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7日，法國媒體公佈了一項民調結
果：在有意參選法國2012年總統的候選人
中，現任總統薩科齊在首輪選舉中最多只能
夠得到16%的選票；社會黨候選人卡恩可獲

得23%的選票；極右翼勒龐可得票17%，仍然比薩某高一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在首輪選舉中，薩科齊將被淘汰出局。如果薩科齊和其他
社會黨候選人競爭，其得票率會高於社會黨候選人。正因為這個民
調，葬送了被法蘭西人稱為「歐元區經濟危機的拯救者、法國貢獻給
世界的最傑出專業人才」的卡恩，變成西方民主的犧牲品。
去年底法國媒體的另外一項民調亦顯示，如果卡恩與薩科齊進入

2012年總統選舉第二輪對決，卡恩將以超過六成的選票擊敗薩科齊低
於三成的選票而輕鬆當選。也是因為差距懸殊的民調，使薩科齊費盡
心機，並全力為明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下盡工夫甚至採取不惜將法蘭西
捲入戰爭泥潭風險等手段頻頻出擊。連番行動雖然也曾經提高薩科齊
的支持率，但總是曇花一現，很快其支持率又跌落到20%以下。持續
居高的支持率，使卡恩成為政客之間爭鬥的「炮灰」。

西方競選衍生「萬花筒」
競選是西方民主的特色之一，也正是這個特色，使西方競選衍生出

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的「萬花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
恩，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政治家，法國社會黨黨員，任法國財政部
長時成績卓著，2007年9月獲選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近期
「在酒店內試圖強姦一名酒店服務員，觸犯美國法律」被警方拘留。
有陰謀論者卻認為，卡恩的被捕，實際上是因為其致力強歐元政策，
「傷害了美元利益」；以及「民望太高」而準備競選法國總統；和總
裁的位置「油水多」，引來多多政客的垂涎。
卡恩2007年就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後，致力推動國際貨幣多元

化，對稱霸多年的美元霸權產生了巨大的打擊和影響。2008年當西方
世界發生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頻現紅線之時，卡恩力挽狂瀾，出
謀獻策拯救了歐元。歐元的表現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美元的地位，始終
使華盛頓耿耿於懷。當然卡恩被戴上手銬，最大得益者是薩科齊。他

不僅可以避免第一輪就被淘汰出局的命運，而且有最終勝出的可能。最新民調還顯示，
卡恩出局，薩科齊和其它社會黨候選人對決的勝算非常高。

被捕前就有媒體搶先報道
卡恩事件最令人困惑和不解的是，為何卡恩被捕前，就有包括路透社等西方媒體搶先

報道了這則新聞，顯示事件絕非普通「性醜聞」。眾所周知的是，薩科齊是法國歷史上
最親美的總統，也是支持率最低的總統，讓卡恩在美國身敗名裂，有利薩科齊順利當
選，並和美國「建立更緊密關係」。已故法國總統密特朗曾經說過一句名言：「美國政
客是最善於利用追究性醜聞幹掉對手的，如果法國像美國那樣追究性醜聞的話，巴黎的
所有部長都需要辭職」。密特朗的話從另一側面說明西方政客的「趣味性」。
卡恩出事後，歐元快速下滑，並已跌到近期新低；被卡恩拯救過的希臘，更一發不可

收拾，國債利率竟然狂升到25%。全球金融界現在擔心的是，新總裁是否會繼承前任對
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處理方法。卡恩「辭職」後，包括美國財長蓋特納等西方金融界
「大師」及希望繼任IMF總裁的人選均迫不及待紛紛粉墨登場。其中已獲得德國、意大
利、奧地利、瑞典等國支持的法國財長拉加德呼聲最高，英國財相奧斯本、前任首相布
朗也不示弱，快速登台表演，顯示卡恩事件的確是西方政客的政治角力。

孫子兵法有曰：善戰者，求之於勢。解
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上將訪美表面上看未
得到具體的實利，但是，可以看到中國軍
方沒有忘記老祖宗的教誨，在建立中美新

型軍事關係中，㠥重謀劃大勢，而事實上也不斷得勢。陳炳德訪美
前，聲稱兩軍發展關係存在三大障礙：對台軍售、美國軍機軍艦頻
繁抵近偵察、美國國內法限制。陳炳德和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
倫上將談下來，馬倫沒有在三大障礙上有所公開承諾，不過失口說
了句「支持北京和平統一」。

中國軍方㠥重謀劃大勢
陳炳德「很負責任地」說，解放軍在沿海「只有駐防部署，沒有

作戰部署，也沒有導彈部署」。台灣「國安局長」蔡得勝第一時間
回應，透過衛星照就可以「戳破」陳炳德的說詞。事實上，蔡得勝
的纏鬥沒有任何意義。陳炳德沒有嚴格定義「沿海」範圍，江西、
浙江、安徽是否沿海？不得而知。在這裡，大陸的中程導彈可以覆
蓋台灣，況且中程導彈可以隨時移動，台灣的反駁其實是看到中美
兩軍交流大勢向㠥有利大陸而不利台灣的方向發展，擔心美國最終
會順應北京的要求削減對台售武。其實，蔡得勝的反駁沒有考慮到
馬英九的連任競選的大局，是鼠目寸光。馬政府其實應該接過這個
話頭，說明這是馬英九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成果。

陳上將得勢，有一個顯著的標誌點，就是當㠥馬倫的面，指美對台軍售，以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管外國的國內事務，「太霸氣了」。同時也警告，如果美國售予台灣F16
戰機，將嚴重影響中美關係。另外，他也表示，有美國議員向他表明，將考慮修正《台
灣關係法》。筆者相信，美國雖然在對台軍售留一手，但是經過和北京這麼多次交手，
越來越有顧忌。事實上，考慮到中國的崛起，考慮到中國在世界事務的影響力，也考慮
到適當的中美關係符合美國的利益，在美國甚至有智囊聲言要拋棄台灣。聯繫到這些情
況，馬倫支持中國和平統一的「失言」，其實也可能是心裡話。

韜光養晦 驕兵縱敵
平實而言，中美兩軍從對抗到發展新型軍事關係，這是大勢，亦是北京謀求並逐步得

到的大勢。北京描繪這種大勢的新特點是，雙方處於平等的地位；保持密切對話與溝
通；以互惠原則處理雙方的利益關係；通過「機制」保障發展；以提高公共軍事安全為
重點；積極為消除「三大障礙」作出努力。筆者相信，以上還有北京一廂情願的成份，
但當下美方的回應也顯示這是方向。去年，北京抗議奧巴馬政府批准新的對台軍售，主
動停止兩軍交流，倒是美方不斷主動要求重造兩軍關係。而這次陳上將訪美，美方的立
場已顯示顧及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年北京在處理中美兩軍關係，展示了超乎想像的承受力。這說明

北京軍方對於國家未來發展大局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對於中美兩國戰略關係的發展有非
常清晰的定位，對於中美兩軍關係的發展也有非常清晰的定位。這應該說，這就是北京
軍方謀大勢而不斤斤計較「一城一地」之得失的底蘊。
過去十多年，經歷過台海危機、「炸館」、「撞機」、朝鮮半島危機等周邊衝突的考

驗，北京軍方「鬥而不破」，既體現韜光養晦的大方針，也不乏驕兵縱敵的策略。事實
上，北京「鬥而不破」的一套潛規則，也為美方默認和接受。自然，任何戰略策略都是
建基於實力。美國很清楚，北京核武擁有摧毀美國的能力，而中國的綜合國力正不斷上
升，迫使美方準確定位兩國不允許大戰，因此陳上將始有今天的大勢。

奧巴馬提出的以巴和平構想，無異於是一張新的中東和平路線圖，他試圖改變過往美國一貫偏袒以色列的

角色定位，努力回歸更加中立和平等的立場，以舒緩中東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緒，有助消除以巴雙方數十年

緊張對峙和流血衝突不斷的格局，但也將引起西方傳統勢力、猶太財閥的強烈反彈。奧巴馬的新中東政策可

能步履維艱，但畢竟是一個好的開端，是美國中東策略的一次深刻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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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多年，經歷過台海危機、「炸館」、「撞

機」、朝鮮半島危機等周邊衝突的考驗，北京軍方「鬥

而不破」，既體現韜光養晦的大方針，也不乏驕兵縱敵

的策略。事實上，北京「鬥而不破」的一套潛規則，

也為美方默認和接受。自然，任何戰略策略都是建基

於實力。美國很清楚，北京核武擁有摧毀美國的能

力，而中國的綜合國力正不斷上升，迫使美方準確定

位兩國不允許大戰，因此陳炳德上將始有今天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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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的新中東政策面臨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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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重罰黃成智恰如其分
馬　彥

5月2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就中東政策發表演說時，公開呼籲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應重回1967年6月的中東「6日戰爭」之前的
雙方邊界劃分，作為展開新一輪和平談判的基礎，以解決持續數
十年的以巴衝突問題，從而為兩國重新確立「安全並獲得國際承
認的邊界」。

美為控制中東長期扶植以色列
歷史上，「中東」是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而提出的一個地理概

念，它包括埃及、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約旦、科威特、巴
勒斯坦和以色列等18個國家和地區。面積740萬平方公里，它銜接
亞、非、歐三大洲，並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戰
略地位。巴勒斯坦位於「中東」的中軸地帶，西瀕地中海，南鄰
西奈半島，扼亞、非、歐三大洲要衝，是聯結東西部阿拉伯國家
的重要紐帶。長期以來，巴勒斯坦一直是列強爭奪的主要戰略目
標，在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大規模的部族與宗教之間的戰爭。因
此，中東問題，自二戰以來也一直是美國積極介入的戰略焦點。
為擴大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勢力範圍和戰略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美國積極扶持猶太復國主義，以削弱英國的影響力。
1947年9月16日，聯合國第二屆大會成立了專門委員會進一步研

究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美蘇代表主張在委任統治結束後立即進行
分治，他們的主張獲得通過。1947年11月29日，「聯大」通過了
巴勒斯坦分治的181號決議，規定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於
1948年8月結束，其後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國和猶太國，以色列
得以正式立國。
由於中東阿拉伯世界認為聯合國對巴勒斯坦土地的分割極不公

平，圍繞以巴問題的衝突和戰爭已不可避免。1948年5月15日凌
晨，為爭奪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聯軍爆發大規模的戰爭，
史稱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果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下取勝，阿拉伯
聯軍戰敗，第一次中東戰爭成為了整個中東亂局的開端和導火
線。之後中東各國捲入了西方集團利益交織與紛爭的戰爭漩渦，
戰火綿延不絕。1956年10月29日，英法為奪得蘇伊士運河的控制
權，聯合以色列，對埃及發動了突然襲擊，第二次中東戰爭爆
發。1967年6月5日早晨7時45分，以色列出動了全部空軍，對埃
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所有機場進行了閃電式的襲擊。空襲半小

時後，以色列地面部隊也發動了進攻，阿拉伯國家開始奮力抵
抗。6日後戰爭結束，阿拉伯國家慘敗。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第
三次中東戰爭，史稱「六日戰爭」，其背後是美蘇在中東地區的
角力。從此，中東阿拉伯世界的強弱格局和領土分割歷史徹底改
寫，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和強勢影響得以完全確立。以色列成
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鷹犬和代言人，長期得到美國的縱容和支
持，巴勒斯坦走上了武裝抗爭與艱難復國的漫漫征途。

內政外交形勢需要新的中東和平政策
奧巴馬於此時提出了新的中東和平路線圖，既反映中東大局完

成勘定，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地位已得到進一步鞏固；並且在新的
全球戰略格局下，繼續維持中東地區的武力壓制的態勢已不合時
宜，有必要重新修復與調整美國對阿拉伯國家的定位與關係。同
時，也反映出奧巴馬上任伊始，致力於重振美國經濟和構建中東
和平的政治夢想，終於找到了合適的契機和將取得實質性進展。
其提出新的中東懷柔策略，也為其爭取下屆美國總統競選連任，
埋下伏筆。
首先，自80年代後期蘇東解體後，美國已迅速填補了前蘇聯在

中東和中亞地區的勢力真空。北約東擴戰略，使美國等西方利益
集團對東歐及中俄戰略的切割與圍堵日見強勢。中國專注發展自
身經濟，不干涉別國內政；俄羅斯則已無力和無暇顧及中東事務
及重建影響。美國雖保持警惕，但已大大鬆了一口氣。
第二，2003年初，美國以莫須有罪名發動入侵伊拉克戰爭，使

其軍力武備直插阿拉伯心臟「波斯灣」，更鞏固其軍事戰略在該
地區的滲透影響。如今伊拉克政局勘定，中東「油元」控制戰略
已取得勝利，奧巴馬以和平使者的身份開始撤軍。同時，美國策
劃演進多年的中東封鎖、拉攏、分化、打擊和制裁等策略也取得
顯著成效，阿拉伯各國間的相互猜忌、傾軋、分裂和紛紛倒向西
方的「茉莉花」運動讓美國竊喜，也為奧巴馬謀劃「新的中東和
平路線圖」創造㠥機遇。
第三，今年5月1日，恐怖魔頭拉登已被美國特種部隊秘密剿

殺，給國際恐怖組織阿爾蓋達一次沉重打擊，美國在阿富汗反恐
軍事行動告一段落，奧巴馬承諾的全面撤軍行動壓力漸顯。因
此，也迫使其必須在以巴爭端為核心的中東政策上，提出有別以
往的和平路線圖，以構建奧巴馬在美國本土和中東地區，乃至全
球的強勢影響，為爭取下屆總統連任夯實基礎。畢竟奧巴馬還是
一個頭頂諾貝爾和平獎光環的總統。

新中東和平政策將遭遇重重阻力
奧巴馬此時大膽提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持久和平，

必須基於『雙方共同存在』的基礎上，而兩國的邊界，應當是回
到1967年『六日戰爭』前的邊界。」，藉以建立新的中東和平格
局，可謂押下重注，意在把握時機，重啟以巴和平談判。奧巴馬
的提議將徹底改變以色列長期據守的邊境現狀，有助構建新的中
東和平格局，現已遭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及其內閣的強烈反
彈，顯示奧巴馬的「新中東和平路線圖」步履維艱，且將面臨西
方社會、猶太財閥和阿拉伯民族的嚴峻考驗。但這畢竟是一個好
的開端，是美國對以巴問題和中東策略傳統思維的一次深刻轉
變。

西東張
望

走西方
廊

立法會議員黃成智2008年參選立法會選舉時，虛報社工專業資
歷，事件擾攘三年，近月終被社會工作者註冊局裁定嚴重違紀，
黃成智被罰停牌半年。不過，黃成智對於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欺
世盜名的行為，不但未有正視他虛報社工資歷的失職行徑，還諉
過註冊局政治打壓，對他定下過重的懲罰，全無悔意。黃成智屢
屢無視社工專業註冊制度，並非偶爾失責那麼簡單，如仍不接受
對他停牌半年的罰則，還企圖將事件政治化，假裝受害者，那只
能反映他太厚顏無恥了。
社工註冊局的判罰理據非常清楚。註冊局嚴斥黃成智沒有註冊

仍聲稱社工早有前科。除了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期間虛報之外，
他也曾於2007至2009年期間，長達兩年持續忘記、擱置、遺漏而
未有續牌，這些行為，明顯不符專業社工的要求和水平。事實
上，黃成智已是資深社工，熟悉社工每年續牌的註冊要求，不可
能不知道或忘記續牌，更不可能不知道不續牌就不能自稱社工，
他所以那麼「疏忽」，反映他心裡根本不將註冊制度放在眼內，
態度輕佻，虛報失職，他堅持事件只是他「無心之失引發的結果」
是難以服眾的。
社會對立法會議員的操守要求，本來就比一般人要高。社工註

冊局是次重罰黃成智，很能配合他作為一名立法會議員和資深社

工的身份。懲處恰如其分地告訴公眾，虛報社工資歷是嚴重行
為，任何人如偽冒社工撈取好處(包括政治好處)，均應重罰。黃
成智作為公眾人士，一舉一動，對行業和社會均會造成重大影
響，立下負面榜樣。如果他堅持自己忘記註冊的懲罰標準，仍能
和一般專業社工看齊的話，那只能說明他並未意識到自己的身份
和事件的負面效應而已。
其實，對收取每月七萬元議員酬金的黃成智來說，停牌根本搔

不㠥癢處，對他毫無影響，他不當社工，仍然三餐無憂。況且，
由2011年3月30日起停牌半年，他復牌後離2012年立法會選舉仍有
一段時間，是次懲罰不會影響他參與明年立法會選舉的選情。事
件更應注意的，是黃成智當年蓄意隱瞞和誤導選民，甚至可能觸
犯刑事罪行條例。事實上，黃成智當年參選立法會虛報社工註冊
資格，藉以強化專業形象，已從選舉中得到好處，既然社工註冊
局已裁定他違紀行為嚴重，選舉事務處更應進一步考慮褫奪其立
法會議員資格，這樣方能如實收到懲罰之效，維持選舉公正。
黃成智作為公眾人士，屢屢輕視社工專業註冊制度，如不重

罰，不但在社工行內立下極壞先例，更予公眾社工專業形同兒戲
的印象。屢犯屢錯的黃成智仍強調他只是「疏忽大意」，不用重
罰，實是避重就輕，誤導公眾。

冷靜看待中國影視市場的火爆
姚榮銓　姚　姚

前不久隨中國電影基金會代表團訪港澳，從李前寬團長口中得
知去年中國電影票房飄紅，首次打破100億的紀錄。但是喜中有
憂，觀眾人數不是上升反而下降，得了一個負數紅字！可見這個
百億票房紀錄有點「虛胖」，是靠高票價撐的場面。一方面說明
我們一部分人的確富起來了，能夠忍受得了文化高消費，還有就
是幾位大導演、大影星確實有能耐賺到高票房。另一方面則須冷
靜思考了。
代表團裡有位見過世面的女明星向筆者透露：我國這個發展中

國家比發達國家的票價更貴！這難道合情、合理、符合市場規律
嗎？既然我們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注意貧富差距不能太離
譜，文化消費、精神食糧也要讓盡可能多的人消費得起、共用得
到才是。不要讓文化高消費趕超高房價，又要勞煩總理出來講話
吧。還有位初出茅廬的導演對我「哭訴」，他的片子蠻多觀眾要
看，可還是給院線撤下來了。我們人口比美國多得多，而銀幕反
倒少得多，近幾年由4千塊增到6千多塊，比美國的4萬塊還是差
一大截。如此供不應求，票價怎麼可能讓院線者心甘情願降下來
呢？！

近日還得知中國電影產量世界排名老三，電視劇集更是全球
NO1。去年電影出產了526部，但是能幸運上院線的不到30%，上
海有關方面想「盤活」庫存電影，成立了「存量影片研究中
心」，還要每年發佈「研究報告」，出版「中國電影流通藍皮
書」。試想幾乎報廢的350多部要用多少人民幣拍出來，浪費多少
人力物力，挽救這些電影值得稱道。但是，電影最市場化的美國
以實踐告訴我們，電影市場比一般市場的「二八規律」更殘酷，
一般商品是20%的大企業佔領市場80%的份額，80%的中小企業
僅佔20%市場份額。電影這個文化創意市場則是由5%的企業佔
80%的市場。美國4萬塊銀幕都救不了眾多的影片，中國更要研究
如何控制電影生產的數量、嚴格講究品質才行。對於草台班子、
粗製濫造、欺人詐財的倒不妨出個「厚皮書」，予以曝光！
去年1.4億集電視劇，雖有8000萬集沒進冷宮，但是真正熱播的

也僅僅4%，同電影的「量多質劣」差不多，更該提醒的是，有些
收視率高的電視劇品位並不高，並非上等的精神食糧，有人直言
不諱地說：「笑過之後想哭，吃過之後倒胃」，如此「NO1」有
何值得炫耀？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日前訪美時，在白宮當場拒絕奧巴馬
提出的以巴邊界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