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相關決議
後，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19日開始對利比亞發起名為「奧德賽
黎明」的軍事行動，使利比亞戰局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

北約的空中絞殺戰將持續下去

美英法聯軍前些日子集中打擊利比亞防空系統，北約接手軍事
指揮權後，現在開始集中力量空襲利比亞地面部隊的機械化部
隊、炮兵、機動化導彈發射裝置及通訊設施。儲油罐和運油車也
是北約空軍的打擊重點，在北約看來，摧毀了利比亞政府軍的油
料補給，卡扎菲的機械化部隊就會癱瘓。3月28日英法領導人呼
籲卡扎菲本人盡快下台，以便使利比亞反對派領袖能夠盡快啟動
利比亞向民主和法制轉型的過程，在此背景下，北約的空中絞殺
戰將持續下去。
3月23日，利比亞反對派宣佈在班加西成立過渡政府，並任命

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吉布利勒為過渡政府總理，為組建新的政府
做準備。反對派宣稱，新的政府將致力於建設一個沒有卡扎菲
的、統一的利比亞。反對派表示正「奮力解放」利比亞西部地
區，包括的黎波里，以保持國家統一。但反政府武裝主要是一些
散兵游勇，裝備、訓練很差，沒有統一的建制，後勤補給跟不
上，在城市爭奪戰中難以佔上風。
面對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國會的反對聲音和公眾反戰情緒，

美國民主黨政府不想受利比亞戰爭拖累而在下次大選中失去選
民，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表示，如果空中打擊不能迫使卡扎
菲離開權力，地面進攻仍不在考慮之列。這就說明，美軍在尋求
從阿富汗脫身之際，不想再陷入另一場地面戰爭。

美國將扶植利比亞反政府武裝

因此，美國並未向利比亞沿海派遣航空母艦而是派去了兩棲戰
鬥群。美國出手的重要招數是利用美國的主要軍援對象埃及為基地，訓練利比亞反政
府武裝，使他們成為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隊伍，扶植利比亞反政府武裝向西部進
軍，從而達到逐步推翻卡扎菲政權的目的。在美國看來，這樣可實現「衝突本地
化」，同時也能避免美軍直接參戰可能帶來的傷亡。
除此之外，美國也有讓英國在利比亞地面作戰打頭陣的意圖。英國特種兵利用大批

僑民撤離利比亞東部之機，悄然進入班加西，幫助反對派訓練隊伍，熟悉從利比亞政
府軍繳獲的武器，並提供情報指揮方面的協助。

北約可能開展有限度的地面戰

北約對利比亞的空襲面臨非洲聯盟、阿拉伯國家聯盟和國際輿論的壓力，英國爆發
了50萬人參加的反戰遊行，在這種情況下，北約在利比亞的地面作戰不會全面展開，
而有可能利用法國在地中海的航空母艦、美國在地中海的兩棲攻擊艦艦載直升機，運
送海軍陸戰隊或海豹突擊隊到利比亞定點作戰，完成作戰任務後立即從空中撤出。
北約軍隊利用海空優勢，摧毀了一些卡扎菲政府軍的軍事設施和裝備，卡扎菲的空

軍已喪失戰鬥力，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低估了卡扎菲的生存能力，利比亞最大的部
族近日表示支持卡扎菲，卡達法和麥格拉這兩個部族仍效忠卡扎菲，卡扎菲所在的卡
達法部落為政府軍特種部隊提供兵源，儘管面臨北約的空中打擊，卡扎菲的情報系統
和安全力量仍較強大，通過招收志願者，卡扎菲近來增強了兵力。卡扎菲政權已在的
黎波里向支持者發放武器，通過給政府軍控制地區每戶按月發放津貼500第納爾，卡
扎菲又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地盤。卡扎菲還有上百噸黃金，為利比亞政府軍堅持常規
戰準備了物質基礎。

利比亞將陷入拉鋸戰

卡扎菲光精銳部隊就達上萬人，卡扎菲家族掌管 利比亞軍政大權，並控制了大量
武器裝備，儘管反政府武裝攻下艾季達比耶和石油重鎮卜雷加，但反政府武裝還難以
對首都的黎波里和塞卜哈等地構成威脅。卡扎菲在戰場上比較靈活機動，通過戰略收
縮撤離一些要地，縮短了戰線，卡扎菲想利用東西分治的局面，使北約空襲停止下
來，避免北約地面部隊開進來；北約既想摧毀卡扎菲的戰鬥力，又想避免陷入利比亞
戰爭泥潭，在此背景下，利比亞政府軍與北約掩護的反政府武裝的拉鋸戰還會持續一
個時期。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10年已經開始，中國的改革
又站在一個十字路口。對於民富和國富的討論，主
要還是集中於改革的手段。在改革的大方向上，其
實朝野都有一個共識，即必須繼續深化改革。中國
全面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已釐清，目前最大限度凝聚
改革共識便成為緊要之事。歷史說明，一個國家的
改革成功，務必有全民共識作為前提，共識的強烈
度與成功的可能性成正比。中國往昔改革的成功就
是得益於此。

改革需要凝聚新共識

一般認為，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對改革有 廣
泛共識的年代，當時的改革既導源於現實危機，
也有邁向新社會的全民理想作基礎。及至上世紀
90年代，帶有浪漫色彩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方
式，已經出現了一邊坐大蛋糕、一邊瓜分蛋糕的
現象，權力尋租日益嚴重，部分人成為改革代價
的承擔者。少數群體的權利和利益的犧牲在當時
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種必然、必須的代價，是一種
過渡中的暫時現象，用學者們的話說，是改革過
程中的「陣痛」。
中共十八大前，反思改革及凝聚改革新共識的討

論尤為熱烈。內地知名財經專家吳曉波發表《改革
共識的七個誤區》一文，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討
論。
吳曉波認為，今天對改革的反思，並非否認之前

走過的歷程，而是表明中國在不斷進步。吳曉波提
出，當前至少有七個「改革共識」需要重新修正。
分別是：強國共識、「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 石頭
過河」、「發展是硬道理」、沿海優先發展戰略，以
及國有資本必須在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中佔主導
地位等。

近日出版的《半月談》雜誌也承認說，「進入新
世紀以來，改革遭遇了某種『瓶頸』，一股懷疑、
動搖乃至否定改革的情緒有所蔓延。」這份具有官
方背景的雜誌發表文章說，「改革在認知上的這種
分歧以及實踐中的膠 ，恰恰反映了中國改革大業
的艱巨和複雜。實際上，剖析改革進程中引發人們
疑慮的種種困難和問題，它們並非改革本身造成
的，相反，正是改革不夠徹底或者出現偏差所
致。」

改革站在新十字路口

不改革的中國沒有出路，如何改革，目前內地主
流意見中有幾點主張。
首先，必須改變扭曲的利益分配機制。國家級權

威雜誌《半月談》文章《十二五如何最大限度凝聚
改革共識》指出，「利益集團化、利益部門化、利
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頑疾。」「權力與資本聯
手形成的利益集團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讓不少
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許多改革政策變形，權錢交易
的手段花樣不斷翻新，腐敗斂財的環節鏈條不斷拉
長。加快社會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
革，已是當務之急。」
當前中國的改革雖然比以往少了意識形態的羈

絆，但卻必須直面更為頑固的利益糾葛。中共中央
黨校教授辛鳴曾形容說：「抽象的政治只會把你打
翻在地，現實的利益卻會與你玩命。」
改革的難度前所未有，主要是利益關係的問題比

以往任何時期都要複雜，這就更需要高層次的統籌
協調。不過在當前特殊利益集團已經坐大的情況
下，對利益分配機制的調整可謂知易行難。
由現實來看，在政治體制改革較為敏感的情況

下，行政改革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有評論認為，校
正政府職能的越位、缺位和錯位，使政府切實轉變

為更多提供良好法治環境、基本服務和保障的公共
政府，是當下改革攻堅的重中之重。

民生改革與民主改革

近年以來，中央政府十分重視民生，今年「兩會」
期間，更作出許多承諾，希望使普通民眾在國民經
濟這塊大蛋糕中享有合理的份額。此前一些久懸不
決的民生事項都被密集部署落實，例如提高個稅起
徵點、使國民收入與GDP增幅同步、加大保障房建
設力度等。
搞好民生，對鞏固民心、凝聚改革共識具有重要

意義。不過單靠政府的好意是否就能徹底解決民生
問題，不少學者持保留態度。過去認為只要把蛋糕
做大，一切社會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事實證明不
然。如今分好蛋糕固然重要，但為民眾提供爭取更
好生存的制度環境更加重要。因為「施予」終究不
是常態，建立好的制度才是根本保障。而好的制
度，一要有民主，二要有法治。
深入推進改革，必須堅持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

化、法治化的改革大方向，這一點不容搖擺。如果
改革精神被誤讀，就會產生「以民生代替民主」的
誤區。這一點，內地有許多學者都進行過論述。
中共智囊、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曾專門撰文

對民主與民生的關係進行分析。俞可平認為，中共
十七大既突出強調民生，把改善民生作為各級政府
的第一要務；又高度重視民主，把人民民主視作社
會主義的生命。改善民生與發展民主是富民和強國
的兩翼，二者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為促進的關
係。既不能將這兩者割裂開來，更不能將它們對立
起來。以發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種錯誤的思
維。
中國曾有過篳路藍縷的艱辛，但仍克服萬難，創

造了舉世矚目的發展奇 。這說明中國有足夠的改
革智慧，不會在新的嘗試和困難面前停滯不前。即
便發生了一些社會矛盾，甚至出現了一些負面情
緒，但應該看到，許多基本價值仍然存在並受到尊
重，而這其實就是凝聚改革新共識的基礎。

（原載鏡報月刊2011年4月號，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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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後」宜反思自勵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理事長

從保障基層勞工權益看「飯鐘錢」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會副會長

利
比
亞
局
勢
發
展
分
析

汪
　
巍

中
國
國
際
問
題
研
究
所

中國尋求改革新共識
稼　韌

3月28日奧巴馬發表全國講話稱，美國不能通過尋

求武力推翻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而付出與伊拉克戰爭

一樣的代價。英法兩國認為，利比亞應該成立全國臨

時過渡委員會，開展政治對話，進行憲政改革，籌備

大選。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利比亞停戰之後，利比

亞政府與反政府武裝可能會達成權力分享協議，從而

為國家政權的平穩過渡做出新的安排。

法定最低工資還有一個月時間才開始實施。但在「臨門」一腳之時，
卻引生「飯鐘錢」的爭拗問題。令整個最低工資實施頓然發生許多預想
不到的變數。若在未來一個月時間還未得到勞資雙方的合理妥協，隨時
令到最低工資再生變數，或者令勞方的法定權益大受影響。
從爭取設立最低工資法例的原意來說，就是有效保障基層僱員得到應

有的法定權益。無論從月薪、時薪、長工、臨時工、全職或兼職都能保
障得到高於原有的薪酬。例如一個每月只有6,500元的保安或清潔工來
說，若最低工資實施之後，他的月薪當然不能低於6,500元，只能增加不
能減少。若不就達不到時薪28元的法定水平。日薪也是如是。對於臨時
工及兼職來說，就以工時乘28元計算，這是最基本的計算方法。
但問題是月薪或是長工全職的一個小時的食飯時間，以及有薪例假，

應不應計算在內。以目前許多公司、行業來說，雖不劃一，但仍有大多
數公司行業還是計算在內的。而國際勞工法例的計算方法，也包括每星
期有一天例假作為固定有薪假期計算。不會在月薪薪酬另外扣除每個月
享有的四天假期的薪金。
日前僱主聯會提出要扣除每天一個小時的食飯時間工錢，似乎有違

國際勞工條例和香港固有的長工月薪的計算方法傳統。以此來減低他
們的成本「損失」。究竟有沒有違反香港勞工條例，不得而知。因為勞
工條例沒有明文規定列載。若爭拗起來，真是有排拗。真的要看僱主
良心。
若因為實施最低時薪而受到僱主扣除例假的時薪的話，以一個現職

6,500元的僱員來說，每周工時54小時，乘28元，每月可得6,700元左右，
得到實惠300元。反之，若扣除每日一個小時飯鐘錢，每周只有48個小
時，乘28元，實質只有6,200元左右，比原有月薪少了300元。這不包括
年假病假的扣薪在內。因此，若僱主實行扣「飯鐘錢」的話，就令這階
層的低薪員工每月減少300元收入。因加而減，得不償失。大有黃台之
瓜不堪再摘之感，雪上加霜也。
勞方階層提出要只加不減，目的就是使這個低收入基層勞工的權益得

到保障，不能少於最低工資立法之前的收入。否則，這個最低工資的立
法就毫無意義可言。從這個角度來說，僱主是不是考慮撤除對低薪員工
扣「飯鐘錢」的做法，履行最低工資條例的責任，作為良心僱主的一種
體現。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3月26日在香港青年協會領袖論壇上，發表了題為
《「十二五」：國家發展與青年責任》的演講。他以利比亞的內亂為例，
強調「沒有國家的尊嚴，就沒有個人的尊嚴」，寄言港青要珍惜今天國
家的大好歷史機遇，志向高遠，明白自己的社會責任，做一個有愛心、
有修養、有本領、有承擔青年。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日前接受報刊專訪也
寄語青年人若能與國家的「十二五」偉大宏圖聯繫起來並投身、參與進
去，就一定能實現自己的期盼和理想。
當然，對「八十後」青年而言，要投身、參與還必須不斷克服自身的

缺點，即更早前唐司長的一番講話，盼青年們能理性對待不同意見，並
能妥協從事，不可剛愎自用。有人聽後暴跳如雷，說是對青年人的「挑
釁」。古希臘哲人馬克．奧勒留斯曰：「為情緒所左右，並非男子氣
概。石投入深潭，不會使水渾濁；受到侮辱立刻發怒，不是大河巨川，

只是一灘淺水」。只是聽「剛愎自用」四字就發怒？不是一灘淺水嗎？

理性妥協成功之道

若以「八十後」算之，今年也30過矣。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三十而立」。就是說，十四五歲正是立志讀書學習時候，到了30歲就是
建功立業、也是人生成熟的階段了。以創業而論，要經商，要有所作
為，自己首先就必須理性。創業、經商的理性，指的是冷靜地思考，掂
量自己的能力、物力、財力，看看有哪一項適合自己的條件。若好高騖
遠、脫離實際，願望再好、計劃再大也不會成功，這就是理性。創業、
經商要與人合作，或合股、或代理、或經銷、或來貨要有商有量，利益
均霑才能成功，這就需要妥協。不妥協，就注定你一輩子創業、經商會
落敗，道理淺顯又易懂。
如果你今年要從事政治活動吃政治飯，則理性更是前提，妥協又是核

心。理性，指的是人們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比較、權衡的分析和推理得出
正確的判斷和結論，按美國民主理論家卡爾．柯恩教授在《民主概論》
所指：「理性一直被視為人的特徵，以區別人與低級動物」。康德的哲
學認為「理性在感性之上」；黑格爾指「理性是思維的高級階段」。民
主政治與不理性的盲動、衝動、暴戾完全無緣。如果有人想通過不理性
行為達到自己的目的，那只有訴諸武力和戰爭而兩敗俱傷。而理性從事
的結果是妥協。正如柯恩教授所言：「權衡各方的爭論，從而形成政
策，制定法律的過程便是妥協。妥協是民主的核心」。若年屆三十對這
點仍然不懂，就無異於「低級動物」，不配參政議政的民主政治活動。

剛愎自用失敗禍根

「八十後」青年勿剛愎自用，是一聲警鐘。《史記．秦始皇本紀》
曰：「始皇為人，剛戾自用，起諸侯，併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
及己」，為秦始皇短暫滅亡下了最恰切注腳。人太剛硬不好。漢．楊雄
《法言．先知》曰：「甄陶（化育）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臬瓦（乾
裂），柔則壞」。故荀子也指「剛自取折，柔自取束」。一個人剛愎自
用，一定會折斷自己的人生和事業、前途；但優柔寡斷，又會束縛自己
而畏首畏尾不能施展才幹和抱負。故最好是剛柔並濟，陰陽協調，軟硬
兼顧；故「和」字最好，和而不同，和氣致祥，和平共處，30歲左右的
人應識做了。剛愎自用是事業、愛情、政治、前途失敗的禍根。

整個世界的希望都與中國的崛起息息相關；今日的香港前途已與祖國的興旺血肉相連，「八十後」青年的前途又豈能

離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自行其是？現在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時候了。故彭清華主任的講話和唐司長提醒

「不可剛愎自用」是告誡，是語重心長。青年人宜咀嚼反思而自勵才有希望。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強調，香港的年輕人要珍惜國家，珍惜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