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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將在5月1日勞動節那一天推行最低工資
制。現在，離5月1日還不到3個星期，就讓我們
看一看香港將推行的最低工資制所帶來的效果
是甚麼？

香港的最低工資訂為每小時28元港幣。現在，最低工資制仍未推行，勞
資雙方就開始了一場爭論，那就是，吃飯時間算不算工資？公眾假期、星
期日算不算工資？在香港，絕大部分的人是領月薪的，領月薪的人都把公
眾假期、星期日當成有薪假期，因為公眾假期多或少，他們的薪水不變。
香港法律的確沒有寫清楚工人是不是能享有有薪假期、享有吃飯時間也

可以領薪水的安排。
一直以來，香港是個自由市場，包括勞工市場，在自由市場的概念之

下，工資由市場決定，有薪假期、無薪假期、吃飯時間算不算工錢也由市
場決定。現在，最低工資立了法，如何執行？有薪假期還存在嗎？吃飯時
間有薪水嗎？誰來回答這個問題？香港特區政府決定不理，仍然讓市場來
決定。

最低工資立法並非一了百了

為甚麼不理，有兩個原因，一是難理，二是不想當壞人。
如果香港特區政府說人人都該享有吃飯時間的薪水，說人人都該享有公

眾假期、星期日、甚至星期六（有些企業是5天工作制）的有薪假期，勢必
引起另一些爭吵，吃飯時間該是1小時、2小時？有薪假期該算多少小時？
特別是那些5天工作制的企業，為了推5天工作制，每天工作時間長了，一
般都超過8小時。那麼，星期日、星期六是不是該付9小時、10小時的工
資？一些輪班工作的人，1天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有薪假期是不是該長達
12小時？
實際上，一般歐美國家如果是領時薪的話，是沒有有薪假期與吃飯時間

的薪水的。因此，香港特區政府不想當壞人，就把這個工作推給市場，讓
僱主來當壞人。因為自由市場的最終演變，自然是變成歐美國家那樣，領
時薪的工人沒有有薪假期，沒有吃飯時間的薪水。
只不過香港社會近幾年越來越左傾，連政府也開始左傾，最低工資制就

是左傾的最佳寫照。但是，左傾的同時又想左右逢源，結果兩面不是人，
平白無事地為這個社會製造矛盾、製造強烈的勞資糾紛。現在，在工人的
眼中，所有的僱主、商人皆是壞人。剛剛因病辭職的經濟及商務局局長劉
吳惠蘭最令人難忘的話是她的「逢商必奸」的言論。在她的眼中，商人皆
奸，商場兇險，所以她當初選擇當官、當公務員而不從商。特首曾蔭權也
是公務員出身，因此他的執政班子多是公務員。在社會左傾的壓力下也左
傾。但是，左傾的同時也明白香港的基石是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現
在，香港特區政府就是陷於這種不左不右，左右不是人，兩面不討好的局
面。
今日，中央政府天天在談和諧社會。但是，特區政府中這批公務員出身

的局長卻不斷地激發社會矛盾、加劇勞資的對立關係，為甚麼？就是因為
自己不想當壞人，仍然抱㠥當年當公務員的心態，不願真正問責，想左右
逢源，結果兩面不是人。

多年以來，中國航母一向是世界各國熱炒的話題。近日，中國
航母再次成為熱詞，和以往西方媒體鼓噪不同，這一回新華網和
《環球時報》等官方主流媒體也毫不含糊地報道瓦良格號航母（購
自前蘇聯烏克蘭）的改造情況。顯然，從中國媒體「圖文並茂」
的報道看，首艘中國航母即將起錨下海，中國就要迎來航母時代
了。
和殲-20的橫空出世一樣，媒體打了先鋒，官方還是保持低調。

這延續了中國一貫的低調作風，也象徵性地向世界表明，對於中
國這樣的世界級大國而言，擁有航母實在是很正常的事情，亞洲
不必莫名驚詫，世界不要大驚小怪。

中國就要迎來航母時代了

中國的航母夢，始自上世紀40年代的民國時期。作為海陸兼備
的太平洋沿岸大國，過去70年的全球政治博弈格局足以說明，中
國侷促於大陸「黃土文明」，不僅導致中國被世界列強欺凌，而且
不利於世界地緣政治的平衡。
如今的東北亞格局，由於中國依然沒有外向的藍水戰略，缺乏

遠洋海軍的博弈能力，至今被美國設計的島鏈圍堵戰略所困擾，
從南亞次大陸到南海、東海和黃海，中國的周邊海域並不安全。
尤其是去年朝鮮半島的「天安艦事件」以後，美國航母游弋到中
國黃海海域軍演，對中國政治腹地和經濟重地構成了現實威脅。
歷史和現實的教訓足以說明，中國擁有強大的海軍實力，具備遠
洋航行的能力，不僅能夠保障全中國的海洋利益，更有助於平衡
亞太區域的地緣架構。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是世界能源消費大國，所需能源除了源自

中東，也遍及非洲和南美。加之中國投資者遍佈全球，基於中國
能源安全和國家利益的全球佈局考量，中國也亟需一支強大的藍
水海軍力量來保駕護航。擁有航母，擁有「移動國土」的強大威
懾力量，是全球化時代中國利益的最佳護佑力量。考慮到中國從
2008年開始，中國向索馬里海域投入三艘軍艦打擊海盜，彰顯中
國負責任大國的態度和遠洋能力。在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大國
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全球責任的時候，中國進入航母時代，也是為
了響應全球號召，為世界和平盡責分憂的體現。

中國擁有航母是責任所繫

長期以來，西方大國嘲弄中國保守的「黃土文明」，鼓吹中國走
向「藍色文明」。這種從黃到藍的轉變，不能局限於意識形態層
面，還應昇華到遠洋戰略層面。2009年，中國海軍戰略已經從

「近海防禦」昇華到「遠洋防禦」，中國擁有航母恰恰意味㠥中國
「全球行走」的決心和意志。總是呼籲中國融入世界的西方世界應
該擁抱和歡呼中國的遠洋戰略，又何必驚呼擔憂。更重要的是，
中國30年的強國之路，也是在規則和體制上全球化轉型的過程。
既然歡迎中國融入世界，世界也要有寬廣的胸懷接納崛起的中
國；而缺乏航母的中國只能是停滯於「黃色文明」的短板階段，
無法昇華到「藍色文明」的海洋強國層面。缺少航母的中國，就
像一個太平紳士，不啻於赤㠥腳丫子去穿西裝革履，無法參與到
大國俱樂部中。
其實，中國擁有自己的航母，不過是大國轉型的象徵。當今世

界，不僅全球性的大國擁有航母，連泰國、阿根廷這樣的小國也
擁有航母。作為政治、經濟和貿易「三位一體」的全球大國，中
國沒有航母反而不太正常，也不匹配。在剛剛出爐的《2010年中
國的國防》白皮書中，文本中雖未提到「航母」，但也明確提出
「海軍形成以新型潛艇、水面艦艇和對海攻擊飛機為骨幹的海上作
戰裝備體系」。邏輯很清晰——「航母」自然屬於「新型水面艦艇」
的範疇。但不管如何，中國擁有的第一艘航母，並不屬於自主知
識產權，是半山寨的產品，因此僅具象徵意義，宣示和平威懾的
意味濃厚，而並非向全球示威。
地球是個蔚藍色的水球，世界各國博弈的大舞台就是海洋。作

為全球主要大國，中國擁有航母是責任所繫，也是全球的期盼。

目前，香港正陷入了兩個陣營尖銳對立的困局之中，
如果這種狀況延續下去，七百萬香港市民將要吃到苦
果。一直以來，香港有一些人認為，西方的兩黨政治是
至高無上、最完美的政治制度。表面上，做不好就要下
台，實行政黨輪換制度，這是最完美的民主。

唯選舉是尚大開空頭支票

實際上，在短期內看，這種制度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長期來看，這種制度造成了唯選舉是尚的後遺症。
兩個黨都不願意解決現實的問題，為了取悅選民，大家
都願意開出福利支票，大談刺激經濟，大談減稅，最後
造成財政的入不敷支，寅吃卯糧，造成了國家的財政危
機，債台高築。2009財年聯邦財赤達到1.41萬億美元，
2010財年略有下降，至1.29萬億美元。在今年2月提交給
國會的報告中，奧巴馬政府預計本財年美國財政赤字將
達創紀錄的1.56萬億美元，約為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10.9%。日本的債務等於兩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美國的債
務等於是一年生產總值的97％。歐洲許多國家的債務都
超過了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債務的負擔越大，最後必
然是要用加稅的方式處理。所以，凡有一人一票選舉的
國家，都是債台高築、實行高稅率的國家。在高稅率之
下，資金自然向外流走，競爭力減弱，形成了經濟重點
向亞洲轉移的大格局。亞洲的崛起的一個原因，其實是
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善的結果。
香港的反對派，一直把西方的政治制度說得天上有地

下無，就是避開不談西方的福利主義壓垮了西方的財
政。美國兩黨的預算撥款爭論，幾乎弄得政府癱瘓下
來，其實是「債台高築百事哀」的具體結果。共和黨
說，民主黨說要改善經濟，要降低財政赤字，但是什麼
辦法都沒有。在今年2月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中，奧巴馬政
府把財政赤字推高到預計本財年美國財政赤字將達創紀
錄的1.56萬億美元。不削減財政赤字，美國經濟怎能振
興？美國的民主黨反駁說，不要忘記，造成美國財政赤
字大幅度上升，是美國共和黨八年執政留下來的「蘇州
屎」。絕對不能把責任算到了民主黨頭上，現在不可能大
幅度削減財政赤字，現在美國最重要的是刺激經濟復
甦，經濟好了，稅收自然增加，財政赤字就有機會減
少。

香港政治制度應避免西方缺陷

無論如何，財政赤字如何解決的爭論，暴露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嚴重問題，
有助世界上的選民考慮，為什麼當西方紛紛陷入債務危機的時候，亞洲國家
卻沒有出現財政問題，而且經濟發展速度達到百分之八到十？
世界上不論採取什麼政治制度，最關鍵的就是要對人民有利，對改善民生

有利。民主是手段，並不是目的。今天世界各國都在探索㠥，怎樣更高效率
地生產社會財富，更公平地分配這些財富，更好地調動人民生產的積極性，
更好地支配自然資源，創造最高的經濟效益。有人說，把蛋糕做大了就行
了，原來做大蛋糕，可以用高成本、高浪費的辦法，更可以把子孫的利益和
天然資源提前揮霍，這一代吃完了大蛋糕，下一代就沒有得吃。這種政治制
度就不可能持續性地發展。西方遇到的問題，就是不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香
港的政治制度設計，應該怎麼作出抉擇？應該怎樣避免西方的缺陷，這是擺
在香港七百萬人面前的新課題。

美國預算案爭拗日前暫時平息，共和黨籍的

眾議院議長博納宣佈，與白宮達成協議，避免

聯邦政府暫停運作。今後十多個月，美國兩黨

仍然會圍繞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進行爭吵，互

不相讓，癱瘓政府的危機仍然會陸續有來。不

久之前，香港的反對派也曾經玩弄過否決臨時

撥款的政治賭博，引起了廣大市民的不滿。西

方式的兩黨對立，不能不引起香港市民對於政

制設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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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和產生辦法，由中國最

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規定，怎樣選舉，如何產生，完全是中國的內政。美國的「人權」紀錄從來都是雙重

標準。用「人權」干涉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更表現其粗暴、無理，也從另一側面揭開香港反對派賣國賣港、裡應外合

的可恥面紗。

美「人權報告」顛倒黑白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理事長

反對派豬八戒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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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本月8日又發表《2010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全球190
多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權，肆意歪曲，顛倒黑白，無中生有，橫加指責。我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指：美方應多反省自己人權問題，不要以「人權教師爺」
自居，停止通過所謂「人權報告」，侵犯別國主權，干涉他國內政。美國對
自己的人權狀況隻字不提，對別國上綱上線的怪異現象，無他，因為美國
的人權狀況同樣是相當糟糕。更弔詭的是，以去年的所謂「人權報告」為
例，竟有專門篇幅，對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全球最自由的地區之一香港羅
織「罪名」，包括所謂：立法會功能組別的選舉是「小圈子選舉」、傳媒
「自我審查」、女性「被歧視」、少數族裔「被打壓」等。其根據是香港反對
派人物「告洋狀」胡言亂語，干預香港事務謬論真不堪一駁。

「人權報告」羅織「罪名」不堪一駁

眾所周知，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和產生辦法，由中國最高權力機關
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規定，怎樣選舉，如何產生，完全是中國的內
政。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150多年來英國殖民管治從未有過的民主選舉，這
是鐵一般的事實。至於功能組別，它包括了勞工界、工業界、金融界、商
業界、教育界、紡織及製衣界等共28個功能界別，他們是香港經濟得以繁
榮發展的支柱，其年產的GDP總量佔香港90％以上，他們在立法會應有參
政議政的代表，這是天經地義很自然的事。美國拾起香港公、社兩黨及密
室飯局「四人幫」天天叫嚷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的唾餘，恰好證明美
國要「越洋」干預香港的民主政治，是公、社兩黨及「四人幫」的總台
主；而香港的這些反對派人物正好是向美國主子「告洋狀」裡應外合的漢
奸、嘍囉和馬前卒。
其次，美國污衊香港傳媒「自我審查」，更是無中生有。誰都知道，香港

電台在吳志森把持下，以「編輯自主」為幌子，香港回歸13年，罵中國政
府和香港特區政府13年，比「美國之音」更肆無忌憚；某爛果報天天引導
香港的反對派反中亂港，煽動「全民起義」、「茉莉花革命」，這是「自我
審查」嗎？根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回應美國所謂「人權報告」的
《2009年美國人權紀錄》揭露：美國紐約市每年有100萬行人在路上被警
察、特務盤查、搜身；美國國安局可以攔截、監聽公民的電訊、電郵、電
話，監控個人的博客和他國官方文件、私人聯絡資訊；五角大樓甚至安插
退伍軍官入美國各大媒體做「評論員」為侵伊戰爭作「積極評價」。

美國「人權」紀錄雙重標準

其三，所謂香港女性「被歧視」也是顛倒黑白。香港特區政府高官一度

曾被譽為「手袋黨」，已說明香港女性地位的崇高，別國（地區）難及；政
治高調者有「陳太」、「卿姐」和某女黨魁率眾「全民起義」，立法會也是
這些女議員常倚高枝縱橫響、信口雌黃大罵街。反觀美國，通過戰爭，向
他國押送「民主」，侵犯他國主權，設立軍事基地。例如在蘇克比克和克拉
克，已累積3000宗美軍強姦當地婦女案件。這就是美國「重視」女性的人
權。
其四，說到「香港少數族裔被打壓」，則全屬造謠。這其實是美國自己。

《2009年美國人權紀錄》引舉事實：2008年美國拉美裔、黑人貧困率為
24.7%，是白人的3倍；2008年95000宗職業歧視案中，1／3是種族歧視；每
10萬名黑人中有3161名男子、149名女子被關押；2008年紐約警察向黑人、
拉美裔人開槍是75％和22％，針對白人的只3％；美國有1／4兒童得不到足
夠食物，6％兒童遭虐待和性侵犯。至於入侵伊拉克、阿富汗，使當地人民
死亡以百萬計，流離失所以百萬計，美國侵犯、踐踏別國人權是罄竹難書
的。
美國的「人權」紀錄從來都是雙重標準。用「人權」干涉中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選舉更表現其粗暴、無理；也從另一側面揭開香港反對派賣國賣
港、裡應外合的可㡗面紗。

反對派批評財政預算案欠缺長遠性規劃，未能
解決社會上的深層次矛盾是無理取鬧的，他們根
本不明白、或故意裝作不知道，施政報告與財政
預算案的分別，他們將財政預算案當作施政報
告，犯上不能饒恕的低層次錯誤。
施政報告是特首在未來一年的施政大綱，而財政

預算案則為施政報告「度身訂做」，若以餐宴作比
喻，則特首決定施政報告吃中餐，財政預算案出台
時食材也須配合，現在反對派卻刻意作反，明知不
可而為之，要求吃牛扒，試問怎麼可能成事？若果
反對派真的要建議特區政府解決深層次矛盾，他們

應該在今年秋季向特首曾蔭權提出，而不是在預算
案表決在即時發難，為難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反對派之所以犯下這個低級錯誤，純粹因為嫉

妒而起，他們只顧批評，不善建設，看見財爺接
納建制派議員建議向非永久性居民派發6000元，
深恐失去選票，不惜罔顧市民的利益，大玩「高
層次」、「高深度」。還是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說
得好：「有議員批評，65歲才取得注資強積金的
6000元，等於無牙先請你食糖，現在你有牙請你
食，你又不食。」反對派左搖右擺，前後矛盾，
可見一斑。

除了政見左搖右擺，前後矛盾之外，反對派亦
思想混亂，掌握不到民情，自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從善如流向市民派錢之後，民調顯示有接近八成
市民表示歡迎，但偏偏經常說自己以民為本的反
對派卻罔顧現實，而以李卓人為首的激進反對派
更公然說有了6000元便「收貨」的市民是cheap，
他們與市民的期望大相徑庭，彼此亦有㠥深層次
矛盾，最終導致全線民望插水的結果。
如今的反對派，可說是豬八戒照鏡，兩面不是

人，他們愈是偷換概念，市民便愈反感，這些都
是他們自招的。

中國航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張敬偉

多政經
面體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9日在華盛頓講解《2010年度國別人權報告》，但被
外界批評美國的「人權」紀錄從來是雙重標準。 法新社

■中國航空母艦模擬圖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