告不
治，而且更有多名年輕力壯市民感染甲型H1N1流
感後出現併發症的情況，十數名病人更因病情十分
嚴重，需送入深切治療部搶救，而公營醫院的急症
室亦迫滿了患流感前來求診的病人。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良便指出，這
現象其實是響起了流感「警號」，顯示甲型H1N1
流感不止攻擊兒童及長者，對十五至六十四歲這
類很少接種流感疫苗的群組也會構成致命威脅，
絕不可輕忽視之。
雖然政府有關官員近期都一再提出呼籲，促請

市民盡可能去接種流感疫苗以作預防。不過，這
些忠告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太大，加上政府的宣傳
手法平淡，令市民對流感肆虐的消息未夠 緊，
甚至乎可以用「鬆懈」來形容，而這點可從市民
對接種疫苗的冷淡反應顯示出來。

絕不能對流感疫情掉以輕心

政府在去年十一月展開流感疫苗接種計劃，雖
然近期接種流感疫苗的人士有增加，但仍只有約
三十四至三十五萬名市民接種了疫苗，注射人數
較前年少了約三成，而有接種疫苗的前線醫護人
員亦只有約兩成，反應可謂相當冷淡。據政府分
析反應冷淡、注射人數減少的原因，一是市民對
流感戒備性不高，二是對疫苗副作用有誤解，但

有醫療界則批評政府早前掉以輕心，在展開流感
疫苗計劃後，沒有跟進調查市民的接種意欲，故
沒有因應接種意欲偏低，而重新部署宣傳及教育
攻勢。
我認為有關的批評確有其道理，但現時首要做

的，不是追究責任，而是應該「亡羊補牢」，包括
盡力提醒市民流感影響已「殺到埋身」的事實，以
及設法清除公眾疑慮，讓公眾人士能作出理性選
擇，而不會陷入一種情緒化、人云亦云的反應中。
例如政府官員一直堅稱疫苗的副作用極微，便

應擴大這方面的宣傳力度，想辦法提升公眾的關
注程度及強化市民的信心，讓更多市民去接種疫
苗，以減低染上流感的機會。
另外，由於農曆新年將至，大量的人流往來和

聚集，很可能引起社區新一輪的爆發潮，在保障
公眾健康的大前提下，政府應同時加強防疫工
作，如是否需要開放部分醫院的流感診所，以防
流感進一步爆發，務求在疫情進一步惡化前，做
好防範於未然的工作，以免流感潮攻陷公營醫療
系統。
香港在零三年曾經歷過一次世紀疫症的大災

難，當年大家聞「沙士」而色變，但傷疤好了沒
忘了痛，我們絕不應對流感疫情掉以輕心，應小
心謹慎一點，用「小心駛得萬年船」的態度去面
對今次流感疫情才是。

時值歲末，內地又進入了一年一度的春運時
刻。多年來，春運對於內地交通運輸部門來說一
直是個嚴峻的考驗。春運規模相對於日常運量，
可謂是爆炸性的增長，每年的客流量都遠遠超過
內地的總人口，難怪媒體稱其為「一年一度人類
史上最大的遷移」。沒有親身經歷的人不會知道春
運有多苦。遠的不說，我們就看看過去兩三年的
春運，因為一票難求，不少外出務工人員因為買
不到票無法回家過年；就算夠幸運買到了票，擠
上了車，那個境況也跟「逃難」差不多；還有大
批人員因交通受雨雪天氣影響的原因，被迫滯留
火車站甚至是火車上，飽嘗飢渴、嚴寒、擁擠之
苦。「辦好奧運不難，辦好亞運不難，辦好春
運，難！」，這是一句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話，由
此，我們可以想像解決春運問題的難度之大。
今年，內地面臨 同樣的挑戰，而且預計客流

量將達到28億5千萬人次，為歷年之冠。為此，中
國政府「下重藥」，採取了9項措施來應對，其中
「為旅客購票提供更多便利」這一舉措就凸顯了
「人性化」的一面，如增設電話訂票、網絡訂票、
「實名制」買票等等。在政府的努力下，今年的春

運有了很大改善，有打工仔表示今年比較少聽到
「買不到票」的情況，而且排隊買票的時間也大大
縮短。

春運關乎重大民生

說了這麼多春運，但筆者不是想在這裡深究春
運問題，只是想借助春運告訴大家，國情不僅僅
關乎政治，民生也很重要。「人者，邦之本也」，
民生關乎一國之命運，與國家發展密不可分，當
年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就包括「民生
主義」。筆者認為，今後的國情教育，除了要認識
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外，也應多關注國家的民
生。民生問題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政策及發展，對
香港學生來說，這將會是更貼近日常生活、更實
實在在的一種認知，也更能牽動人心。
承接「春運」這個話題，筆者還想跟大家分享

對國民教育的另外一點心得。不少人會在心裡嘀
咕：既然這麼擁擠，這麼難，何苦湊春節這個熱
鬧呢？只要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認識，便不難理
解這種現象了。春節是中國人最為注重，也是最
隆重的一個傳統節日。中國人過春節已有數千年

的歷史，這是一家人團圓的節日，彰顯了中國人
重視「家」的概念。很多打工仔背井離鄉，辛辛
苦苦地工作了一年就是為了能在春節這個傳統節
日裡帶些錢回家跟家人團聚，共敘天倫。筆者認
為，這其實也是中華文化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具體
體現，散發 濃濃的人情味。
春節有眾多習俗，如大掃除、吃團年飯、拜年

和給壓歲錢等，一直相傳至今。拜年從給家族中
的長者拜年開始，年初一早晨起床後，晚輩必須
先給父母和長輩叩頭拜年，然後才開始互訪親
友。這一習俗展現了中國文化的另外一個特色
—「孝親」。當然，筆者並不是提倡「跪拜」這
一禮節。時代在發展，人的思想亦要跟上步伐。
「跪拜」於現代社會而言，已經顯得迂腐且彆扭。
然而，筆者認為，中國的「孝」文化是應該世代
傳承並發揚光大的。對於「孝」，孔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父母在
世時，為人子女者就應該克盡孝道，莫待父母離
世時，留下「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
的遺憾。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除了「孝」之外，「忠」、

「仁」、「愛」、「禮」、「義」等也非常值得我們
去深入探討和學習。因此，除加強對民生方面的
認知外，筆者期盼未來國民教育領域將融入更多
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讓年輕人多渠道了解中華文
化，從而汲取中華文化的精髓。

突尼斯民眾上街示威、總統本阿里倉惶出逃，引發阿拉伯世界的連鎖反應，其中
以埃及的事態發展最為引人關注。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執政超過30年，如今民怨沸
騰，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示威不斷，示威民眾不顧宵禁，仍然上街遊行示威，也出
現了局部的失控現象（如搶砸政府建築物、超市甚至博物館）。

埃及的問題帶有普遍性

目前穆巴拉克仍能控制軍警，且以改換政府、任命副總統等方式，表明他不會尋
求連任，也不會如原來設想的那樣讓兒子繼承總統之位（通過可控的選舉），說明
年過80的穆巴拉克已經在為離開權力中心作準備。但此舉是否有效，還是疑問。目
前其實捲入示威的民眾人數，以埃及的8千萬人口和開羅的2千萬人口而言，數萬人
示威並不算多。因此穆巴拉克如果措施得當，有可能緩和局勢；但如果出現大規模
流血衝突，局勢失控，特別是軍隊如果拒不執行命令，則埃及變天不可避免。
很少有國家像埃及這樣牽一髮而動全身。埃及地處亞洲、非洲和歐洲的交通和戰

略要道，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中東舉足輕重的國家，連接地中海與
印度洋的蘇伊士運河就在埃及境內。埃及是率先與以色列締結和約的阿拉伯國家，
這使以色列能夠解除來自西面的威脅，也樹立了阿拉伯世界現實主義外交的旗幟。
美國因此多年來堅定支持埃及，給予埃及大量援助。
埃及現在的問題，源於政治體制的落後，但這種情況又是中東地區普遍的現象。

問題不在於統治者是否獨裁以及權力是否世襲，而是執政者能否提供一個比較公平
的環境，讓民眾能夠過上安穩的日子。埃及青年人失業率高，政府不積極設法緩
解，就必然使民怨積累。即使政府暫停互聯網和手機服務，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
問題。

穆斯林兄弟會或將乘勢奪權

1928年在埃及成立的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激進的組織，以遜尼派的傳統教義為基
礎，鼓吹建立政教合一的、以宗教治國的真正的伊斯蘭國家，是阿拉伯最早的政治
團體，各地都有分支，影響甚大，是當代伊斯蘭革命的起源之一。穆斯林兄弟會的
政綱非常激進，其成員中有些參加了基地組織，1980年與以色列議和的埃及薩達特
總統就死於該會成員之手。兄弟會後來放棄暴力、暗殺等手段，改為承認體制並爭
取通過民主選舉執政。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即是一例。雖然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至今

沒有合法政黨地位，但其在民眾中有廣泛影響，特別是在國家的經濟低迷、失業率高的社會，穆斯林兄弟
會很容易得到青年的支持，並在穆巴拉克之後的埃及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得到西方支持的巴拉迪匆忙返
國，很可能也是西方為了在穆巴拉克之後的埃及預作準備。但巴拉迪在埃及基層民眾沒有什麼影響。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已經改變了對埃及的政策，從無條件支持穆巴拉克開始改為向穆巴拉克施加壓力，

情況有點類似1978年的伊朗，當時伊斯蘭革命在伊朗爆發，美國最終拋棄了親美而不得人心的巴列維國
王，但伊朗由此成為伊斯蘭革命策源地和反美先鋒。

穆斯林兄弟會是西方大患

西方國家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就曾經支持軍方取締穆斯林兄弟會、不承認該會在民主選舉中獲勝的結
果。美國對穆巴拉克的支持，也是同樣的道理，穆巴拉克不允許兄弟會註冊成為政黨，對兄弟會軟硬兼
施。穆巴拉克如果下台，穆斯林兄弟會勢必成為埃及最大的政治勢力，如果該會通過民主選舉上台，則埃
及的內外政策必然有重大改變，這必然衝擊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形勢，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沙特阿拉伯國
王堅決支持穆巴拉克，也就是為什麼以色列對埃及可能變天憂心如焚，因為兄弟會敵視猶太人國家。伊朗
高度關注埃及的動向，埃及如果出現一個穆斯林兄弟會政權，對於備受西方打壓的伊朗，不啻是福音。而
土耳其等政教分離的伊斯蘭國家，也對此一動向極為關注。整個伊斯蘭世界，也會因為埃及變天而出現新
的變化。
埃及如果變天，中東將大亂，連帶影響中東、北非和地中海的地緣政治局勢，世界的石油市場乃至於全

球金融、經濟形勢都會受到牽連。

近日，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國
國際戰略學會會長馬曉天上將在1月
中旬出版的《學習時報》上發表的
文章，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這篇

題為《把握戰略機遇期的時代內涵，明確我們的歷史使命
和擔當》的長文中，馬副總長闡述了對戰略機遇期實質特
點、當前中國維護戰略機遇期面臨的總體環境和如何維護
和經營好戰略機遇期等重大問題的認識和應對之策。北京
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在中國綜合國力持續增強且引起一
些國家猜疑的形勢下，在解放軍戰力水平不斷提升特別是
新裝備陸續曝光也引起一些人們質疑的環境裡，解放軍分
管軍事外交的最高首長撰文談戰略機遇期，作為新年度軍
事外交的「宣言」，以一種既平常又特別的形式，強調中國
和平發展的本質和趨勢，重申中國軍力發展不針對、不威
脅任何國家，表明解放軍正嘗試用自己的方式向國民和世
界說明和推介自己，釋放和平發展、透明成長的溫和信
號，是一個值得關注和肯定的積極動作。

壓力增大但和平發展的信念不改

在文章中，馬曉天坦承，近年來中國外部壓力有所增大，
內外安全環境面臨新的挑戰。主要表現在：面對中國的快速
發展，部分國家對華心態趨於複雜，疑慮增大；中國周邊局
勢緊張動盪較前加劇，朝鮮半島核問題等熱點問題複雜性日
益增強，南亞恐怖活動保持高發態勢，塑造有利周邊環境的
難度增大；國際金融危機後續影響繼續釋放，金融安全、能

源安全等問題更趨突出；國際輿論中的對華負面情緒上升，各種版本的「中
國威脅論」、「中國強硬論」、「中國傲慢論」等不時泛起，中國面臨的國際輿
論環境日益複雜。馬曉天特別指出，儘管面臨上述新挑戰新困難，但從總體
上看，當前有利於和平發展的基本條件並沒有改變，中國發展仍面臨難得的
戰略機遇期，繼續堅定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仍是中國唯一的選擇。觀察家認
為，面向公眾傳播，更全面地樹立正面形象，也是軍事外交的重要內容。軍
事外交不是強勢出擊，如此坦誠的自我介紹、有據有理的講述、平等溝通的
例舉，就可以讓世界正面觀察和認識解放軍的發展動態。

紛擾增多但睦鄰安鄰的政策不變

文章認為，2010年，中國周邊地區雖然出現了一些新的複雜態勢，部分國家
對中國實力地位快速上升仍有疑慮，但因其與中國地緣位置相近、利益紐帶堅
實，普遍希望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這些國家從自身安全與發展利益
出發，採取敵視中國或聯手對華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中國與周邊各國繼續保持
總體穩定的發展勢頭仍是大勢所趨。觀察家指出，把中國軍方對周邊國家經
濟、外交關係的一些重要立場和觀點發表在公開的媒體上，顯現出解放軍高層
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防務關係的問題上有 更為理性的思維和嫻熟的方式。

爭端雖多但對話合作的方向不移

文章指出，儘管前一段時間美對華政策中的一些負面因素較為突出，但因
為中美利益交融不斷增強，美在今後一個時期，仍會奉行以合作與對話為基
調的對華政策；在安全上，中美分別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
家，在維護和促進國際與地區和平穩定，應對反恐、防擴散，處理全球性挑
戰以及一些地區熱點問題上，都需要相互間的合作與支持；今後一個時期中
美關係有望維持總體健康穩定的發展局面。觀察家認為，中美軍事關係是中
國與西方大國防務關係的晴雨表，修補和發展中美軍事關係，必將有助改善
中國與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防務關係。馬曉天副總長的文章，或許有
助於消除中美在戰略判斷方面的一些誤解、誤讀和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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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測定香港位置？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流感疫情「殺到」做好防疫準備
田北俊

「春運」折射出的國民教育
呂如意博士 國民教育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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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地處亞洲、非洲和歐洲的交通和戰略要

道，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中東舉

足輕重的國家，連接地中海與印度洋的蘇伊士運

河就在埃及境內。埃及如果變天，中東將大亂，連帶影響中東、北

非和地中海的地緣政治局勢，世界的石油市場乃至於全球金融、經

濟形勢都會受到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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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總體經濟水平而言，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近10多年來有所增加，但是，產業結

構欠完善和水平不夠高的缺陷大體未變。美國、歐盟主要國家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大

城市是知識產業匯聚之地，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中或者已有一半以上是知識產業

的貢獻或者接近於一半的貢獻已來自知識產業，其大城市產業結構中，知識產業的比重就更高。相比

較，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中，知識產業的貢獻不到30%。這就是香港必須重視的差距。

轉眼間，我到香港生活和工作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了。25年
來，一直關注和研究香港，經常回顧總結關於香港研究的觀
點和方法。其中，反覆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準確測定香
港的位置？
當然，這不是指香港的地理位置，而是關於香港的經濟政

治和社會以時間和空間為經緯有了怎樣的變遷？正在進行怎
樣的變遷？將展開怎樣的變遷？以及這一系列已發生、正發
生和將發生的變遷，使香港與可比較的其他大城市之間處於
一個怎樣的關係？香港是一個大城市，與其他大城市相比
較，才具有可比性。

香港與內地城市差距正在收窄

無疑，這是一個很大課題。這篇短文，僅談其中一點體會
—衡量香港是否進步，不是看她是否被較其落後的大城市追
近了，而是看香港是否追近了較其領先的大城市。
記得25年前，我剛從上海來香港，一位較我早一年也從上

海來香港生活和工作的朋友問：就經濟水平和城市建設而
言，上海與香港的差距是否有50年？
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如何得出50年這一數字的，未必是、

甚至完全可能不是仔細衡量的結論，而是表示一種總的感覺
和判斷。因為剛來香港，我無法表示贊同與否。然而，我承
認，當時，上海與香港在經濟水平和城市建設上的差距是非
常明顯的。以城市建設而論，1986年，全上海只有兩幢玻璃
幕牆的大廈；即使一兩年之後，也只有南京西路波特曼大酒
店附近約一百米區域可以與香港的中環相媲美。
而今，上海無論在經濟水平和城市建設上都緊緊貼近香

港。自從浦東開發和開放以來，上海的面貌日新月異。2001
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上海舉行，黃浦江兩岸
展現一道亮麗的風景線。2010年上海世博會成功舉辦，浦江
兩岸的風景更加流光溢彩。無論如何，凡是了解上海的香港
居民都會承認：香港領先於上海的經濟和城市建設的優勢，
是被上海大大地縮短了。
這就是所謂「後發優勢」。另一個卓越的例子是深圳。30年

前還是一個依賴漁業的小城鎮，30年後儼然一個具國際知名
度的大城市。可以說，深圳的經濟水平和城市建設追趕香港
的速度，較上海，更令人矚目。
香港應當歡迎自己國家的其他大城市拉近與自己的差距。

香港之憂不在於上海、深圳等內地大城市追趕上來。香港必
須朝前看，在經濟水平和城市建設上努力追趕更先進的大城
市。然而，正是後者應當使香港社會和特區政府汗顏。

香港必須有宏遠的願景

以總體經濟水平而言，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近10多年來有
所增加，但是，產業結構欠完善和水平不夠高的缺陷大體未
變。美國、歐盟主要國家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大城市是知識
產業匯聚之地，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中或者已有一半以
上是知識產業的貢獻或者接近於一半的貢獻已來自知識產
業，其大城市產業結構中，知識產業的比重就更高。相比
較，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中，知識產業的貢獻不到30%。這就
是香港必須重視的差距。
環視維多利亞港，四分之一世紀內固然增添了一些高層建

築，但是，開發九龍西和啟德機場舊址過了10多年依然是紙
上規劃；九龍西的藝術區過了10多年大體完成了動工的前期
準備工作，其進展一波三折，瞻望未來，從動工到竣工未必
能夠一帆風順。
一個城市如同一個國家，必須有宏遠的願景才會有振奮前

進的志氣和幹勁。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香港居民反對或不支
持特區政府申辦2023年亞運會，反映香港欠缺宏遠願景而困
擾於眼前經濟民生困難。這是較之統計數據所指示的香港與
更先進大城市的差距更必須重視的大問題。
一個城市的領袖如同一艘巨輪的船長，必須時刻明瞭所駕

駛的巨輪在全球經濟汪洋中所處位置、航向和目標以及正在
行進的速度。
判斷「香港號」巨輪的船長是否稱職以及挑選下一位合格

的船長，都必須以其是否能夠明確無誤地告訴七百萬香港居
民，香港正在向何處行、方向和目標是否清晰正確、速度是
否適當而可持續來做準則。

透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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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環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