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幾年前就已引起關注的「民工荒」現象，在今年
表現得尤其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隨 中國經濟
地圖的悄然變化，中西部開始與東部展開爭搶農民
工的激烈競爭。
先是珠三角，繼而長三角，節後「民工荒」近年

來成為常事。今年，發達地區的「民工荒」依然，
據中國紡織協會的統計，珠三角區內人員缺口將在
200萬人之上。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是農民工加薪
最多的一年，農民工工資性收入增幅高達17.9%，
超過城市居民收入增幅。工資提高了，農民工反而
不願意到發達地區打工了。不僅珠三角和長三角要
用加薪留人，連中西部地區也在以情感人。農民工
的春天已經來臨？
我看是的。伴隨 產業升級，中國勞動力的價格

攀升是時代必然。在中國社會步入人均GDP4000美
元的門檻時，低工資時代也不合時宜。農民工工資
一直處於較低水平，不加薪當然沒有吸引力。而
且，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情境裡，農民工是城市
裡的外鄉人，是被人蔑稱的打工仔、打工妹和游離
於城市主流社會之外的「走鬼」。他們在城市不僅
沒有象徵城裡人身份的戶口，更缺乏教育、工作和
社保的平權待遇。在此情境下，打工的城市不過是
其打拚生活的流動驛站，難以讓農民工產生歸屬
感，更談不上依戀。
「民工荒」在城市企業主看來，不過是單純的經

濟和商業問題；在農民工則是攸關身份權利和社會
待遇的尊嚴問題。所以，農民工們「棄我去者昨日
之日不可留」是自然之選擇。

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也在發展。尤其經過金融
危機的洗禮，內需市場的盤活，產業的承接和資金
的轉移，中西部地區也需要大量的民工。至為關鍵
的是，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的工資水平在接近。據
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調研顯示，東部地區外出打工
者的月收入為1455元，中部地區為1389元，西部地
區為1382元。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僅高5%，而5年
前東部地區工資比西部地區平均高15%。如今，這
個差距變得更小。如果考慮到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
區的物價水平，這種工資差距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不過，農民工當前只不過是剛剛感受到春天的暖

意，意會到權利的感召，他們的春天裡還有料峭的
冬寒，他們的權利還未得到根本的保全。相比故鄉
的眷戀和中西部地區的召喚，發達地區的工作環
境、生活質量和工資待遇，還是有 無可比擬的吸
引力。畢竟，只要地區差別還在，農民工依然還會
像候鳥那樣「孔雀東南飛」。
因此，只有解決「三大差別」，實現全體公民真

正意義上的平權待遇，農民工的春天才會真正到
來。

「一葉知秋」是指從一片樹葉的
凋落，可以知道秋天的到來。比喻
通過個別的細微的跡象，可以看到
整個形勢的發展趨向與結果。英國

近期流行甲型H1N1流感，感染人數達到幾十萬，一周的死
亡人數最多就達到254人，鬧得市民人心惶惶。英國衛生防
護局表示，死亡人數大幅攀升，是因為大部分人沒有及時接
種流感疫苗。由於倫敦政府窮於應付經濟危機和安撫示威學
生，根本沒有精力保證疫苗供應而出現「疫苗荒」。「疫苗
荒」、社會動亂、軍力衰退、學校經費困難等說明，英國的
復甦已經變得遙遙無期。
兩大戰爭已經耗去英國的大部分資源，使倫敦政府不得不

下狠心削減各項開支，繼而引發學生示威、軍力自殘、科技
滯後等系列災難。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最近不得不承認，根
據英格蘭銀行的統計和分析，英國經濟復甦動力相當不足，
特別是新政府一棄前政府的經濟政策，大幅削減開支，為復
甦前景增添了更多負面因素。目前，經濟出現滯脹的風險變
得越來越大，持續出現的經濟快速下滑，成為80年來最為嚴
重的經濟災難。無論是政府或者民眾，對經濟前景表示悲觀
的人數則變得越來越多。
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警告，英國的經濟復甦已經「充

滿陷阱」，要恢復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至少需要10年以上
的時間。更加可怕的是，經濟不僅復甦無期，還極有可能再
次陷入嚴重衰退。根據英國新政府的緊急削減預算，到2015
年，每年將減少320億英鎊政府開支，受此影響的除了政府
部門、相關福利，甚至連教育、醫療和皇室也無法倖免。經
濟學家認為，不顧後果的大幅削減開支和提高消費稅，加上
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英國市民脆弱的心理已經變得「惶惶
不可終日」。

英國商會的調查亦顯示，由於政府窮於應付「兩大戰
役」，根本沒有精力顧及和支持脆弱的服務業，而服務業的
滯脹狀態，必然拖累經濟的整體復甦。另方面，歐元區希
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家不斷湧現的財政問題，像傳染病
一樣迅速傳染到倫敦，並對政府和企業帶來史無前例的影
響。300萬失業人口，已經成為英國社會矛盾激化的「定時
炸彈」，隨時可能引發震撼社會的大爆炸。削減開支，使英
國警察系統不得不實行大裁員，繼而引起可怕的人心渙散和
警力空虛，進一步激化英國的危機。

缺錢令航母變無牙老虎

據美聯社報道，英國軍方在去年底的一份聲明中說，為了
應付財政難關，「變賣軍事裝備」等變成軍隊的選擇。英國
有兩艘嶄新航母原計劃5年後服役，由於「差錢」，已經沒有
資金和能力配備艦載戰機，使花巨資建成的兩艘航母成為有
龐大軀殼而毫無戰鬥力的「紙老虎」。英國軍方的解釋是，
艦載機成本太高，需要時向美國或法國租借艦載機比較合
算，顯示英軍出現可怕的軍力「自殘」。航母是海上巨大的
綜合作戰體系，其攻擊能力主要靠大量艦載機來完成。沒有
艦載機的航母等於是沒有防護力的移動靶，隨時都可能招來
滅頂之災。
近五百年來，英國靠聞名世界的龐大海軍征服了全世界，

永不落日的米字旗更成為強大帝國的象徵。但在去年底，英
國首相卡梅倫卻不得不和法國總統薩科齊簽署了英法防務合
作協議，破天荒地宣佈兩國創建聯合部隊、共享航空母艦。
英法協議的簽署是在英國經濟出現巨大困難的情況下出台
的，使協議有利法國。隨 英國財政危機的擴大，使英國本
土和海外屬地的安全，變成控制在法國手中。英國媒體發文
認為，卡梅倫雖然想挽救英國，但做出了非常愚蠢的決定。

農曆新年期間，
導遊與旅客打鬥事
件成為大新聞，再
次令市民關注香港

監察旅遊業的機構是否有效運作。
筆者當然可以用統計數字指出旅客對香港

經濟的重要性，但其實毋須如此做，只要將
心比己，任何市民都會明白有效監管旅遊業
的重要性。試想想，當二三十年前自助遊未
如今天般受歡迎的時候，很多香港人往外地
旅遊也是參加旅行團，也必定有被當地導遊
帶到有關連的商舖購物。但在筆者印象中，
並沒有聽過香港人在外地被迫購物，或是因
為購物額少而與當地導遊大打出手。各位讀
者可以想像，如果被迫購物，整個旅程是多
麼的掃興。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已經老掉

了牙，但香港為何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過去，本港的導遊接待入境的旅客，以歐

美澳紐日本台灣為主，這些旅行團主要以觀
光為主，尤其一些遠程的旅行團，團費不
菲，導遊毋須用迫遊客購物維持生計。但過
往內地的「零團費」購物團，以至現在的低
額團費購物團，或許是事件成因之一。廣東
人俗話「邊有咁大隻蛤 隨街跳」。一些到
港的三天兩夜旅行團，所收費用不足一千，
還包括交通食宿等，在香港物價如此高的地
方，接待旅行社用羊毛出自羊身上的手段實
在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當然，筆者不是說導遊迫遊客購物是「應

該」，但香港要保障旅遊業聲譽，不能讓這
些事件再發生。我們無法禁止深圳的旅行社
訂定超低收費，但香港這邊卻不是絕無對
策，就是訂定有效的執法和監管措施，避免

同類事件再發生。

將旅遊代理商註冊處升格為監管局

現時所有旅行社，包括接待內地遊客的旅
行社，都必須成為旅遊業議會成員，方可領
取旅行代理商牌照。這項監管旅遊業的措施
起源自本地代理商收了團費後倒閉，導致消
費者損失，因此法例最初只監管舉辦外遊的
旅行社。到了約七至八年前，隨 內地到港
團增加，政府才修訂法例，將接待入境旅行
團都納入監管。然而旅遊業議會只不過是業
界組織，始終不能代替一個真正的執法機
構，尤其當自我監管效用成疑的時候。
因為，香港先要有的，就是一個真正的旅

遊業執法機構。筆者認為，我們毋須再成立
一個新的機構，因為我們有一個現成的旅遊
代理商註冊處！理論上，此政府部門負責簽
發及吊銷旅行代理商牌照、「管理」旅行代
理商、管理旅遊業賠償基金等，但實際上，
這是個小得不能再小的部門，是一個真正的
「註冊處」，只負責註冊。

筆者認為，政府應修改法例，將旅遊代理
商註冊處升格為監管局，如證監或地產代理
監管局，將旅遊業議會的監管功能轉到新的
監管局，包括監管旅行社及註冊領隊和導
遊，嚴厲執法杜絕違例。這個機構甚或應該
由營運基金維持運作，至於旅遊業議會，仍
舊可以保留商會的功能。
或許，有人會擔心這會令旅遊業「民不聊

生」無法經營。然而，病向淺中醫，趁現在
只有一兩個個案，盡早糾正旅遊業的壞習
慣。這在短期內或許會增加旅遊業的營運成
本，從而令「香港遊」價格上升，但若長遠
對香港有利，這口苦藥，也必須吞下！

政改方案通過後，全港將增加五個分區直

選議席，按人口增減預計九龍東將會增加一

席。這一席引來反對派各陣營磨拳擦掌，民

主黨的李華明向傳媒表示將不會尋求連任，

而積極培養民主黨第二梯隊兼「支聯會」常

委李耀基接棒，但民主黨高層卻屬意區內票

王胡志偉，究竟誰會獲「祝福」，恐怕仍有

不少暗鬥；而據報黃毓民欲跳區到九龍東狙

擊陶君行，以報掃地出門之仇；梁家傑在九

龍東又去留兩難。現在看來，九龍東將會是

今屆立法會選舉中變數最大、競爭最激烈的

選區，只要建制派配票得宜，也有機會一爭

長短。

農曆新年期間，各政治人物都會慣常邀請傳媒聚
聚，詳談來年的政治形勢及選舉部署。其中過去被視
為選情最平淡，幾乎每屆都是建制派與反對派兩分天
下的九龍東選區，今屆立法會選舉似乎出現不少變
化。

新增一席　各黨垂涎

政改方案通過後，全港將增加五個分區直選議席，
按人口增減預計九龍東將會增加一席，變成五席。與
其他選區相比，建制派及反對派在九龍東的基本盤相
當平均，大約是5對5或4.5對5.5之比，反對派略佔優
勢，所以在過去4個議席時都是兩派平分兩席，假如有
5個議席，多出的一席則很大機會是反對派的囊中物，
如04年鄭經翰為反對派取下第5席。由於九龍東這種超
穩定結構，兩派都對基本盤心裡有數，變極有限亂極
也有限，要推動第二梯隊接班或作出全局性的變陣
時，自然傾向在九龍東上打主意。
因此，這不難理解為什麼反對派今屆在九龍東的選

戰部署作出了不少轉變，首先是盤踞區內多年的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李華明決定交棒，並指定其親信李耀基

接班，當中既有安插親信的考慮，也有排擠胡志偉的圖謀。李華明作為
民主黨九龍東的領軍人物，但近年幾屆選舉都受到胡志偉挑戰，要取而
代之。胡志偉自以為是區議會票王，也是司徒華的指定接班人，但多年
來一直在李華明之下，在民主黨力取一席之下難有出頭日，所以不斷攻
擊李華明的大佬文化，迫使民主黨派兩隊出戰，但最終胡志偉也低票落
選。現在李華明想退下來，論資歷論能力也應由胡接上，怎可能由一個
連區議員也選不上的新人接班呢？李華明明顯有私心。
然而，此舉卻與領導層存在分歧，何俊仁等人自然希望胡志偉這個第

二梯隊的代表人物接上，以示梯隊有上位希望。在兩方堅持下，民主黨
可能仍會以兩派出選，但當中的配票棄保才是關鍵，惟涉及不少難以預
料的因素，最終是突破性取得兩席，或是因配票不均而兩席皆失，對民
主黨都是極大考驗。

反對派各懷鬼胎

另一方面，在分裂鬧劇後元氣大傷的社民連，其主席陶君行將會屢敗
屢戰繼續出選，但問題是與黃毓民、陳偉業一刀兩斷後，肯定流失不少
憤青票，而事件上其領導無能、屢爆醜聞的表現，也會影響其在選民的
形象，要取得新增一席已是不易。而據報黃毓民正打算跨區狙擊陶君
行，此舉並非沒有道理，一方面黃毓民恨陶入骨，要打擊他最好就是阻
止他進入立法會，之後利用陶敗選的藉口在黨內發動新一輪「倒閣」，將
陶拉下馬之後順勢回朝；另一方面黃毓民在九龍西勢力穩固，他如果跳
區出選可將九龍西議席讓給「維園阿哥」、李偉儀等親信接棒，而他則全
力整合九龍東的激進票源，重施其死咬盟友的策略，未嘗沒有機會取得
一席，屆時他在九龍東西各有一席，加上陳偉業在新界西又能順利當
選，他便重新掌握三席，重組新社民連也未嘗不可，狙擊陶君行實質是
經過深思熟慮。
而公民黨方面，余若薇早已多次表示不願再選，而港島作為公民黨的

根據地不容有失，最好自然由黨主席梁家傑回來與陳淑莊謀取兩席，但
問題是梁家傑留下的九龍東卻沒有適當人選，如余冠威等之流不是沒有
知名度就是沒有能力，連區議會也選不上還談什麼立法會選舉？梁家傑
一去如果公民黨又派不出重量級人馬出選，必定引來其他黨派明星級參
選人出選，屆時公民黨一席將危乎其危，但如果留下來，余若薇又不選
港島，這樣等如白白讓出港島地盤，如何衡量確實費煞思量。
現在看來，九龍東將會是今屆立法會選舉中變數最大、競爭最激烈的

選區，反對派各陣營各懷鬼胎去搶奪新增一席，隨時因分贓不均兩敗俱
傷，只要建制派配票得宜，也有機會一爭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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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公共外交工作值得期待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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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國迎來農民工的春天
張敬偉

「疫苗荒」突顯英國復甦路遙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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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過後，每年一次的全國「兩會」又即將來臨。去
年中國「兩會」期間，中國外長和總理先後在記者會上
就最近國際社會甚囂塵上的「中國外交傲慢論」做了回
應，闡明了中國方面的立場和觀點。與此同時，「兩會」

期間，由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辦的《公共外交通訊》第一期也正式出版，全
國政協委員幾乎人手一冊。今年「兩會」的公共外交工作，依然令人期待。

公共外交：不是政治鬥爭

隨 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日益崛起，在原來傳統意義上的實務外交之外，公
共外交也正在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所謂公共外交，就是向國際
社會更好地解釋本國的立場，提升本國的形象，從而達到化解國際社會的疑慮
和阻力，最大程度地爭取構建一個有利於本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與實務外交相
比，公共外交等於是國家的對外公關事業；但與實務外交相比，公共外交又有
一系列相關而又不同的特點；其歸納起來是：
首先，對象不同。雖然實務外交也日益顯示其全方位的特點，但主要還是以

國際社會的政界、企業界、文化界、軍界為主要訴諸對象。換言之，實務外交
針對的基本上是對某一國家具有足夠影響力的其精英階層。但公共外交首先訴
諸的應該是某一國家的民間社會，亦即對其決策或精英階層具有潛在影響力的
廣大民眾。
其次，手段不同。如果說，實務外交在中國迅速發展期需要處理的是每天在

實際層面遇到的種種問題，如政治糾紛、貿易衝突、戰略敵意、突發事件等，
其主要手段每每以政治鬥爭為主，那麼公共外交處理的則是作為上述種種矛盾
之基礎的某一國家的民間認知。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鬥爭顯然不是公共外交的
主要手段，甚至完全不應是公共外交的手段，而應代之以與某一國家民意的溝
通。
換言之，在中國迅速發展的今天，如果說化解來自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敵意、

猜疑、誤解或不安是中國公共外交的重要使命之一，那麼實務外交與公共外交
所承擔的任務是完全不同的：實務外交可能須以鬥爭為主，其載體和訴諸對象
首先是雙方政府及其立場；而公共外交則須以溝通為主，其載體首先是雙方民
間及其認知。
而要做到這樣的從對象、功能到方式和風格上的區分，首先就要求人們對西

方世界對中國的種種情緒做邏輯、細緻的分析，亦即用中國傳統政治語言來
說，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思想對話　高屋建瓴

就一般政治層面而言，人們近幾年從西方政界感受到的，似乎更多是戰略猜
疑乃至敵意（雖然其間也還需要做許多細緻的分析）；但這只是中西關係中的
一個方面。作為西方對華猜疑和敵意的社會基礎，西方民間對一個正在迅速崛
起的中國，其實充滿了疑慮、不安和焦慮。但這種心理失衡首先不是敵意，而
是人性、自然的反應。
從過去500年乃至1000年人類歷史的縱向來看，中國崛起是給人類政治、經

濟、文化乃至心理秩序帶來重大衝擊的事件。過去千年，以500年前的西方崛

起和東方衰敗為標誌，東西方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出現了大換位。如果說，
500年前西方崛起、東方衰敗是過去千年東西方秩序的首次調適，那麼當歷史
進入21世紀，當中國崛起在過去幾十乃至百餘年日本現代化和「亞洲四小龍」
的基礎上開始發生時，人類歷史開始進入一個東西方秩序再次調適的新階段。
當然，這個調適的進程才剛剛展開，其更為深層的效應和意義將在未來幾十

年乃至數百年得以清晰化。與相對表層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的調適相比，東
西方心理秩序的調適是一個更為深層和微妙的進程；前者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表
現方式，往往會受到後者的不自覺影響和掌控。在這一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環
節，客觀審視和理性梳理東西方過去數百年的歷史及其導致的雙方心理秩序的
現時狀態，就顯得十分重要和有意義。

抓住人性，重視媒體和知識界

這當然是一個思想史的話題，聽上去相對比較抽象和空泛。但無論從人類歷
史發展的進程還是從中國化解西方疑慮和敵意的角度，中西方思想對話都是一
個不容忽視的高度，也應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制高點。有了這
一制高點的高屋建瓴，人們才能從策略層面上有更多的思考和策劃。
從策略上說，最佳的公共外交不是由政府直接出面，而是訴諸民間團體；從

方法上，針對西方世界的公共外交應抓住人性的部分，在人性的基礎上展開溝
通和對話。在這方面，須十分重視對西方民間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知識界和媒
體，針對一些西方媒體大牌專欄作家、西方知識界代表人物的工作宜在有策略
的基礎上系統地展開。
但這些工作絕非傳統意義上的送往迎來，而須選擇國內學術、思想界和媒體

界的有代表性的人士與之展開具有思想高度的溝通；所謂的對話也絕非站在自
身立場上的各說各話，而是站在人類共同精神和思想屋頂上的對話。

隨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日益崛起，在原來傳統意義上的實務外交之外，公共外交也正在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向

國際社會更好地解釋本國的立場，提升本國的形象，從而達到化解國際社會的疑慮和阻力，最大程度地爭取構建一個有利於本國發

展的國際環境。去年的「兩會」在公共外交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人們期待今年「兩會」在這方面有一個新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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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形象片亮相紐約時代廣場。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