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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立法會議員要求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特
別是李卓人議員，全民退休保障更是他提出的三
面紅旗之一。

獅子山學會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智庫組織，為保障
香港未來下一代青年人前途，堅決反對設立全民退
休保障。

其實全民退休保障在香港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
早於1974年，鍾士元博士已經提議，不過當時的名
字是「中央公積金」，而非今天「全民退休保障」

這一個美麗但充滿謊言的名字。筆者喜歡「中央公
積金」一詞，最少它可以提醒市民「供款」這一個
重要概念；今天換成「全民退休保障」，驟眼看起
來就好像香港政府可以全力負擔，而市民可不動分
文，完成這一個「神聖」的任務。

設立中央公積金的議題，在1990年代於當時的立
法局引起了激烈的辯論，最後當然沒有成事。而當
年的反對聲音當中，多數都是擔心中央公積金將為
香港政府未來帶來沉重負擔，將引發破產危機，或

是供款金額大增的風險。歷史證明了他們的真知灼
見，當年的議員確有先見之明。

2008年金融海嘯引發的歐債危機實在地證明，中
央公積金制度將為香港政府帶來不可負擔的赤字。
當年香港政府力排眾議，堅決反對設立中央公積
金，為香港人避了災難性的一劫。今天香港兜兜轉
轉又回到這一個議題，實屬不智。全民退休保障所
帶來的稅項，將落在香港每一名打工仔的肩頭上，
結果只得一個：「人口未老化，經濟先老化」。

難道當年極力支持中央公積金的眾多議員的立場
仍跟當年一樣，完全忽略了這十數年的事實和教
訓？獅子山學會希望香港政府能站起來，證明自己
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再一次抵抗一班為求選票，
不惜犧牲香港市民長遠利益的政客的無理要求。獅
子山學會定必全力支援。

美國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時，高調聲稱是為了「幫助」他
們「建立」民主、繁榮的國家。10年過去，兩國見不到繁
榮，而今又緊鑼密鼓地「幫助」其它中東國家建立「民
主」。但只要仔細留意，就可以發現美國向各國輸送「民主」
的「尺寸」卻大不一樣。對曾經為美國付出巨大貢獻的埃
及、突尼斯，美國用高壓手段強迫就範；對利比亞則採用赤
裸裸的「戰斧民主」；對沙特、科威特實施的，則是與白宮
長期鼓吹完全不同的專制「民主」。美國向中東灌輸的是典
型的「畸形民主」。

源自突尼斯的中東、北非動亂已經像「超級沙士」一樣，
快速傳染到中東、北非大地，該地區大部分國家都面臨反政
府示威乃至武裝行動。由於該地區的大部分國家都擁有令美
國覬覦的肥肉—石油，於是分別被美國贈與不同「尺寸」
的「山姆大叔式民主」。凡是白宮看不順眼的，民主也是不
民主，於是軟硬兼施，要他們「順應」潮流，答應反對派的
要求；凡是白宮看得順眼的，專制也是民主，可免於被抨
擊，還得到軍事援助，可以放心對反對派採取鎮壓手段。顯
示美國聲稱的民主是十全十美的假貨。

支持沙特鎮壓反對派

中東反政府浪潮蔓延四周後，沙特很快出現反政府的全
國性示威，反對派要求政府實行民主改革。由於美國在沙
特擁有巨大利益，暗中對沙特實施另類民主政策。在華盛
頓老闆的撐腰下，沙特政府態度強硬，對上街要求民主改
革的民眾，實施最殘酷的開槍鎮壓的辦法，造成大量傷
亡。

按照西方的標準，沙特是最不民主的國家之一，長期實行
君主體制，由各酋長實行部落家族統治。沙特王族擁有整個
國家，王族的成員按月拿高額生活費，被稱為「沙漠民
主」。沙特政府為了維護高壓統治，去年與華盛頓達成一筆
價值600億美元的軍火銷售，包括84架新型的F-15戰鬥機和
100架阿帕奇和黑鷹直升機。沙特政府用這些武器來對付反

對派，美國並沒有建議聯合國設立「禁飛區」，也沒有指責
鎮壓反對派不民主。

沙特盛產石油，戰略位置重要，該國政府利用石油資源，
從俄羅斯和美國購入大批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是俄、美兩
國競爭的軍火大客商。2007年2月，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普京
訪問沙特，就達成包括150架直升機、150輛坦克，以及大批
裝甲車等巨額軍火貿易。為了穩定沙特這塊大肥肉，美國政
府積極地與沙特發展特別軍事關係。儘管沙特在美國公眾中
的形象差，是腐敗、腐朽、專制的代名詞，國會山議員也曾
經批評沙特的人權紀錄，但由於沙特向華盛頓輸送了龐大的
利益，專制也就變成了民主。

埃及變成山姆犧牲品

埃及總統曾經是美國的重要盟友，為華盛頓立下汗馬功
勞。埃及出現反政府示威後，美國翻臉不顧舊情，連續向昔
日老友施加壓力，要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美國副總統拜
登甚至在關鍵時刻，迫不及待地要穆巴拉克「迅速、馬上、
現在」實施權力「有序過渡」，將白宮的意願強加在「長期
和美國保持最友好關係」的昔日盟友埃及。白宮多次高壓

「要求」埃及立即廢除緊急狀態法，暗中大力支持反對派，
顯示美國送給埃及的民主，是赤裸裸地要老盟友為了美國利
益立即下台的「山姆大叔」式民主。

中東位於歐亞大陸的要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又蘊藏佔
全球石油儲量70%的石油資源，美國的石油消費量則佔世界
日消耗量的四分之一，石油利益就成為美國在中東諸多利益
的核心。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曾經說，石油是重要的「戰略因
素」，是「美國的根本利益」。正因為如此，中東總是無法太
平，美國曾經鼓動伊拉克和伊朗進行長達8年的大戰；隨後
又將「民主和繁榮」送與伊拉克；白宮還計劃控制伊朗。面
對如此複雜的利益關係，華盛頓送給中東的也只能是「畸形
民主」了。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日前表示，我國將採取促進競爭、完善物流體系、轉變和創新零售模
式、減輕零售企業負擔等措施，解決部分國際品牌奢侈品在我國銷售價高於海外價的問
題。

怪現狀由來已久

眾所周知，中國遊客海外購物血拼多年來一直是一道靚麗的「國際風景線」：血拼對象
其實不僅僅是國際品牌奢侈品，更蔓延到包括奶粉、服裝、鞋類等日用品；不僅僅是海外
原產地商品，更包括許多「Made in China」的出口產品；血拼地點不僅僅是美國、歐洲、
日本等發達國家，近年來甚至延伸到包括東南亞、非洲、拉美等並不發達的區域；血拼手
段從被限制前的大包小包，發展到海關5000元關稅新政後以拆包裝、戴身上等方式「裸裝」
闖關；血拼金額則從一般遊客的幾千上萬元，發展到有錢人幾萬幾十萬的沿街「掃貨」⋯
⋯

一方面，GDP、財政收入長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物價和收入相比的相對物價居高不
下。一方面，無論是知名品牌奢侈品，還是一般日用商品，海外的相對物價卻多數都比中
國要低，血拼購物的中國人遍佈全球，中國人成為知名品牌奢侈品甚至所有商品的「知名
買家」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廉價的中國商品更是早已
遍佈全球，中國成為廉價商品的「世界工廠」，也無疑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為何出現這種「高增長高物價」、「世界工廠海外血拼」的怪現狀？即使沒什麼經濟學知
識的人，也能略知一二：我們有錢了；我們的錢更值錢了。可是世界工廠的人們在國內辛
苦勞作，然後瘋狂出國購物血拼，層出不窮的海關限制仍舊阻擋不了對海外商品兩眼放光
的饕餮客，僅僅是兩句「我們有錢了」、「我們的錢更值錢了」所能解釋得了的嗎？

政府盡責最重要

稍稍結合一下經濟學等專業知識，可以刪繁就簡地用下面的話對此予以解釋：苛捐雜稅
多如牛毛（中國稅收佔消費品價格的比重竟然高達64%）、物流費用居高不下（物流成本佔
GDP比重接近20%，美國只有3%多一點）、流通環節層層盤剝（商品從生產者最終到達消費
者手中至少要經過七八道甚至更多的環節）、出口退稅有利可圖（低工資生產的出口商品有
退稅這一利潤保障，自然可以低價甚至虧本出售）。此外，通脹預期揮之不去、企業壟斷抑
制競爭、地方保護分隔市場等因素也同樣是幕後黑手。將上述原因再加以簡化，其實就是
四個字：「失衡」即出口和內需之間、投資和消費之間乃至國強和民富之間均程度不一地
失衡；「失序」即國內無論是要素市場還是消費市場都遠未達到透明、公正、開放、有序
的市場經濟基本要求。

更進一步簡化，上述成因最後都指向一個主體——政府。政府唯有切實簡化稅制降低稅
負，有效減輕物流費用，逐步停止出口獎勵政策，有力打擊壟斷和地方保護，在讓經濟重
歸平衡的基礎上強化政府的市場監管責任，方能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時有效阻遏通脹，讓
世界工廠價廉物美的商品不僅惠及海外，更讓國內民眾喜歡得上、購買得起。陳德銘部長
所言的前述措施，正是體現並落實這些政府責任的開始。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白宮向中東灌輸「畸形民主」

張
智
新

讓
世
界
工
廠
不
再
海
外
血
拼

西方國家的軍事機器已經開動，對手又是令許多國家十分厭惡的卡扎菲政權，而且戰爭進程關係到西方國家的多重戰略利益，他

們不達目的是絕對不可能罷手的。但是，這場戰爭如此缺少國際法理基礎，目的又如此狹隘自私，而且不斷造成無辜平民傷亡，不

可避免地會激起利比亞人民乃至阿拉伯世界的強烈反抗。為了利比亞人民免遭生靈塗炭，為了阿拉伯地區保持和平穩定，西方國家

必須盡快回到聯合國決議的精神上來，盡快停止這種違背人道主義的暴力行為，這樣做也符合西方國家的長遠利益。

部分西方國家襲利比亞絕非正義之舉
上周聯合國安理會以10票

贊成、5票棄權通過了1973
號決議，批准在利比亞建立
禁飛區；不出所料，法國總

統薩科齊就將之當作對利比亞動武的許可，匆忙在
巴黎召集一個利比亞問題峰會，會議還沒有結束，
薩科齊就宣佈法國軍機已經在出發前往利比亞轟炸
的途中，於是法國主導的利比亞戰爭揭開了序幕。

薩科齊要保住權力

法國牽頭從空中攻擊利比亞，自然是總統薩科齊
出於國內外多種因素的考慮。首先還是為了競選連
任。日前法國連續舉行的民調，極右翼的國民陣線
領導人瑪麗勒龐都超過薩科齊，這對薩科齊構成極
大的壓力，而國民陣線的特色是反移民、反伊斯
蘭，薩科齊於是拿卡扎菲這個伊斯蘭和阿拉伯世界
的另類領導人開刀，力圖壓下瑪麗勒龐的氣勢，爭
取選民。這是最主要的考慮。

其實薩科齊還有滅口之嫌。卡扎菲之子曾經透
露，薩科齊在07年的總統當選中，獲得了利比亞大
筆經費補助，而薩科齊當選後對卡扎菲投桃報李，
邀請卡扎菲訪問巴黎，則是當時重要的國際新聞，
因為其他西方國家都抵制卡扎菲。

卡扎菲的敵人和朋友

卡扎菲確實是廣受爭議的人物，不僅在西方國
家，在阿拉伯世界他也樹敵不少，所以有阿拉伯國
家如卡塔爾也加入了西方聯軍。反卡扎菲的還有伊
朗和基地組織這些和西方世界對立的國家和組織。
不過在法國、英國空軍攻擊利比亞之後，伊朗並沒
有歡呼這一行動，而是持批判態度，畢竟伊朗看到
的是日後西方完全可能用同樣的方法對付自己，而
且以色列一定會是攻擊伊朗的急先鋒；但以色列這
次卻沒有加入聯軍，猶太人國家不想趟這個渾水。
基地組織則保持沉默，因為利比亞一旦被西方控
制，肯定不利於基地組織。

但是卡扎菲並非孤立無援。古巴、委內瑞拉及尼
加拉瓜等拉丁美洲國家，大部分非洲國家以及另外
一些伊斯蘭國家都支持卡扎菲。同樣耐人尋味的
是，不贊成1973號決議的五個國家，包括「金磚四
國」和德國，全是國際社會很有影響力的大國，雖
然「金磚四國」未必支持卡扎菲，卻也明確反對外

國以武力干涉利比亞內戰，更反對用軍事行動推翻卡扎菲政權。

美國無法第三次帶頭進攻

薩科齊和卡梅倫一馬當先，看上去氣勢洶洶，試圖塑造維護正義、保
護利比亞人民的形象。美國則縮在法英的後面。在伊拉克戰爭8周年之
際，美國的這一改變，顯然與美國先後發動了兩場針對伊斯蘭國家的戰
爭有關，儘管美國從來不願意強調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的宗教因
素，但是在一部分穆斯林看來，這恰巧證明了基地組織蠱惑人心、發動
反對異教徒的「聖戰」的必要性。有穆斯林背景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對此
的認識，肯定超過他的前任以及現在的英國、法國領導人，但奧巴馬肯
定不會公開談論這個因素，這會使他在美國和西方陷於孤立。

1956年英國、法國聯合以色列發動的蘇伊士運河戰爭，不應該被遺
忘。美國明智地沒有參加那場戰爭。現在的中東形勢是天下大亂。法國
為首的聯軍肯定不能單靠空襲擊敗卡扎菲，利比亞內戰雙方犬牙交錯，
空襲很可能傷及平民，這樣的消息一定引起伊斯蘭世界的憤怒，也一定
引發其他國家的反戰運動。薩科齊有沒有這個準備：在空襲無效的情況
下，組織一支西方國家聯軍（會包括少數阿拉伯國家的部隊）進佔利比
亞？這才是基地組織希望看到的戰爭，也是卡扎菲正在爭取的前景。正
如俄羅斯總理普京所指出的，這是新的中世紀十字軍。

十字軍只能帶來更多的衝突和混亂，而絕不可能給中東帶來和平、民
主與繁榮。愛麗舍宮和唐寧街10號都在享受對利比亞空襲帶來的快感，
對於新的十字軍東征帶來的危險還茫然不知，這才是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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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只能帶來更多的衝突和混亂，而

絕不可能給中東帶來和平、民主與繁榮。

愛麗舍宮和唐寧街10號都在享受對利比亞

空襲帶來的快感，對於新的十字軍東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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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越山 獅子山學會

美麗的謊言——全民退休保障

王海運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

北京時間20日0時45分，法國打頭陣、美英等多個西方國家參與，聯合對北
非小國利比亞發起了代號為「奧德賽黎明」的大規模空襲行動。迄22日，西方
多國部隊的戰機及其游弋在地中海的戰艦，對利比亞防空設施、裝甲車輛、指
揮樞紐以及卡扎菲官邸實施了多波次猛烈的空中突擊，發射了百餘枚巡航導
彈，不僅重創了利比亞的多處要害目標，而且造成了數百平民的傷亡。

部分西方國家發動利比亞戰爭，打出的旗號是履行國際責任、執行聯合國決
議、制止卡扎菲政權製造人道主義危機，然而不論從國際法理、真實目的還是
從可能後果看，都沒有任何國際正義可言。

空襲遠遠超出聯合國授權

首先，對利比亞的空襲行動遠遠超出了聯合國的授權。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關
於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1973號決議，目的是限制利比亞政府軍利用空中優勢
襲擊反對派民眾。從本質講，設立禁飛區僅僅是種「強制性維持和平行動」，
並未授權使用武力，更不允許採取進攻性行動。聯合國決議絕不是發動戰爭的
授權書，任何超越防禦需要的進攻性行動都是非法的，更不用說對民用目標實
施致命性攻擊。然而，西方國家對國際法卻熟視無睹。僅在第一波空襲中，就
摧毀了大批民用目標。這種行為無疑是對聯合國決議的肆意曲解，是無視聯合
國權威的傲慢之舉，完全缺乏正當性。

其次，發動對利比亞戰爭完全違背了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在國際關係中不得
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不得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是聯合國憲章明確規
定並且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贊同的國際法基本準則。而部分西方國家發動利比亞
戰爭，直接目的卻是要推翻卡扎菲政權、扶植反對派上台。這種行為不論表面
理由多麼「高尚」，本質上都是對主權國家內政的赤裸裸干涉，是對國際法基
本準則的粗暴踐踏。筆者絲毫不同情卡扎菲，更不贊同卡扎菲政權在對待民眾
和平示威中的所作所為（對反對派武裝分子的打擊另當別論）。但是強烈認
為，利比亞的問題只能由利比亞人民自己解決，不能允許外部勢力干預，尤其
不能允許武裝干涉。不然國際正義就會蕩然無存，世界就會陷入混亂甚至戰
亂。

軍事打擊利比亞只為石油利益

其三，對利比亞實施軍事打擊的目的是極為自私的。西方國家政要並不諱
言，發動這場戰爭就是要對利比亞進行所謂「民主改造」、在利比亞建立親西
方政權。因而這場戰爭自然而然地帶上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難怪俄羅斯總
理普京稱之為「新的十字軍東征」。法國歷來以世界「民主自由」的旗幟自
傲，在此問題上更是不能無所作為。法國由於率先承認反對派臨時政府而與卡
扎菲政權徹底撕破了臉皮，十分擔心在利的利益不保，因而不論是推動制裁還
是發動戰爭，法國都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法國在空襲利比亞行動中取代
美國，成為軍事干預的「發動機」，還有㠥視環地中海地區為其傳統勢力範
圍、「戰略後院」，自認對維護該地區秩序負有神聖使命的特殊背景。通過發
動對外戰爭拉抬日趨低迷的國內民意支持率，也是薩科齊政府的重要考慮。美
國在空襲利比亞問題上的戰略目的則是推進「大中東民主改造」，確保中東北
非政權不脫離美國設計的戰略軌道。但是，美國受到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
的牽制，國內面臨㠥一大堆難題，而且還要「照看」整個阿拉伯世界，不能兩

眼僅僅盯㠥利比亞，因而樂見法國「打頭陣」，既出錢又出力，自己僅做個
「後台老闆」。其他西方大國也都有多重利益考量，其中維護其在利比亞的石油
利益顯得格外緊要。利比亞是非洲儲藏第一、產量第三的石油資源國，每天
130萬桶的出口量絕大部分是供給歐洲國家的。這些國家不能眼看㠥自己的石
油利益受損。大量事實表明，儘管發動戰爭的表面理由冠冕堂皇，實則都是出
於一己之私，根本談不上任何國際正義。

其四，戰爭結果只能是造成更加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西方國家一再宣稱發
動這場戰爭完全是為了制止利比亞的人道主義災難，但是卻造成了新的人道主
義災難。戰爭的第一天就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空襲還在繼續，不可避免地
還會帶來更多的傷亡。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種以軍事介入扶植反對派政權的
做法，只會把利比亞推向一場無休無止的內戰，引發更加劇烈的武裝對抗，導
致更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對此，西方國家竟然毫無顧忌，這哪裡是「負責
任大國」應有的作為？

盡快停止違背人道主義的暴力行為

西方國家的軍事機器已經開動，對手又是令許多國家十分厭惡的卡扎菲政
權，而且戰爭進程關係到西方國家的多重戰略利益，他們不達目的是絕對不可
能罷手的。但是，這場戰爭如此缺少國際法理基礎，目的又如此狹隘自私，而
且不斷造成無辜平民傷亡，不可避免地會激起利比亞人民乃至阿拉伯世界的強
烈反抗。由於戰爭雙方的力量極不對稱，多國部隊完全有能力擊潰卡扎菲政
權。但是要想平息利比亞人民的反抗、建立穩定與秩序，希望卻相當渺茫。保
不住這些西方國家再次陷入伊拉克戰爭那樣的泥潭，甚至引起阿拉伯世界更大
規模的動盪。

為了利比亞人民免遭生靈塗炭，為了阿拉伯地區保持和平穩定，西方國家必
須盡快回到聯合國決議的精神上來，盡快停止這種違背人道主義的暴力行為，
這樣做也符合西方國家的長遠利益。

■法國戰機轟炸後，班加西外圍政府軍坦克基地被炸毀，軍人忙於處理陣亡
士兵。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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