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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需面對現實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針對利比亞國內複雜
惡變的緊張局勢和中國
完成撤離任務的緊急情
況，中央軍委和胡錦濤

主席決定，正在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
的中國海軍第七批護航編隊「徐州」號導彈護衛
艦，立即啟程趕赴利比亞附近海域，為撤離中國
在利比亞被困人員的船舶提供支持和保護。此決
定一經公佈，立即引起國內民眾的好評和國際社
會的關注。美聯社發佈消息說，這艘軍艦執行的
任務，是中國首次派軍艦參與人道主義危機中撤
離平民的行動，凸顯了中國海軍遠洋行動能力的
增強和政府保護海外公民決心的增加；路透社認
為，在中國海軍護衛艦支援下開展的大規模撤離
行動，是對中國政府的最新考驗。

空前行動意義非凡

一是和平時期海外用兵行動的新實踐。據解放
軍報透露，正在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
的中國海軍第七批護航編隊「徐州」艦，接到中
央軍委、海軍黨委為撤離中國在利比亞被困人員
的船舶提供支持和保護的命令後，及時靠泊「千
島湖」艦完成物資補給，並在第一時間完善兵力
行動、政治工作、後勤裝備保障等方案預案，進
一步熟悉紅海、地中海、蘇伊士運河及利比亞附
近各個港口有關航線資料和航法規定，在最短時
間內做好了一切準備；在編隊指揮所指導下，針
對任務特點，一邊機動，一邊做好到達利比亞海
域後傷員救治和應急後送的相關準備，並按照時
間節點順利通過紅海、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
到達利比亞附近海域，擔負起對運送中國受困人
員船舶實施海上安全保障的任務。觀察家認為，
近些年來，儘管中國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南太平
洋島國發生動亂時，曾採取過撤僑行動，但均沒
有使用軍事力量，一是不迫切，二是能力不夠。
這次海軍艦艇能順利參與利比亞撤僑行動，既是
機遇也是挑戰，不僅標誌㠥海外軍事行動進入最
新發展階段，也說明經過近三年的亞丁灣索馬里

護航任務的鍛煉，解放軍戰略軍種已積累了豐富的遠航、護航經
驗，海外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有了明顯提升。
二是和平時期海外用兵觀念的新突破。據報道，中國在利比亞共

有3.3萬多名同胞，其中搭乘船舶回國的多為中央、地方和民營企業
參與利比亞基礎建設的施工人員。觀察家指出，解放軍派出軍艦對
撤離行動進行支持和保護，不僅是中國軍隊盡責保護海外中國公民
和企業的體現，也是海外用兵理念上的巨大轉變。過去，談到解放
軍的使命和兵力使用，主要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統一，但
這並不是全部和唯一。在新時期新階段，對於中國公民因私出國比
如留學、經商、務工等，當遇到生命和財產安全危險時，國家也就
有了保護海外人民利益的任務，軍隊適時以適當形式參與撤、護僑
（員）等非戰爭軍事行動，應是常規化、常態化的合法選擇。

三是和平時期海外用兵形式的新嘗試。觀察家注意到，中國國防
部宣佈派出海軍艦艇為撤離中國在利比亞被困人員的船舶提供支持
和保護的消息後，國防部官網、解放軍報等軍隊媒體相繼推出公開
報道，連續發佈艦艇行動信息，初步滿足了國內民眾的願望。但在
消息的及時性、完整性和持續性上，仍有進一步提高和豐富的空
間。

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中國首

次動用軍事力量撤離海外人員，實屬

預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正義之舉，也

是愛國愛民、勇於承擔的順勢之為，

是中國海外軍事行動的一次重要突

破，凸顯了解放軍服務人民的根本宗

旨和擁政愛民的永恆理念，應予鼓掌

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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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㠥菅直人內閣下台聲漸起，上台執政僅一年半的
日本民主黨，也不可遏制地陷入了和自民黨相同的政
權短命困境。只不過與金權鐵三角、派閥政治和大佬
密謀這些造成自民黨內閣短命的因素不同，民主黨政
權陷入短命困境，個人因素在其間影響極大。這個
「個人」，就是民主黨前幹事長、被譽為日本政壇「影
武者」的小澤一郎。

反小澤朝野同心

儘管去年6月的首相之爭擊敗小澤，但對於菅直人
來說，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坐擁民主黨
參眾兩院近1/3議席的小澤派系不僅勢力太大，隨時
會危及自己的首相寶座，小澤這個詭計多端、翻雲覆
雨的政治強人無疑也是心腹大患。所以藉㠥小澤被強
制起訴這一千載難尋的良機將其逼走，無疑是稱心如
意的選擇：一者對外可以洗清民主黨貪腐罵名；二者
自己從此再無忌憚和掣肘，可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政治
抱負。
更讓菅直人無法迴避的是，他的財政預算補正案急

需於3月31日前在參眾兩院獲得批准通過，否則政權
勢必停擺。反對黨議席居多的參議院是鐵定要反對預

算案的，要抵擋參院的反對讓預算案強行通過，就需
要眾院2/3以上多數支持。但是，即使小澤麾下所有
議員都支持自己，菅直人仍然得不到2/3多數，迫切
需要在野黨部分議員的支持。但包括自民黨、公民黨
在內的在野黨開出的條件是：民主黨必須將小澤勢力
斬草除根，在野黨方能在預算案問題上和菅直人合
作，否則一切免談。
在野黨就這麼給民主黨挖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大陷

阱：如果菅直人趕走了小澤及其派系，民主黨政權自
然分崩離析，江山自然唾手可得；如果菅直人不能趕
走小澤及其黨羽，在野黨就全力狙擊其預算補正案，
同樣讓民主黨內閣倒台，至少逼其更換首相，然後再
全力炮轟其「首相更迭頻繁、執政能力欠缺」，以及
小澤政治資金醜聞這兩大軟肋，逼迫其解散眾院提前
大選，進而在大選中圖謀奪回政權。

打反擊小澤出招

在此情形下，菅直人明知「去小澤」是陷阱，自
己還得往下跳，於是利用黨首身份接連對小澤痛下
狠手：先是逼其退黨，小澤拒不退黨後又直接停止
其黨員資格。身陷絕境的小澤一郎自然決不甘心任

人宰割，面對菅直人招招致命的迎頭痛擊，也開始
刀刀見血地全力反擊，不僅麾下議員頻頻出走、反
水，地方勢力也配合倒閣，讓菅直人下台的聲浪漸
漸高漲。
小澤不僅在人事上動員上下左右展開反擊，在政策

上也高調向支持率跌入低谷的菅直人叫板：內政上
「減稅」與外交上「反TPP」兩大政策旗號，讓岌岌
可危的菅直人內閣在民意支持方面無疑是雪上加霜。
在野黨深知「打倒了小澤就打倒了民主黨」，所以

逼迫菅直人「反小澤」；菅直人自己雖有「反小澤」
的百倍意願，但不僅難以「反到底、反成功」，相反
讓自己隨時被反擊致命；多年來縱橫捭闔、翻雲覆雨
的小澤，此時也絲毫不敢大意，既害怕被法庭徹底終
結政治生命，又害怕被黨內掃地出門，進而喪失了原
本微弱的民意基礎。這就是日本政壇如今的「小澤困
境」。
破解「小澤困境」的前景，一是菅直人下台，同為

反小澤陣營的岡田克也或前原誠司接任，但困境仍
在，只不過留給後人去解決；二是菅直人宣佈解散眾
院提前大選，但此時用這一招不僅搭上自己的政治生
命，民主黨也跟㠥遭殃，完全是毫無勝算的賭局；三
是菅直人苦苦支撐，只等小澤走上法庭被宣判有罪，
局勢也就轉危為安。
「小澤困境」將把日本政局帶向何方，現在就看菅

直人的耐力和信心了！

日本政壇陷入「小澤困境」
張智新

「二二八」教訓與兩岸文化交流
褚靜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派錢」，可說是收買民心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更重要的一點，是「派錢」不可再作任何資產審查，而要全民均霑，讓有錢人也得到點

甜頭，日後他們納稅也會納得較為甘心，這就是老子所說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一個和諧的社會，不但要照顧好窮人，也要照顧好

中產階級和公平對待富人，只要社會和諧，和衷共濟，錢派出去了，將來又何愁收不回來呢？一份理智務實的財政預算，是不能光靠計

算機計出來的，其中更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及對市民的愛心。

政府的新財政預算案一出，
就引發社會輿論的廣泛批評，
雖然，也有人認為這是一份理
性務實的財政預算案，但在輿

論一面倒的情況下，有關人士也應該面對現實，好好
地檢討一下其中不足的地方。
財政預算案中，最為人詬病有兩點，一是沒有提出

為香港人解決居住問題的方案；二是沒有將六千元分
派到每一個人手上，而是將之注入強積金。

樓市及注資強積金引發爭議

事實上，香港的樓價已飆升至世界之最，這是一個
必須正視的問題。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所提出的增加土
地供應，只不過是杯水車薪，根本無法解決問題。若
想打壓樓市，降低置業人士的上車門檻，更是弊多於
利。因為，香港已置業人士甚多，樓市一瀉，傷害面
極大，九七年樓市崩潰的慘痛教訓猶然在目，所以，
政府根本不敢在這方面大做文章。而且，如果樓市崩
潰，建築商無利可圖，房子的供應必然會大幅減少，
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樓價根本降不下來，甚至會有
可能導致樓價進一步飆升。
解決香港人的居住問題，唯一方法是大量增建公屋

和復建居屋（也就是內地的保障房），不過，以前政
府在這方面犯了方向性的錯誤，那就是他們一廂情願
地製造人為的公平，在地價昂貴的地段建保障房，並
將保障房和私房的標準靠近，如赤柱居屋、紅灣半島
等，這樣一來，由於保障房和私人物業沒有明確的區
分，自然會衝擊私房的生意，造成地產界的混亂。再

說，這些高級保障房受惠者並不多，也造成了另一種
不公平，所以，保障房可以大力發展，但面積標準和
公共設施不妨降低，而且一定要建在較為偏僻的地
段，以示區別，這樣一來，由於建造成本降低，建築
單位可以增加，令更多人受惠。二來由於保障房和私
房有明確的區別，兩者涇渭分明，窮人住保障房，富
人購置私房，既不會對私人發展商造成無謂的衝擊，
也不會令買得起私房的人和窮人爭利。
雖然，這種做法可能會被人批評製造貧富階級對

立，但我們必須明白，建保障房的目的是解決居住問
題，並非要解決社會矛盾，況且，住保障房的人有朝
一日經濟好轉，也可以脫離保障房搬到私房去，若為
了害怕批評，不顧現實地提高保障房的標準，最後只

會高不成低不就，令窮人連最基本的蝸居也沒得住。
將六千元注入強積金，可說是不得人心的決定，照

政府解釋，不派錢的原因是恐怕引起通脹，其實，這
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只有三個，一是
派錢的手續遠較注資入強積金為複雜，有關人士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所以選擇了這個較為簡單的做法；二
是派錢有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有關人士沒有
承擔責任的勇氣；三是有關人士不了解民間疾苦，不
明白六千元對紓解民困所起的作用，所以才會寧願讓
香港人當涸轍之鮒，將這六千元注放到基金的汪洋大
海中。

「派錢」讓市民早日受惠

其實，「派錢」並非什麼新鮮事，澳門和新加坡政
府早就有例在先，只要有身份證，就可以分享到自己
應有的福利，結果皆大歡喜，人民也對政府感恩戴
德。
「派錢」，可說是收買民心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更

重要的一點是，「派錢」不可再作任何資產審查，而
要全民均霑，讓有錢人也得到點甜頭，日後他們納稅
也會納得較為甘心，這就是老子所說的「將欲取之，
必先與之」。一個和諧的社會，不但要照顧好窮人，
也要照顧好中產階級和公平對待富人，只要社會和
諧，和衷共濟，錢派出去了，將來又何愁收不回來
呢？
一份理智務實的財政預算，是不能光靠計算機計出

來的，其中更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及對市民的愛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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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
再次錄得龐大盈餘，財政儲備更上
一層樓。可惜不論基層、年輕人和
中產人士都再一次失望。筆者認為

政府應該按社會上的短期和長期的需要制訂預算案，而
不是小修小補。
預算案最不足的地方就是房屋問題沒有處理好。政府

沒有提出有效的建議穩定樓市，樓價繼續大幅上升。中
產人士和年輕人就算辛勤工作，但仍然是置業無望。財
政司司長宣讀預算案時，為回應輿論壓力就稱估計未來
有3至4萬個單位供應。筆者認為司長的估計不準確。因
為在本年度供興建住宅單位的土地大部分沒有被勾出，
如果情況持續，估計下年度住宅單位供應只有1萬多個。
筆者認為政府在這方面「完全不合格」。
另一方面預算案沒有㠥手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對照顧

長者沒有長遠政策承擔責任。政府動用240億元為每個強
積金戶口注資6,000元的建議，對於無公屋、無綜援和無
強積金的「三無人士」和其他弱勢社群更完全沒有幫
助。但如果交通津貼能實行容許以個人或家庭方式申請
的雙軌制，動用的資金估計不超過10億元，卻可以使更
多人受惠。
政府又忽略了婦女對社會的貢獻。不少在家中相夫

教子的家庭主婦，她們每天在家裡默默耕耘，同樣為
香港繁榮安定努力。在現行制度下她們沒有受僱，自
然沒有強積金戶口。注資強積金戶口和交通津貼的建
議不能照顧她們的需要。
政府亦同時忽略了社會長期的需要。教育對改善貧窮

問題和加強社會流動方面扮演㠥重要角色，政府不肯投
放多點資源在教育，不能協助家長應付子女教育需要。
同樣是特別行政區的澳門已實行15年免費教育。不過本
年度預算案沒有回應資助幼稚園教育和15年免費教育的
訴求。
為了紓緩交通擠塞的問題，政府建議透過提高私家車

首次登記稅來控制私家車數量增長。可是交通擠塞其中
一個主要原因是3條過海隧道收費有明顯差距，導致交通
不能有效分流而造成擠塞。如果政府不回購3條過海隧
道，交通擠塞問題恐怕難以解決。
筆者認為政府應該誠懇和認真地聽取各方意見，並且

以決心管好香港的態度，把預算案去蕪存菁，回應市民
訴求和解決短期及長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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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已經過去了64年，台灣社會仍在
高調紀念。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出於不同的政治目
的，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總會去闡發「二二八事件」
的微言大義。「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回歸祖國後，
政府當局與台灣同胞間的一次大衝突。死者不能復
生。對於這個歷史悲劇，我們不但要深切懷念死難
的同胞，更要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避免類似「二二
八事件」的悲劇重新在兩岸同胞間上演。
為何台灣光復不久，即發生了兄弟相殘的「二二

八事件」，解釋很多，有學者指出是國民黨官僚貪
污腐敗，有學者指出是統治者壓迫被統治者，有學
者指出是外省人欺壓本省人，有學者指出是兩岸不
同的文化造成的，等等。這些解釋都有其合理性，
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的某個面向。

文化差異造成誤解仇恨

日據台灣50年，台灣走上了與大陸不同的發展道
路，經濟有一定的成長，開始工業化，民眾過上了
初步現代化的生活。反之，中國大陸戰亂不斷，民
不聊生。整體上看，除了上海地區及少數通商口岸
外，台灣比中國大陸早發展了50年。在文化認同、
生活習慣等方面，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差異非常
大，50年後，兩岸同胞相遇，種種不適應症狀暴露
無遺，使得衝突不可避免。
以語言為例，台灣人普遍講日語，陳儀到台灣

後，本想用4年時間來推行國語，難以行得通，便
採取強制措施，要在1年內推行國語，使台灣幾十
萬專業人士一夜間淪為文盲或半文盲。此舉對醫生
影響不大，卻致日語教師、律師等失去飯碗。這些
人群起抗爭。「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軍隊
赴台鎮壓民眾，濫殺無辜。探究其中具體案例的原
因，不是國民黨士兵對台灣人有什麼仇恨，而是戒
嚴時期，在一些特定區域，禁止行人通行，士兵喊
口令，而一些台灣人聽不懂國語，非要前行，士兵
只得開槍。因語言不通造成的誤解、隔閡，甚至仇

恨，俯拾皆是。
對「二二八事件」的成因，國民黨高層做過反

思，深感兩岸文化的巨大差異，準備招大批大陸人
到台灣工作、教學，送台灣青年到大陸上學、工
作，加強兩岸的文化交流。由於兩岸的再次分離，
這個計劃沒有能夠實施。

台灣族群隔閡已逐漸化解

1949年1月，大陸新聞記者張冰赴台，在台灣生
活近百日。他注意到雙方之間的語言障礙，「日文
已不再使用，到處提倡㠥國語運動，以謀代替日文
日語，但因進行方法不善，成績太差，最後依然故
我，你講你的，我講我的，彼此莫名其妙。」近
200萬大陸軍公教人員遷台，解決了國語運動的師
資，提供了國語語言環境。1960年，一位大陸籍的
小學生在台北某小學上學時發現，台籍老師上課時
講半生不熟的國語，下課時，幾位台籍老師在一
起，仍然是講流利的日語，「你講你的，我講我的」
仍沒有完全改觀。
經過約60年的相互融合，台灣的本省人與外省人

基本形成了新台灣人，只要不碰選舉，這兩個族群
大致可以相安無事，彼此間的隔閡在逐漸化解中。
2008年5月以來，兩岸大交流的局面已經初步形

成，主要體現在直接「三通」和經貿交流的層面
上。2010年，大陸旅客赴台人數達163萬人次，較
2009年同期成長68%，其中觀光人數達117萬人次，
較2009年同期成長98%。自2008年7月開放大陸民眾
直接赴台觀光，截至2010年12月底為止，大陸旅客
赴台觀光人數達182萬人次，粗估已為台灣觀光相
關產業創造超過新台幣910億元的收益與商機。20
多年來，兩岸經濟上的融合並沒有導向兩岸共同的
國家認同，某種程度上兩岸在政治認知上的差異在
擴大。
60年的敵對、爭執，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語言上

沒有多大障礙，可以相互交流，中國大陸和中國台

灣卻是兩個不同的異質社會。兩岸社會制度不同，
台灣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奉行自由經濟；中國大陸
則是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奉行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在經濟發展階段上，台灣已經進入後工
業社會，服務業佔主導地位，人民的生活水平較
高，文明素養也較高；中國大陸的北京、上海、深
圳等發達城市已進入後工業社會，而廣大的中西部
地區仍處於工業化的早期或中期階段，仍需要資本
的原始積累，因徵地、拆遷引發的社會衝突層出不
窮。在政治體制上，台灣是地方自治，民眾直選領
導人，議會主導立法，民眾有組黨、集會、言論、
出版自由等權利，正在建設市民社會；中國大陸是
中央集權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
度，地方服從中央，市民社會尚在初步發育中，民
眾尚不能組黨。

兩岸加強文化交流具迫切性

這兩個不同的社會，同屬於中華民族，中華文
化佔主導地位，但兩岸民眾在國家認同、歷史記
憶、文化認同、價值觀方面，既有共同的一面，
也存在㠥巨大差異。在政治議題難以提上㟜面的
情況下，兩岸有識之士都體認到現階段加強兩岸
文化交流的迫切性。
陸客、陸生、陸商相繼赴台，大陸民眾得以進入

台灣島內，並長期生活、居住，規模正接近1949年
大陸民眾遷台，大陸民眾與台灣民眾的大交流局面
已經初步形成。在交流過程中，兩岸同質性的文化
可以引起共鳴，異質性的文化卻會發生碰撞，爭執
甚至衝突此伏彼起。雙方應坦誠相待，彼此寬容，
尊重差異，求同存異，擴大共同的認知，避免挑起
爭執，擱置爭議，不急不躁，行穩致遠，逐漸形塑
共同的歷史記憶、文化認同，加強兩岸文化精神層
面的溝通交流，夯實兩岸和平發展的文化根基，使
這種給兩岸人民帶來實實在在利益的和平雙贏局面
不可扭轉。

■「派錢」並非什麼新鮮事，澳門政府早就有例在
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