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亞洲將軍的名字和思想，對於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意義。

美國的精英階層——特別是軍方和參
與對華政策制訂的人士——對於中國國

防大學的這位政委特別關注；這位在美國曾經待過一年、能說
英語的將軍，其與眾不同的戰略思考，對未來的中國、中國的
軍隊、中美關係乃至於全球戰略格局有何影響，一直是超級大
國智庫研究的課題，如今他們有了一個比較完整比較可靠的有
關劉亞洲本人及其思想的文本，就是讀者面前的這本書。當
然，作者並非是為美國人，而是為所有的讀者而寫的。

思想受到美國精英階層關注
世界進入了G2時代，不管你喜歡與否。在這個背景下應運而

生的本書，也切合了主題：劉亞洲與戰略。劉亞洲近年僅見的
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美世紀博弈：開闢世界歷史新時代》，其實
更適合作為本書的序言，因為文章更準確更清晰地表達了對於
人類進入G2時代的看法，這種看法是劉亞洲思想的特點：

「在我看來，21世紀中美兩國的競爭，用『賽局』的概念更
為適宜，就是比賽誰發展成就更優，誰綜合國力提升更快，就
是決賽誰能夠成為更好引領世界進步的『冠軍國家』。」「21世
紀的中美競爭，不論是一場『賭局』還是一場『賽局』，都標誌

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新時代。一個最年輕的世界大國美國，
與一個最古老的世界大國中國，在太平洋的東西兩岸遙遙相
對，展開了人類歷史上一場最偉大壯觀的『大國博弈』。如果說
這是一場『賭局』，那麼這是兩個偉大的對手。如果說這是一場

『賽局』，那麼這是兩個偉大的選手。立足於亞洲大陸和美洲大
陸的這兩個偉大對手或選手，成為21世紀國際舞台中心兩個光
彩奪目的主角，他們的競賽和競爭，將是世界歷史上大國競爭
空前精彩的演出。不論這場『賭局』或『賽局』的結局如何，
這兩個國家都會有新的進步和發展，人類社會都會有新的動力
與活力，整個世界都會有新的面貌和局面出現。」「中美競爭作
為一場世紀賽局，對雙方來說，其過程，都波瀾壯闊；其結
局，都精彩輝煌；其影響，都深遠持久。」 從這段引言可以看

出，劉亞洲不是從戰勝美國這個角度，而是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
兩個大國之間的「賭局」或「賽局」的；這是思想家從星空俯瞰地球的角度，
這是真正的戰略的高度。

了解G2時代中國大戰略的重要參考
什麼是劉亞洲將軍的戰略思想，讀完此書便知，雖然有人可能看不懂，正如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最簡單明瞭的思想，也是最難以理解的思想」。
引用陀氏的這句話，也是因為本書作者在書中提到，對劉亞洲影響最深的作

家之一就是這位俄羅斯文豪，從這裡可以看到這位中國將軍的思想特色。
我想起了一個美國將軍，就是現任駐阿富汗的美軍總司令麥克里斯托爾（現

已離職）。這是一位典型的美國軍人世家子弟，軍校出身，軍伍多年，歷經多
場戰爭。他平時讀得最多的書，是莎士比亞。如果這位將軍也經常讀托爾斯泰
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懂中文，我會對他更有敬畏之心。我當然不是貶低莎士比
亞（莎士比亞又豈是誰人能夠貶低的），而是舉例說明，在劉亞洲和麥克里斯
托爾之間，誰更具有全球戰略眼光，誰擁有更多先進思想的資源。

一本書出版之後，就開始了它的命運，這是作者和被描述者都無法控制的。
本書的命運如何，非我所關心；我能肯定的是，要了解G2時代中國的大戰略，
既包括強軍，更包括強國的大戰略，本書（尤其是附錄的《劉亞洲經典文錄》）
一定能讓你掩卷而思，甚至讓你夜不能寐。

（《劉亞洲與中國當代戰略》，作者金飛，香港文匯出版社印行）

一問何俊仁：你是哪民族？你是哪國人？你敢不敢回答：籍貫是
中山，屬於中國人？敢，「根」既在中山，聽聞孫中山先生否？記
住中山先生革命的目的是「振興中華」否？記住他「願諸君將振興
中華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否？如今中華已經恢復，民族正
在振興，何先生為何抗拒讓青少年認同國民身份，豈非背叛孫中山
先生訓示，數典忘祖？

二問何俊仁：你流甚麼血，你為何姓何？答曰：黑眼睛黑髮黃皮
膚，長大以後是龍的傳人；流在心裡的血，澎湃 中華的聲音。你
可以不承認你的父母，但不能更換你的DNA；你姓何是百家姓的
大姓之一，姓何人才輩出，故唐李商隱有詩讚曰：「霧夕詠芙蕖，
何郎得意初」。你不可辜負姓何中國人的期盼。

抗拒青年認同國民身份
三問何俊仁：你宣甚麼誓？違背承諾否？你成為立法會議員時莊

嚴誓詞：「我謹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議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服務」。信誓旦旦，也就應承認自己是「不可分離」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員，為何怕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呢？

四問何俊仁：維權與「六四」，怎可成「教材」？舊中國淪為半
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人「權」在哪裡？「六四」只是一場政治風
波，比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新中國成立、改革開
放，孰重孰輕？為何無視國情歷史，要顛倒輕重，不分是非主次？

五問何俊仁：民主與人權，何能代替國家？一個沒有國家的遊
子，一些如漂泊無依的浮萍去哪裡凝聚？何處說人權？向誰要民
主？排華、反華的慘痛事實不正說明沒有國家的強盛就沒有華僑的
人權、民主和地位嗎？

六問何俊仁：報憂不報喜，為何專報憂？中國今天的強大、富
裕，難道是因為憂多於喜嗎？是缺點大於優點所致嗎？如你邏輯，
豈非中國政府犯了大錯，才有今天成為僅次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才有中國人民陸續步入小康？

抹黑國民教育 居心何在？
七問何俊仁：不強調成就，要強調甚麼？中國政府及其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從來就

不隱瞞革命和治國存在的錯誤，這從多次的政府工作報告和黨的歷史決議可以見到。但
領導中國走向偉大的復興卻是重要的成就。只有外國反華勢力才在不斷挑毛病並擴大，
以便推翻這個中國人民的政府。

八問何俊仁：愛國與政府，如何能分割？我們因唐「貞觀之治」而強盛，被稱為「唐
人」，愛國能與唐朝分割嗎？我們愛今天中國的富強，但就應不愛帶領中國邁向富強的
中國政府嗎？

九問何俊仁：推行過於「倉促」，要等到何時？回歸十四年，不少青少年還未知國家
歸屬，你們民主黨和「吳三桂」唯洋人馬首是瞻，往殖民泥淖越陷越深，還不洗心革
面，悔過自身，更待何時！

十問何俊仁：將國民教育歪曲為「洗腦」，是居心何在？說穿了，是抵制道德及國民
教育，是為在香港「去中國化」，是你鼓吹的「香港民主派的對手是在北京管治整個中
國的中共中央及其領導的中央政府」，搞「一邊一國」，這就是居心。

中國的戰略安全，已成為關乎國家和平發展與順利崛起的「核心利益」，及國人重大關切之焦點所在。因

此，舉國上下應予高度重視，不容妥協。美國也不要低估中國的耐心和勇氣而錯判局勢，加劇區域安全危

機。美國應真正回到「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框架和機制內，展現誠意，盡快落實有關決議，推動中美戰

略安全對話磋商，尊重和維護中國的主權「核心利益」，共同努力構建維護世界和平與區域安全的格局。

馬建波 百家戰略智庫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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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立法會否決由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提出

的「確保新科目不會被利用成為灌輸政治思想工具」

的議案及三項修正案，說明何俊仁的議案不得人心。

不少議員已就其「議案」進行批駁，本文也就此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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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的前身，即：「中美戰略對話」
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始於2004年11月，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時
任美國總統的小布什達成的「中美戰略對話」聖地亞哥重要共
識。2005年8月，首輪中美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之後，中美定期
輪莊磋商，先後舉行6次。2006年9月時任美國財長的保爾森和中
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北京啟動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

「對話」逐步由加強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與積極互動的宏觀層
面，回到「戰略經濟對話」的中觀實質領域，一年對話兩次，先
後舉行了5輪，「貿易平衡、匯率問題、環境保護和知識產權等」
成為中美對話博弈的焦點。

隨 中美兩國對話的深入與交流領域的拓寬，2009年4月1日，
在倫敦G20國集團金融峰會期間，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新任總
統奧巴馬舉行首次會晤時，一致同意確立了中美新型「戰略與經
濟對話」機制，它既是前兩種「對話機制」的統一和戰略層級的
提升；也是中美戰略對話機制一個涵蓋「宏觀、中觀和微觀」的
系統架構的形成，及標誌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將更深入
地落實到「加強G2雙方戰略合作，推動實質戰略經濟互惠與維護
相互尊重戰略安全」的核心利益與共同關切的利益層面。同年7
月27日-28日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成功舉行；次
年5月24日-25日史上最高規格與規模的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
對話」在北京舉行。中美雙方共同開啟了由「對話博弈，走向合
作共贏」的時代。

中美開啟「對話博弈，走向合作共贏」時代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5月9日美國首都華盛頓迎來了第三輪「中

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舉行，美方高規格的接待和雙方高級別官
員的共同主持，展示了中美對話的份量，且均肯定了「中美兩國
關係合作大於分歧」的主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和財長蓋特納更
以中國諺語「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及「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建言雙方攜手，共同應對新挑戰。本次對話雙方共達成48項重要
成果，除了「促進中美元首等高層交往；在平等與尊重基礎上展
開人權建設性對話；促進雙方能源科技與環保合作；及簽署《中
美關於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和經濟合作全面框架》
協議等」亮點外，更引人關注的焦點和亮點就是「雙方將在中美
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框架下全面展開中美戰略安全對話。即是說，
中國已將中美對話機制中，及未來全球和平與可持續經濟發展
中，雙方最為核心和關切的戰略焦點「中美戰略安全對話機制」
提上了議事日程。

無庸諱言，中美經濟要保持強勁與可持續、平衡發展，最終
實現互惠共贏，將取決於未來中美雙方的真誠合作與尊重互
信；更取決於全球與區域局勢的安全，及地緣政治的穩定。中
美作為引領全球經濟的兩大動力引擎，在維護全球及區域和平
與安全中將扮演積極而重要的角色。尤其作為世界頭號超級大
國和武備滲透歐亞非的軍事霸權—美國，其在相關領域的責
任、作為與誠信，將極其敏感和備受世界關注。因此，在新型

全球化格局下，舉行中美雙邊「戰略安全對話」尤為重要和必
需。

然而，對美國而言，自二戰之後和美蘇冷戰對決期間，美國為
攫取和擴張帝國軍事、政治與經濟利益，多年的處心積慮與霸權
滲透，已使其完成全球化的戰略安全佈局，龐大的航母戰鬥群常
年游弋於太平洋和波斯灣，軍力扼守全球各戰略要衝。因此，美
國的國防力量無國能撼，美國的戰略安全根本不存在威脅，相反
卻給區域內各國構成巨大戰略安全壓力。

中國展現誠意 美國陽奉陰違
對中國而言，新中國建立後，雖積極發展了「兩彈一星」事

業，逐步構築起戰略國防之安全屏障。但自70年代末，改革開放
以來，中國致力於「韜光養晦與和平發展」，30多年來GDP增速
年均超過9%，經濟實力迅速增強，去年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截至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已超過3.3萬億美元，持
有美債超過1.14萬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中國不斷增持
美債，已積極展示了與美國對話合作的誠意。

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的領海疆域一直備受鄰邦侵佔、
蠶食和威脅。東海與南海島礁主權爭議問題長期懸而未決，中國
以負責任的雍容大國姿態，提出了「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
開發」的政治主張。然而，「擱置主權爭議，並非放置或放棄主
權」，越南、菲律賓等鄰邦卻違背歷史，不斷挑起事端，蠶食我
領海主權利益、海洋資源利益和戰略安全利益。何也？就因為這
些領海區域蘊藏超過數百億噸的石油儲備和豐富的海洋生物資
源；就因為這些海域也是美國覬覦已久的霸權與能源戰略觸角延
伸所及。因此，美國耍起陽奉陰違的花招，一面與中國對話修
好；一面卻對挑釁者暗中鼓搗撐腰，揚言重返亞洲、維護美國利
益。正因為有美國的撐腰，才掀起了東海危機和南海危機。也才
助長了越南和菲律賓不斷膽大妄為的挑釁氣焰，近期更有越演越
烈之勢，越南已在敏感海域實彈射擊演習，連日示威遊行；菲律
賓則作出移走鄰國界碑標誌的荒唐之舉。他們的種種舉動都意在
固化侵佔我領海島礁主權的事實，中國的領海防禦已處於腹背受
敵的危局。

由上可見，中國的戰略安全，已成為關乎國家和平發展與順利
崛起的「核心利益」，及國人重大關切之焦點所在。因此，舉國
上下應予高度重視，不容妥協。美國也不要低估中國的耐心和勇
氣，而錯判局勢，加劇區域安全危機。美國應真正回到「中美戰
略與經濟對話」的框架和機制內，展現誠意，盡快落實有關決
議，推動中美戰略安全對話磋商，尊重和維護中國的主權「核心
利益」，共同努力構建維護世界和平與區域安全的格局。中國不
好戰，但也不懼戰，歷來主張區域內的問題，相關國家協商解
決，不容外國干涉。如果挑釁者不知收斂，繼續為虎作倀；如果
美國不識國體，繼續橫加干涉，一旦中國忍無可忍，再一次自衛
反擊戰重臨，必使中東戰線尾大不掉和經濟搖搖欲墜的美國，再
次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

南海危局考驗「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雷雄德博士浸會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

早前剛結束的全港運動會，元朗區再次奪
得全場總冠軍，而亞軍和季軍，分別由沙田
區和中西區獲得。今屆參賽各區的健兒，由
上屆的二千三百多名，增至今屆超過三千
名，實在值得鼓舞！

不知不覺，今年已是第三屆港運會了。港運
會是以十八區區議會為參賽單位，目的是在社
區層面提供非精英選手的交流和合作機會，鼓
勵各區市民積極參與體育活動，務求進一步推
廣社區「普及體育」的文化，以及增加市民對
居住地區的歸屬感，並促進十八區之間的溝通
和友誼，加強社區的凝聚力。還記得在2007年
的第一屆，當時只得四個競賽的項目，包括籃
球、田徑、羽毛球和乒乓球，並沒有受港人歡
迎的足球和游泳等項目，雖然賽事順利完成，
結果換來被質疑「全港」的代表性不足，媒體
對賽事的報道也十分冷淡。

到了第二屆，大會在賽事上的安排略有改
善。競賽項目增至六個，而且增設「活力動
感攝影比賽」及「最積極參與社區」等獎
項，加強宣傳的效果；賽事的安排大致上有
明顯的進步。

來到第三屆，賽事項目再增添兩項，共有八

個項目，涵蓋的運動技能範疇，頗算全面，的
確可以做到是一個綜合性的體育競技大會。項
目的特色包括有三大球，即是籃球、足球和排
球；三小球，即是乒乓球、羽毛球和網球，以
及展現人類極限的游泳和田項兩大奧運項目。
雖然賽事的規模與安排，不能與奧運會相提並
論，但運作的流程和網上的資訊，以及藉此推
廣本地的體育文化，均收到預期的成效。整體
而言，筆者認為可以用「漸趨成熟」來形容第
三屆的全港運動會。

港運會「漸趨成熟」
眾所皆知，若要成功推廣文化活動，就必

須得到政府與民間組織的互相合作，效果才
會理想的。體育活動本身也是一種文化活
動，是需要在長時間的歷史實驗過程中逐步
積累起來的，才能夠鞏固它的社會地位。同
樣道理，經歷了三屆港運會之後，社區上也
逐步積累起社區體育文化的意識，港運會除
了給予非精英選手更多競賽的機會外，更藉
此能夠凝聚十八區的議員和街坊，做到友誼
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

從體育發展的角度，下一屆的港運會，仍

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間，務求達到盡善盡
美。賽會可以考慮加添部分項目，進一步擴
闊社區的體育文化。由三小球(乒、羽、網) 增
加至四小球，把壁球列為競賽項目。早前本
地壁球手歐詠芝，成功闖進世界排名前十
位，激勵了本地年青球員的士氣；而且本港
壁球場的數量充裕，加入壁球項目絕對不會
影響其他項目的賽事安排。除了足、籃、排
三個隊際項目，也可以考慮加入手球項目。
本地的手球文化在各區的校際賽事上已得到
認同，全港的中學生都有接觸過手球活動。
雖然增加手球項目可能會出現比賽場地不足
的情況，但相信這問題不難解決的。

今屆的宣傳工作已有明顯的進步，但畢竟
受困於政府有限度的財政資助，而且由於賽
事本身不容許精英運動員參賽，這是影響了
媒體報道賽事的意慾。最後值得一讚的，是
一眾幕後策劃賽事的康文署員工，以及十八
區區議會對港運會支持。觀察所得，舉辦港
運會有助提升各區區議員的體育知識，有利
他們日後管理各區的體育設施。兩年後的第
四屆，適逢是本港政府具規模發展康體活動
的四十周年，期望來屆港運會更勝一籌。

全港運動會漸趨成熟

葉偉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本月7日，工聯會
將軍澳社區幹事簡
兆祺及余啟津在將
軍澳尚德 舉行了

一場居民大會，我亦獲邀出席。如事前所
料，居民最關注的是區內治安問題，現場聽
到居民反應熱烈，部分人士甚至可以用激動
來形容，若政府不妥善處理，將會令市民怨
氣增加。

將軍澳是近年發展最快的社區之一，人口
逾40萬人，正如其他社區一樣，隨 區內人
口不斷增加，亦衍生不同問題：童黨問題、
樓宇偷竊爆格、堆填區污染、甚至產科服務
不足等，皆影響區內居民生活質素，甚至造
成財產人命損失。

尚德 這傳統屋 居民所面對的問題甚具
「代表性」。居民反映，單在過去一個多月，

內至少發生10宗入屋爆竊案，大部分仍未

破案； 內經常發生高空擲物事件，雖然房
屋署已裝有價值20萬元的「天眼」監察系
統，但至今亦未能捉到狂徒。

若將目光擴闊些，我們會見到今年5月初
「一名八旬老翁途經寶寧路被8名男女童黨推
落地行劫」、在6月「將軍澳唐德街一個私人
屋苑地盤，遭匪幫爆竊」等，不能盡錄，居
民只能自求多福。

今年4月，西貢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向西貢區
議會提交周年工作報告，在2010年全年，西
貢的舉報罪案數字有462宗，比09年的498宗
減少7.2%；但將軍澳的舉報罪案數字高達
3143宗，竟比09年的2645宗大幅增加18.8%，
這些數據已反映一切問題。

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亦特別提到區內青少年
罪案、反社會等問題，保安局資料顯示，將
軍澳區拘捕18歲以下青少年數字，在09年有
305人，在去年則增至352人，情況令人關

注。
除治安問題外，將軍澳堆填區帶來的污

染、文娛康樂設施不足等，亦影響 居內居
民生活。產科問題亦開始令居民關注，當局
原定於2013/14年度在將軍澳醫院增設產科服
務，但政府最新表示，要在明年再檢討醫護
人手及產科服務需求，才決定將軍澳醫院何
時開設產科。

我難以接受政府這個決定，亦不滿當局未
能提出開設產科時間表，因為在未來數年將
軍澳人口將突破50萬人，可以想像居民對產
科服務需求與日俱增，難道又要迫使他們像
北區居民一樣跨區分娩嗎？這對母親及腹中
嬰兒皆造成潛在危險。

普通市民最卑微的願望只是安居樂業，但
當生活在生命財產皆會受威脅的環境下，如
何令居民安心，希望政府能聽取民意，作出
改善，避免將軍澳成為另一座「危城」！

避免把將軍澳變為「危城」

向冷眼
洋

明為理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