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法律專長來與反對派其他政治團體相配合又相區別，是公民黨及

其前身的一貫手法。問題是，公民黨不斷地膨脹所謂「司法獨立」的

地位和作用，將之高高凌駕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和立法，到了濫

用法治的地步。今天，經濟講「一國」已成為香港社會主流民意的共識；儘管政治上對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仍未形成共識，但是，誰若反對或阻撓涉及香港與內地

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工程，則必將玩火自焚。

藍鴻震 全國政協委員

內地軟實力正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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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主權信用評級下調，意味 美國可能繼日本、

歐洲之後爆發主權債務危機。若然，美國和全球的經濟復甦將夭折，必將再

度陷入新一輪更為嚴重、更為慘烈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對於持有上萬億

美元美國國債的中國來說，唯有及時啟動預警機制、防範機制，將風險和損

害降低，是為上上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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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中國國家統計局最近公佈，
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便高達40萬億，較09年增長10.3%，首次超
越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系。除了經濟發展外，在科技或軍
事上，中國近年都有相當大的發展，例如：在航天科技上，中國是繼
前蘇聯和美國，第3個掌握太空行走技術的國家；軍事上，今年「殲
20」試飛成功，反映中國軍備正進一步提升。這些都可見，中國的硬
實力，確實是整體積極向前大踏步。

內地 力提升軟實力
內地城市隨 中國硬實力的發展，基礎建設等硬件配套不斷提升，

高鐵網絡的鋪設，更進一步加強了國內大部分城市的聯繫。事實上，
部分內地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硬件上已做到與香
港看齊。香港與這些內地城市比較，只餘在軟件發展上，如：公民意
識、法治制度、管理文化上，稍稍佔了優勢。
不過，內地已意識到軟件發展的重要，正以香港和世界先進城市為

仿傚對象，急起直追。此外，自北京舉行過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上海
舉辦過世界博覽會後，內地的軟件配套，在公民意識和人流管理上，
都有很大的改進。例如：過去一般認為，內地欠缺排隊的文化，但從

筆者眼中所見，現在往北京、上海等地走走，排隊文化正非常積極和
不斷地生根，巴士站有站長管理長長的人龍。為提倡讓座的文化，地
下鐵和巴士上都有廣播和指示，提醒乘客讓座予老弱婦孺，巴士上的
售票員遇上老人家和孕婦，更會主動安排和勸告其他乘客讓座。其
實，不少上海和北京的乘客已有讓座的意識，遇見有需要人士都會主
動讓出座位，相反，香港不少人，包括年青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往往只顧
把玩手上的玩意，遇到有需要人士卻扮作視而不見，實在令人汗顏。

香港不能固步自封
誠然，香港整體的軟件配套確實比內地勝上一籌。過去，筆者在乘

搭高鐵時，也發現他們在交通接駁、車站設計、客流控制、客戶服
務、列車安排等方面，都尚有不足之處，可見軟件發展這方面，香港
仍有很多內地值得借鏡的地方。要知道，軟件配套的發展不如硬件設
備，能一下子見到結果、成效，而是需要慢慢的去滲透，但只要方向
正確，發展可以比想像中快得多。香港的硬件設備，已被內地城市追
上，若我們在軟件上還恃 優勢而固步自封，只會慢慢被人追上，實
在不得不警惕。若想保持經多年努力且得來不易的競爭力，香港必須
在多方面，包括軟件和創造力上，繼續努力下工夫。

近日，解放軍總參謀部一則「闢謠」的消息，迅速登上境內外各
大媒體的頭版，引起了國內外民眾的密切關注。據中國國防部網站
報道，該網記者日前就互聯網上炒作所謂「解放軍將裁軍80萬」的
傳言，專門採訪了總參謀部有關部門領導。該部門負責人指出，最
近互聯網上出現的「解放軍將裁軍80萬」的傳言，都是不真實、不
可信的。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雖然各大媒體對此消息只作了
原文轉載，沒有作深入的分析解讀，但總參謀部為一傳言進行「闢
謠」確實為近年來所罕見，足見軍隊高層對這一「傳言」消極影響
力的重視，特別是此「傳言」炒作在軍隊實施「十二五」規劃開局
之年，「闢謠」消息發佈在中美舉行第三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之際，
傳遞的訊息重大。

軍隊改革的話語權丟不得
據查閱，關於解放軍進行第四次裁軍的消息，去年以來就在網絡

和坊間流傳。這次互聯網出現的「解放軍將裁軍80萬」的傳言，始
發於今年1月中旬美國防務新聞網發佈的一篇消息，聲稱在美軍宣
佈新一輪裁軍精兵方案的同時，未來幾年，中國內地解放軍也要把
其總兵力縮減到150萬；熱炒於4月中旬中央軍委頒發《2020年前軍
隊人才發展規劃綱要》後，北京一退役少將在解讀該《綱要》時談
到，為了加強人才建設，解放軍將引入全面的評估體系，「新體系
將覆蓋到有才能的士兵，儘管中國軍隊的人數將削減到150萬人」
云云。結果左傳右傳、以錯傳錯，海內外的一些網站和媒體紛紛以
「解放軍將裁軍80萬」為題，報道中央軍委《綱要》提出今後解放
軍將由230萬人裁至150萬人。其實，細閱《綱要》全文，並沒有談
到裁軍任務，更沒有出現「80萬」的要求。顯而易見，所謂「解放
軍將裁軍80萬」的說法，純粹是無中生有，借題炒作。觀察家指
出，有關解放軍裁軍、整編等重大問題的信息披露，事關軍隊建設
全局和全軍部隊的穩定，決不能任人信口開河、胡編亂造，更不能
被外國某些勢力所設計利用。總參謀部迅速對所謂「解放軍將裁軍
80萬」的傳言給予澄清，體現了總部機關對重大問題的政治洞察力

和快速反應能力，也是軍隊改革頂層設計領率機關行使話語權的職責要求。

維護國家安全需保持適當軍隊規模
談到解放軍當前的數量和規模，該負責人指出，中國軍隊的數量與規模始終控

制在維護國家安全需要和國力許可的範圍以內，目前中國人民解放軍保持230萬人
的總規模是適當的。觀察家認為，這段表態雖然文字不多，但信息量相當重要、
豐富，上升到戰略意義也不為過，應是談話中的重要看點。在中國國土面積廣
大、維護海洋權益任務艱巨、國家發展利益不斷對軍隊建設提出新的需求的新時
期，在當前世界安全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的嚴峻形勢下，在中國周邊安
全形勢繼續呈現「西緩東急、北穩南緊」的態勢、並有可能在某些外來因素的刺
激下發生複雜變化的環境裡，解放軍保持現有規模應是合適的、必須的。

深化軍隊改革方向不變
觀察家指出，總參對「解放軍要裁軍80萬」的傳言進行「闢謠」，並不是要否認

軍隊要深化改革、走強軍精兵之路。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指出的，解放軍需要裁減
的不是作戰部隊、高技術兵種部隊，而是大量的非作戰人員，如超度龐雜的文藝
體育團隊、普通院校、醫療保障單位以及越「減」越多、越改越「腫」的機關人
員等，而這些都是簡單的數字和任務平攤方式所不能反映、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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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雙重標準抹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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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本月初舉行退修會，80多名成員商討年底區議會選舉部署。
他們在會內探討民望滑落的對策，其中一個關注點，是以聳人聽聞的
指控，企圖抹黑建制派在社區上舉辦的活動有賄選成分。他們以為區
選臨近，務必提防賄選行為，其實，臨近區選最要防的，正是反對派
這種無中生有的抹黑言論和指控。無風起浪、毀人清譽是最卑鄙低廉
的反撲手段，反對派未能老老實實做好服務，就詆譭別人收賣人心。
選民應以雪亮慧眼看清事實本質，以免抹殺默默耕耘的社區領袖所付
出的努力。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退修會中便表明個人的主觀觀感，謂今年地區

「送禮」情況嚴重，必須密切監察云云，又說稍後要向市民解釋賄選
禍害，煞有介事，以假亂真。該黨又有意見認為，如發現「跡近」賄
選的行徑須立即匯報。形勢險峻令民主黨選舉策略走了歪路，他們存
心利用抹黑手段牽制形勢大好的建制派，不管指控是否成立，只管四
處散佈不確信息，造成草木皆兵，人心惶惶，選民動輒受賄的印象。
最近類似的指控，包括由民建聯現任屯門區議員有分參與的屯門區婦
女會被指以享用多種社區服務的權利招攬市民入會，以及民建聯和新
界社團聯會以專車接送北區居民參與港島的請願活動並以特惠午膳招
待請願者。

這類濫指賄選的報道，隨 區選臨近越來越多，效果頗能聳人聽
聞，可是指控蒼白乏力，最後還是不了了之。從民主黨是次退修會的
觀點可以看出，這些捕風捉影的「舉報」，實在有跡可尋，政治套路
非常明顯。民主黨以至反對派，所以以賄選大舉抹黑建制派，不過要
再次攻佔道德高地，故伎重施而已，目的就是要往自己臉上貼金，賣
弄清高，自己技不如人卻笑指別人方法不道德，頗有「精神勝利法」
倒果為因的意味。
在非選舉期內推行物品贈與活動也是一種社區服務，如果認為這也

是賄選行為的話，未免上綱上線了。相對台灣選舉前仍能大派贈品大
搞歌舞秀的自由氣氛，香港的選舉規定已經非常嚴格，候選人限制很
大，如在非選舉期內也不能推行適切的優惠活動，派送居民關心的節
慶物或日用品，諸多掣肘，民選議員又如何貫徹為民服務的理念？民
主黨服務不如人，倒過來指建制派積極拓展的地區服務有賄選嫌疑，
只是酸葡萄心態作祟而已。
其實，反對派邊裝清高，禮物卻邊裝邊派。他們避重就輕地忽視民

協、個別反對派人士甚至民主黨自身大派禮物大搞低廉社區旅行的行
為，雙重標準，虛偽絕倫。今年反對派自知形勢不妙，抹黑攻勢提早
半年開始了，假訊息戰才是選民更要提防的選舉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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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
發表聲明，宣佈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前景由
「穩定」下調至「負面」。這意味 在未來6至
24個月內，標準普爾公司有1/3的可能性，將
美國主權信用AAA級做出下調評級。美國作
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主權信用評級下調，又
意味 美國可能繼日本、歐洲之後爆發主權
債務危機。此信息一披露，無異於向美國和
國際市場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既引發了市
場恐慌，也引發了政治紛爭。

美主權評級下調全球市場響警鐘
幸而美國和全球資本市場做出聞風喪膽似的

暴跌反應之後，又漸趨平靜。表面看，標準普
爾公司對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前景的下調，似乎
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其實不然，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正如世界著名投資大師吉姆．羅
傑斯所言：「美國現在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
的債務國，而且正在加速惡化。」如果美國政
府對此應對處理不當，其主權債務危機必然如
期而至，屆時美國和全球的經濟復甦將夭折，
必將再度陷入新一輪更為嚴重、更為慘烈的金
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世人必須清醒地看到，美國自二戰結束以

來，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一直是帶動世
界經濟復甦、增長、發展的「火車頭」，而且
全球金融市場的運行也是建立在美元投資和
美國主權債務無風險的假設基礎上的。2008
年，由華爾街金融海嘯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
機、經濟危機，已經歷史地宣告了美元和美
國主權債務無風險神話的破滅。對於美元和
美國主權債務一觸即發的危機風險，必須未
雨綢繆才有可能防範或降低風險。由此而
論，標準普爾此次下調美國主權債務信用評
級前景為負面，不僅給美國政府和政界以當
頭棒喝，而且也向美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發出
了警告，向全球市場敲響了警鐘。
自1941年以來，無論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年

代，標普對美國信用評級都是持續保持最高
AAA評級。自1991年標普推出國家信用前景
展望評級以來，也從未給予美國主權信用前
景的負面評級。此次做出負面評級，實屬不
得已而為之，也可以說為時已晚了些。標普
從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出發，遲遲才做出如此
評級，已經有失公允和失職。當然，標普現
在做了，也不失亡羊補牢。事實是，在標普
維持AAA評級的19個國家中，美國債務狀況
是最差的，也是目前唯一的前景展望為負面
的國家。

美減赤乏力世界擔憂
更為要緊的是，在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問

題、國家主權債務問題都是政治問題，而美
國當前的政治生態環境使得美國民主黨和共
和黨之間，政府同國會之間，圍繞破天荒的
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問題的政治紛爭，已經
到了必須協議解決的關鍵時刻，可謂刻不容
緩。奧巴馬政府受到共和黨和國會的制約，
加上自身的問題，尚缺乏解決債務危機的信
心與決心、動力與行動，更未提出解決債務
和赤字問題的清晰戰略。由此，標普對美國
兩黨、政府和國會解決債務危機的政治意願
感到悲觀，從而發出下調評級以示嚴重警
告，旨在促使兩黨、白宮和國會嚴肅對待債
務危機，並就解決方案做出政治妥協，達成
政治協議。對此，世人都拭目以待。
標普此次下調美國主權債務的前景至負

面，既凸顯美國主權債務的危機性，也凸顯
了美國信用的風險性，而國際社會和全球市
場更增加了對美國信譽的懷疑，從而對作為
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地位更加質疑，並對美
元貶值，對美國轉嫁債務危機、金融危機、
經濟危機更加擔心和恐懼。由此而引發全球
性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幾率就
更高。對於持有上萬億美元美國國債的中國
來說，這是何等的擔憂，何等揪心啊；唯有
及時啟動預警機制、防範機制，將風險和損
害降低，是為上上策。

投資者需提高警惕及早應變
再者，由於投資者對美國主權債務償還能

力的擔心，對債務危機風險的恐懼，勢必拋
售美國國債，從而加劇美元貶值，而且還會
導致美國更難借債來填補赤字和支持經濟復
甦；另一方面又會造成美國借款利率和成本
的提高，勢將導致最終提高銀行和企業、房
屋主的借貸成本，從而引發雙底衰退，致使
美國經濟更加危機重重。
針對標普對美國主權債務前景的負面評

級，美國財政部第一時間做出了回應，認為
標普低估了美國解決國債問題的能力。美國
財政部負責金融市場的助理部長瑪麗．米勒
發表聲明：「標普此舉低估了美國領導人應
對財政挑戰的能力。奧巴馬總統前不久已經
表示，解決當前財政問題在美國能力範圍之
內。奧巴馬已啟動了一個兩黨合作進程，這
將讓美國在達成恢復財政責任平衡方案的問
題上取得進展。美國經濟正在增長，兩黨都
認為目前是降低財政赤字率的時候了。」但
願如此，唯有如此，方能讓美國社會、市
場，國際社會、市場鬆口氣，不至於對美國
主權信用完全喪失信心。然而，一切都充滿
變數，充滿風險，還是提高警惕，及早應
變，即時應變，靈活應變為妙。

在2011年4月18日香港高等法院有關法官裁定東涌
居民朱綺華於2010年就特區政府環保署長關於港珠澳
大橋三段的其中兩段環境評估報告提出司法覆核勝訴
後，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先是在4月27日《明報》評
論版發表題為《為何港珠澳大橋判決令700萬市民受
惠》，接 ，又在4月29日《信報》23版以及4月30日
和5月1日《信報》12版分別以《港珠澳大橋環評判決
的深層意義》和《政府欠市民的一份功課》為題，以
連載形式發表另一篇長文。這些文章，涉及一系列問
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應當如何準確地理解和執
行《基本法》第八十四條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依
照本法第十八條所規定的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
律審判案件時，「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
作參考」的規定？
以港珠澳大橋所涉及的環境保護標準而言，香港能

否「畢其功於一役」地立即趕上國際先進水平？
香港應當如何在發展與環保之間確立和維持適當平

衡？過去重發展而輕環保固然不對，難道應該走向另
一極端——重環保而輕發展？

為什麼公民黨向港珠澳大橋發難
關於這一系列問題，筆者已在其他文章中論述，這

裡，提出來又一個問題討論：為什麼公民黨向港珠澳
大橋工程發難？
黎廣德在4月29日《信報》文章中稱：「自回歸以

來，社會輿論受到『兩個凡是論』干擾——凡是中港
融合的基建，必屬策略性投資；凡是策略性投資，必
不計較成本代價。這種歪理使任何希望以科學分析和
冷靜討論以協助決策的訴求，成為『政治不正確』的
罪過；塱原支線如是，西部通道如是，高鐵也如
是。」
黎廣德在4月30日和5月1日《信報》文章中重申：

在港珠澳大橋工程上內地「被香港放了一次鴿子，或
許未必是件壞事，真要與香港接軌，『法制』其實要

比『大橋』更重要」。
所謂「兩個凡是論」是某些人自己炮製的「假想

敵」，而黎廣德把塱原支線、西部通道、高鐵和港珠
澳大橋「一網打盡」之心則是昭然若揭！暴露公民黨
不只是反對或阻撓涉及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的一個
工程，而是反對或阻撓所有涉及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
化的重要項目。
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是由兩地市場力量長時間奠

定基礎，經由CEPA簽署、生效並一次又一次深化和
擴大來不斷推動的，已形成不可阻擋也不可逆轉的大
趨勢。融合是對應的，既不是香港單方面與內地接
軌，也不是內地單方面與香港接軌。稱「真要與香港
接軌」便必須如何如何，所散發的不正是所謂「大香
港主義」？
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重要基建工程不可或缺，

兩地法制差異妥善協調也不可或缺。將後者凌駕於前
者，同以「兩個凡是論」來一概否定至今涉及兩地融
合的所有重要工程，是打 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獨立
的幌子，反對或阻撓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

膨脹所謂「司法獨立」
公民黨又稱為「大狀黨」，是從「基本法23條關注

組」起家的。起初阻撓《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接 是改名為「基本法45條關注組」，繼而演變為公
民黨，曲解《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企
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中另搞一套。
以法律專長來與反對派其他政治團體相配合又相區

別，是公民黨及其前身的一貫手法。問題是，公民黨
不斷地膨脹所謂「司法獨立」的地位和作用，將之高
高凌駕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和立法，到了濫用法
治的地步。
公民黨前身在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四十五

條和第六十八條發表似是而非的言論和採取蠱惑人心
的舉動時，由於所涉及的都是政治問題，而香港社會
主流民意和相應的政治生態仍然強調「兩制」在政治
上的差異尚具迷惑性。然而，今天，經濟講「一國」
已成為香港社會主流民意的共識；儘管政治上對「一
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仍未形成共識，但是，
誰若反對或阻撓涉及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工
程，則必將玩火自焚。
港珠澳大橋是至今所有涉及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

重要工程之中最重要的一個項目，對於香港整體和長
遠利益具有「凌駕性」。2004年中，特區高等法院在
裁決有關團體與特區政府關於維港填海訴訟時，是以
對香港公眾利益是否具有「凌駕性」為準則。今天，
香港社會應以此準則評析公民黨言行；也希望司法界
遵循這一準則。

公民黨濫用法治能奏效嗎？

■港珠澳大橋設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