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一直以來的賣點是什麼？是理性專業的形象，而這個形象也切中了市

民希望出現一個有建設性反對派政黨的期望。然而，公民黨卻不斷消耗自身的

政治資本，與社民連發動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屢阻本港的跨境基建，現在

更要效法社民連般借美孚事件發難，大搞街頭政治，種種行徑都與以往的形象

背道而馳，令中產支持者失望，廣大市民為之側目。儘管可以得到若干極端分

子的零落掌聲，但卻丟掉了自身的最大優勢，實在愚不可及。現在市民終於看

清公民黨的真面目，什麼專業理性提也不用再提了。

公民黨近日借民主黨民望急跌之
機，大動作頻頻，先是利用一名東
涌老婦提出司法覆核，阻停了港珠
澳大橋工程，繼而又在美孚新 的
建樓爭議中，發動居民採取激烈的
抗爭方式 街阻路妨礙工程，甚至
與示威者一同到與發展商有聯繫的
金舖抗議，包圍金舖，阻礙顧客購
物。行徑與社民連之流並無分別，
與公民黨以往自稱的理性法治形象
大相徑庭，令外界為之愕然。
美孚新 的居民爭取自身權益無

可厚非，但卻不應採取激烈的手段
去迫使發展商就範，解決的辦法是
交由法庭解決，否則以政治去解決
私人業權爭議的先例一開，後果將
十分嚴重，再沒有人會尊重業權人
利益，沒有人會尊重法治，動輒就
糾眾去圍堵發展商，迫使私人企業
就範，那香港的營商環境及法治社
會肯定會受到極大衝擊，還有誰願
意繼續來港投資？所以事件不論誰
是誰非，既然已交由法庭判決，示
威者就應先停止政治抗爭，靜待法
庭判決。

公民黨自毀形象
這個道理就算示威者不知道，公

民黨一眾大狀不可能不知道，他們
本身就是法律工作者，理應向示威
者解釋箇中道理，調解紛爭。但事
實卻是，公民黨由始至終便主張以
政治抗爭去解決事件，其當區區議
員王德全多年來一直組織居民去發
動抗爭，但公民黨高層一直不以為
然，令到王德全只能獨力處理。然
而，近期公民黨卻突然對美孚事件
產生興趣，公民黨九龍西支部主席
毛孟靜更親自掛帥，取代了王德全
的指揮位置，在 街圍金舖等行動
上，余若薇等高層更到場聲援支
持。為什麼公民黨突然熱衷以抗爭

手段去處理爭議，寧願放棄法律手段，任由事件愈走愈
激？主因還是政治利益考量。
美孚新 是九龍西一個大型屋苑，也是選舉票倉。現時

發生一宗關係居民利益的爭議，正是各政黨好好表演，爭
取選票的機會。其中公民黨在九龍西並沒有立法會議席，

毛孟靜捲土重來之勢甚為明顯，美孚新 自然是不容有
失。雖然公民黨的王德全一直參與其事，但隨後黃毓民的
「人民力量」大力插手其中，黃毓民更派出多名親信參與
策劃行動，每次示威抗爭都見到「人民力量」的旗幟飄
揚，染指之心已是路人皆見。公民黨為免失去如此重要地
盤，自然不能被「人民力量」比了下去，於是唯有與「人
民力量」鬥激鬥前，「人民力量」去 街公民黨也去
街，「人民力量」去阻礙金舖營業，公民黨一眾也跟 後
面，為的是不想落於人後，被黃毓民等人搶去了風頭，甚
至被「人民力量」搶走原來的區議會議席。
記得在上次立法會選舉，當時還是社民連主席的黃毓民

就是靠死咬盟友，將公民黨的毛孟靜死命狙擊，最終搶票
成功，高票當選。同室操戈從來都是黃毓民優而為之的伎
倆，身受其害的毛孟靜不可能不知道。這次又見到黃毓民
率領「人民力量」高調進駐美孚，如果公民黨不死跟鬥
激，隨時又會成為黃毓民等人狙擊的理由。況且黃毛兩人
本有私怨，在九龍西的立法會議席又競爭激烈，隨時幾千
票就可以決定生死，令到毛孟靜等人也要放下身段，落區
與「人民力量」鬥癲鬥 街。說穿了，這並非代表公民黨
相信這一套是行得通，而是怕「人力民量」乘虛而入，才
會愈走愈激，將專業形象也棄之如敝屣。

煽動「仇商情緒」轉移預算案滑鐵盧
公民黨還有一個盤算。反對派在財政預算案一役遭到極

大挫折，雖然公民黨一直躲在民主黨等身後推波助瀾，但
反對派民望大幅受挫，公民黨也難以獨善其身。為了轉移
社會視線，公民黨於是利用一宗地區上的爭議借題發揮，
意圖抵銷在預算案一役的失分，並藉 煽動社會上的「仇
商情緒」，製造政治對抗，目的就是將區議會層面的事件
炒熱成全港性的話題，將區選政治化。只要美孚的選情炒
熱，公民黨就可利用類似對抗發展商的議題，在其他地區
照辦煮碗，為參選者煽風造勢。所以，公民黨一眾高層才
會對一個屋 的事宜另眼相看，這不是為了什麼公義，什
麼幫居民爭取權益，而是主要從政治從選舉利益出發，利
用美孚這個切入點，擴張九龍西地盤。
不過，公民黨恐怕再次打錯算盤。公民黨一直以來的

賣點是什麼，是理性專業的形象，而這個形象也切中了
市民希望出現一個有建設性反對派政黨的期望。所以儘
管公民黨過去沒有政績，但在選舉中都得佔盡優勢。然
而，公民黨卻不斷消耗自身的政治資本，與社民連發動
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屢阻本港的跨境基建，現在更
要效法社民連般借美孚事件發難，大搞街頭政治，種種
行徑都與以往的形象背道而馳，令中產支持者失望，廣
大市民為之側目。
儘管可以得到若干極端分子的零落掌聲，但卻丟掉了自

身的最大優勢，實在愚不可及。現在市民終於看清公民黨
的真面目，什麼專業理性提也不用再提了。

最低工資實施己有
兩星期，近日陸續有
商界要求政府延遲實
施最低工資，但站在

勞工界角度，這是完全不合理的建議，因為
大家討論最低工資已有多年，立法會亦早在
去年10月通過有關法例，僱主理應有時間去
作準備。
而根據過往經驗，每逢有重大勞工法例推

出時，社會必定會出現「陣痛」，是需要一段
時間適應！
若大家不善忘，強積金計劃在2000年正式

實施前，不少工商界人士亦紛紛表示強積金
會加重僱主負擔、增加經營成本云云，甚至
揚言不少公司會倒閉。
但從公司註冊處數字顯示，2000年3月註冊

本地公司數目約有50萬間；到去年3月，註冊
本地公司數目已增至超過79萬間，公司數目
未有如商界所言因強積金實施而減少，反而
是不減反增。

不論實施強積金或是最低工資，僱主往往
擔心會增加成本，導至公司虧損結業，但勞
工成本其實只佔整體成本其中一環，一間公
司賺錢與否亦受其他因素影響，例如急升的
租金、瘋狂上漲的材料成本等，故不應將所
有問題歸咎於最低工資上。
早前有網吧東主表示因最低工資而需要關

閉部分店舖，亦有全線結業的麵包店聲稱受
最低工資影響，但我深信當中租金升幅會是
更重要因素，因為僱員薪金升幅根本不可如
租金般動輒增加30%至40%呢！

不應將所有問題歸咎最低工資
預計在未來數月，將會出現不少由最低工

資所引起的勞資爭拗，例如如何計算工時、
飯鐘及休息日是否有薪，甚至可能有僱主因
而裁減部分員工等，正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之前所說：「實施最低工資必定會有
代價」。我們要問的不是應否實施最低工資或
延遲實施最低工資，而是要問實施最低工資

後，當出現「代價」時，政府有否盡力理順
問題和協助可能受影響的人士？
按統計處資料顯示，在本港233萬個家庭

中，約16萬個家庭每月家庭收入是在4000元
以下。當中有1萬個家庭成員數目更是3人或
以上，故即使預計實施最低工資會帶來「陣
痛」，但貧富懸殊問題已到了不可不關注、不
可不解決的地步。
最低工資定在時薪28元，便估計有超過30

萬人受惠，由於只實施了兩個星期，真正影
響仍有待觀察，但在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的
情形下，「盡早實施、再作調整」是一個較
合情合理做法，延遲立法只是逃避問題。
當日立法會三讀《最低工資條例草案》

時，最終在45位議員贊成，1人反對，無人棄
權下通過，當中包括來自商界的朋友，故現
時並非再質疑最低工資是否應推行或要求延
遲實施，相反，大家應該同心要求勞工處去
處理新法例所帶來的種種「陣痛」問題，以
及盡早完善整條法例。

奧巴馬可對國內交差
今年是震驚世界的美國

九一一事件發生的十周
年，美國總統奧巴馬5月2日宣佈美國軍方突擊隊在
巴基斯坦首都以西一百公里阿伯塔巴德一座戒備森
嚴的住宅大院擊斃本拉登，十年來追殺這個恐怖主
義魔頭終於有了結果，對於深陷內外困境而又要追
求連任的奧巴馬自然是好消息，儘管這一消息的加
分效應未必能持續到明年的美國大選。
九一一之後美國先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

戰爭。伊拉克戰爭已經結束，然而伊拉克建設正常
國家的進程仍然曲折。阿富汗戰爭現在還在持續，
塔利班又發動了春季攻勢，不久前越獄的五百多名
塔利班分子形同被放虎歸山，勢必壯大塔利班的實
力，塔利班也揚言要攻擊美國和巴基斯坦目標為本
拉登報仇，這一態勢肯定會遲滯美國自阿富汗撤軍
的計劃。另一方面，十年來美國國內的反恐措施相
當見效，美國沒有發生過新的恐怖襲擊就說明了這
一點。

哈馬斯視本拉登為烈士
伊斯蘭世界各國官方或對美國擊斃本拉登表示支

持，或保持沉默，但在網絡上有不少穆斯林仍然視
本拉登為「聖戰英雄」；唯有巴勒斯坦的哈馬斯領
導人公開讚譽本拉登；而在此之前，巴勒斯坦的兩
大派法塔赫與哈馬斯達成了歷史性的和解協議，準
備團結一致與以色列周旋，共同為建國而努力。本
拉登能夠在伊斯蘭世界蠱惑人心的主要理據就是支
持巴勒斯坦和反對以色列以及其靠山美國，如今本
拉登已經退出歷史舞台，中東和平進程能否在巴勒
斯坦兩大派和解之後繼續推進，至少以色列方面是
持強烈懷疑態度和保持高度警惕的，因為哈馬斯不
承認以色列國家的存在。一貫與以色列保持良好關
係的埃及變天後，對巴勒斯坦的態度更為親近，這
是埃及的民意使然，也是埃及實現民主之後中東局
勢的弔詭之處。
奧巴馬總統在宣佈本拉登死訊的同時強調美國決

不是與整個伊斯蘭世界為敵，這一表態是必要的，
雖然伊斯蘭世界的一部分人未必持同樣的見解。
本拉登祖籍的也門，如今政局混亂；本拉登的祖

國沙特阿拉伯局勢外鬆內緊，統治者緊張地關注
整個中東與北非的亂局，試圖在亂中保持自己的利
益，本拉登在沙特仍然有不少同情者，九一一事件
的參與者大部分來自沙特，因此沙特一旦出現動
盪，對中東和北非的亂局將推波助瀾。敘利亞的局
勢也持續動盪，利比亞戰事還沒有結束的跡象。北
非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也出現反對派示威和恐怖

襲擊。中東和北非局勢從未如此動盪，本拉登之死
對此還是火上澆油的成分更多一些。

西歐的反伊斯蘭風潮
本拉登一直標榜對異教徒（基督教）的「聖

戰」，基督教世界的一些精英乃至於平民在內心也
總是將穆斯林視為異教徒，這種對立是雙方的千年
恩怨造成的，全球化時代西方發達國家（屬基督教
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相對落後，以及以色列在巴
勒斯坦建國，又加劇了這種衝突，本拉登只是這種
衝突中的一部分，他的滅亡不會減緩雙方的衝突。
近年在西歐和北歐國家出現的反移民和反伊斯蘭的
社會思潮，源於這些國家的財政赤字和失業率居高
不下，一些政黨和民眾將此歸咎於穆斯林移民的大
量增加以及這些移民不願融入歐洲國家的社會與文
化，例如法國立法禁止婦女穿蒙面罩袍、德國高官
批評移民不學德語。薩科齊勇字當頭，率先空襲利
比亞，其實也是試圖扭轉在民調中落後於國民陣線
領導人、明年大選的勁敵瑪麗勒龐，後者正是以反
移民、反伊斯蘭立場而獲得部分民眾青睞。可見，
西歐國家的這種趨勢，與本拉登的存亡沒有直接關
係，然而本拉登被殺，卻可能激發這些西歐國家的
一部分穆斯林青年的「聖戰」情緒。

美國不感謝巴基斯坦
本拉登匿居阿伯塔巴德數年，此地距巴基斯坦首

都不遠，其住所附近即是巴基斯坦軍事學院。本拉
登被擊斃之後，巴基斯坦媒體稱行動是由巴國軍隊
所為，但隨即為巴外交部否認。美國方面也完全沒
有對巴基斯坦政府表示感謝。巴前總統穆沙拉夫則
批評美國軍隊在巴基斯坦的行動，侵犯了巴的主
權。美國一直對巴提供反恐軍援，但也一直對巴不
滿，認為巴政府和軍方反恐不力。巴基斯坦的三軍
情報局與塔利班關係密切，並非秘密。巴基斯坦在
阿富汗、在塔利班問題上有自己的利益，但巴基斯
坦也必須配合美國的反恐，特別是在塔利班庇護本
拉登，美軍進駐阿富汗，而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
線長而且雙方的邊民歷來往來自如，與一般國家之
間的出入境管制不同。
本拉登從阿富汗轉輾到巴基斯坦，其間還有許多

內幕尚待揭開，但他死前幾年肯定是在巴基斯坦，
且視巴基斯坦政府和軍方為無物。因此本拉登在巴
基斯坦被美軍擊斃，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巴美
關係。
但是，只要塔利班不平定，美國就不能不與巴基

斯坦保持合作。未來印巴之間，巴基斯坦與阿富汗
之間，以及中國與阿富汗、巴基斯坦與印度的關係
將如何發展，也可能有新的變數。

政府要解決最低工資所帶來的「陣痛」
葉偉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雖然是中美雙邊的
事，但對於充滿不確定感的地球人而言，總
希望從中美兩強的對話中探尋一些信息，尋
求一點希望。中美兩強也想讓這樣的機制性
對話更有意義和充滿活力。因此，這次戰略
與經濟對話，首次增加了戰略安全的對話內
容。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則直言，中美
將首次舉行戰略安全對話。
應該說，在中美兩強的豪華對話陣容中，

首次出現的軍方人士層級並非最高。中方派
出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上將，而美
方將領是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羅伯特．威拉德
上將。（備註：中國軍方首次出現，美國不
是）這也意味 ，所謂首次戰略安全對話，
僅具象徵意義。但如果從中美戰略與經濟對
話的機制形成歷程分析，不排除未來的中美
戰略安全對話，會層級更高，主題更鮮明，
甚至與戰略和經濟同等重要。
前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於2005年9月，曾將

中美關係解讀為「利益攸關方」—這也是中
國政界和媒體界較為認可的評價中美關係的
表達。很多人認為，中美經濟關係融合密
切，有此紐帶，中美關係不會偏離正常方
向。這固然有理，但從去年美國重返亞洲戰
略挑起的中美在東南亞和南海的對抗，朝鮮
半島激發的中美韓朝四方的危險互動，以及
中日撞船事件加釣魚島主權爭議所引發的中
美日三國演義等看，中美在亞太區域的軍事
衝突不僅僅是潛在的，而且隨時會有擦槍走
火的風險。
中美兩國展開戰略安全對話，不單是與時

俱進，而且是勢在必行。所以，敏感的觀察
家咸認為，本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熱點
是安全對話。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前亞洲事務
主任、現任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學者的傑
夫里．貝德認為中美安全對話低於「美蘇水
平」。關鍵是如何對話。
一是找準交集，才能有效對話，而不是南

轅北轍、各說各話。美方關注的主題包括：
導彈防禦、戰略武器、網絡安全以及太空；
中國感興趣的是網絡以及海上事務，包括美
國對中國所宣稱的專屬經濟區進行的偵察活
動。在此情勢下，網絡安全可謂雙方交集，
是可進行深入對話的。
此外，在導彈防禦及太空層面，中美亦有

可討論的空間。不過，由於中美軍力差距太
大，加上美國對華地緣空間的限制過死，要
找到安全對話的契合點，中美還有很長的磨
合期。
二是在全球熱點問題方面，譬如朝核、伊

核、反恐和中東北非地區，中美兩國有 廣
闊的合作空間，應是中美對話的重點。
三是探討兩國「後拉登時代」的反恐合

作。拉登死後，國際社會充滿了對中美關係
走向的討論，中美兩國應明確告訴國際社
會，中美合作反恐的道路依然任重道遠，應
該和衷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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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擊斃後，美國和巴
國的關係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白宮
認為，巴基斯坦接受了大量援助，但沒
有和美軍通力合作；巴官員甚至在不久

前信誓旦旦地說拉登不在該國，說明伊斯蘭堡有包庇恐怖分子
嫌疑；美國應該檢討是否繼續給巴國經濟援助。巴基斯坦則認
為，巴國雖然接受了巨額美元，但已經讓美軍使用了巴國的軍
事基地；而美軍在圍捕拉登的重要行動中，竟然沒有事先知會
伊斯蘭堡，是對一個國家主權的侵犯；擔心巴國成為美軍的
「囊中物」。

巴基斯坦的擔心並非多餘，縱觀美國的作風，即使是關係很
好的朋友，涉及到美國的利益時，可能會被下令「必須離開政
權」，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即使是白宮自己親
手栽培的至愛，看不順眼時，打起來絕對毫不手軟；伊拉克的
薩達姆、利比亞的卡扎菲就是最好的明證。儘管巴基斯坦為美
國的反恐行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方便，但如果被中情局「確認」
包庇恐怖分子，華盛頓隨時都可能翻臉不認人，說不定美軍突
擊隊哪一天會突然降落在總統住宅內，讓其「辭職」。

特種部隊嚴重侵犯主權
巴基斯坦外交部近期發表聲明稱：美軍擊斃拉登後，西方媒

體對該國進行了莫須有的埋怨和猜測，是伊斯蘭堡不能接受
的；巴基斯坦是一個主權國家，任何在巴國國地內進行的軍事
行動都必須得到巴方政府和軍隊的同意方可進行；美軍這次圍
剿拉登，既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也沒有徵求巴基斯
坦政府和軍方的意見，其合法、合理性當然應該受到較深層次
的質疑。美軍特種部隊在行動中，故意避開了巴國的雷達系
統，進行單邊軍事行動，是對該國主權的嚴重侵犯。
巴方的聲明警告：擊斃拉登的阿布達巴德，距離巴基斯坦首

都伊斯蘭堡僅60公里，是巴國著名軍事學院所在地；美軍在開
展行動時，慶幸該軍事學院學員們正在放假，在學院內的人數
亦不多，否則美軍的偷襲很可能造成與軍事學院人員的衝突，
甚至出現意外傷亡。美國雖然是巴基斯坦的盟國，但特種部隊
的行動完全沒有將巴基斯坦放在眼裡，嚴重傷害了伊斯蘭堡的
尊嚴。奉勸美軍日後不要在涉及巴基斯坦核心利益問題上肆意
妄為。

伊斯蘭堡身負「三座大山」
而另一邊廂，美國總統首席反恐顧問布倫南則嚴厲警告伊斯蘭堡稱：反恐頭目

拉登如果沒有巴國政府官員的默許和支持，不可能舒適地與家人長期生活在伊斯
蘭堡的眼皮底下；正如巴駐美大使的「不排除有巴國官員為拉登提供信息和相關
保護的可能性」。美國情報部門目前正 手調查巴基斯坦官員對拉登集團的「龐大
支持體系」和相關機構，然後確定是否繼續援助巴基斯坦。白宮亦軟硬兼施地
說，無論調查結果如何，美方願意與巴基斯坦進行有關下一步合作討論。
拉登在巴基斯坦境內被擊斃，已經令伊斯蘭堡感到相當尷尬和頭痛。如果說巴

軍方完全不知情，說明巴國的情報部門是酒囊飯桶；如果說知情，則證實了美軍
官員「巴軍方與恐怖組織有聯繫」的指控。伊斯蘭堡現在正身負「三座大山」：
一是美國威嚇不一定繼續援助該國；二是巴國民眾認為政府無能，任由美軍軍隊
在自己的國土內自由行動；三是基地組織威脅首先要對巴基斯坦進行報復和打
擊。巴基斯坦的前途不僅伊斯蘭堡政府和巴國民眾擔心，世界各國也為之擔心。

強大的美國以近10年的時間，終於成功追殺了基地組織頭號首領奧薩馬．本拉登，

這一事件在時間點上，與中東北非格局的重組如何互動，事件對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同

伊斯蘭國家的關係，以及未來南亞中亞戰略形勢的變化，都值得關注。

本拉登之後的幾個問題
何亮亮 鳳凰衛視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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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戰略安全如何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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