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工業化進程中，別無選擇地走上了「複製」
和「模仿」的路子，奠定了今天「世界工廠」的地位。近些年，我們已
經高度重視創新對製造業的改進和提升，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節能與資
源綜合利用在工業化的滲透。

科技水平停留在簡單創新階段
據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佈的報告顯示，2010年全世界專利申請

數量總共為16.29萬件，其中，美國44855件，居世界專利申請量首位；日
本32156件，居第二；德國17171件，居第三；中國12337件，居第四；韓
國9686件，居第五。由此可見，在創新國家戰略中，中國已經開始行動
起來，並且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可是，我們龐大的專利申請，僅僅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目前，我們

的專利中主要還局限在實用型和外觀設計方面，而且這些專利基本上還
是中國專利，獲得歐美國家認定的國際專利卻非常少，發明專利則更
少。由此看出，我們的科技水平還停留在外觀設計和簡單創新的階段。

原始創新需要顛覆性的科技革命
我們知道，國家競爭力的提高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撐，僅僅依靠「引

進、消化、吸收、創新」和集成創新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更多的原始
創新。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我們要抓住國家「大力加快培育和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十二五」工業轉型和升級、「十二五」科技
發展規劃等政策實施的大好時機，加快新興產業的研發和創新，推動新
興產業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和提升。
當前，新能源汽車、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

裝備製造業、新材料產業等新興產業在技術上並未成熟，給我們留下了
巨大的空間和試驗基礎，我們應該以嚴謹的工作作風，務實的精神，大
膽地探索，而不是局限在外觀包裝、結構調整等方面簡單組合。我們始
終認為，原始創新是一場顛覆性的科技革命，不是簡單技術的疊加。比
如，新能源汽車當前還主要局限在電機、電池、電控的技術突破上，可
是就技術突破談技術突破往往是很難真正實現突破的。
我們覺得，太陽能技術、風能技術、物聯網技術、衛星傳輸技術等先

進技術都應該在新能源汽車上有充分體現，而不是僅僅考慮把內燃機搬
下來，把電池組件放上去那麼簡單。一張薄薄的太陽膜就可以發電，那
麼我們汽車的車身是否可以改造成太陽膜覆蓋，用來發電呢？汽車在行
駛的過程中如何將風能轉化為電能呢？衛星技術和傳感技術的發展，我
們的汽車是否就可以不用駕駛呢？我想，這不是天方夜譚，這是完全可
能實現的，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幾年就可以將這些想法變為現實。這樣
的創新我們認為才具有創新的意義和必要。

自主創新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代工」固然簡單，但是風險也不可忽視；「模仿」雖然最捷徑，但

卻是對知識產權的極為不敬；轉型和升級固然困難重重，但是轉過去就
是一片藍天。
中國製造業發展到今天，已經培養了大批的產業工人，產業基礎已經非常雄厚。隨 周邊

國家工業化的起步，我們傳統的低廉的勞動力優勢正在漸漸失去，大量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
值產業也正在向周邊國家轉移。如果我們堅守過去的生產模式，可能我們將舉步維艱。
中國製造業再發展應該開始新的變革和反思，唯有自主創新，積極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

培育大批創新人才，才是發展之道。而且，我們的創新要絕對放棄「仿冒」和「複製」，全社
會要樹立尊重知識產權的理念。
創新是需要勇氣的，也是需要時間的。任何一項重大的科技創新都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夠成

功的，我們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住氣，在思想上做好準備。在政策上，國家應該集中扶持一
批涉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大科研項目，給予積極的經費支持，應該大膽地鼓勵民間科研和
企業科研。凡是具備條件的研究機構都應該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實踐證明，我們只有在原始創新方面闖出一條路子，國家競爭實力才可能進一步增強。
「世界工廠」的帽子不可能短時期扔掉，也沒有必要扔掉，但是，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有

大量的原始創新技術和產品是企業立於不敗之地的唯一法寶。我們一直堅持認為，科技是製
造業的生存基礎。至於品牌和經營管理，那是企業的輔助工具。
創新是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我們要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更多的「原始創新」。
今天，中國製造業要敢於和「模仿」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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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由挨打轉入反攻 港式「民主」也潛藏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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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在伊斯蘭堡被美軍擊斃後，美國的
「反恐局勢」和阿富汗戰事並沒有因此而變
得順暢，反而受到塔利班的頻頻襲擊。一架
美軍雙引擎直升機8月5日在阿富汗被塔利班
擊落，造成38名官兵身亡，其中包括31名美
國海豹突擊隊隊員。另外，16輛美軍運送補
給的油車8月6日晚在巴基斯坦遭襲擊並燒
燬。阿富汗總統的高級顧問、總統親弟弟、
坎大哈市長等政府要員接連「遇刺」身亡；
顯示塔利班正充分利用「美軍由於經濟困境
想急於脫身」、「美巴關係陷入低谷」等
「天時地利」，開始由長達10年的挨打局面轉
入全面反攻。
美國每年從士兵中挑出300名優秀青年進

入海豹訓練營，經過長期嚴格訓練後，僅有
25至30名隊員被選入突擊隊。海豹突擊隊在
執行過的幾百次特別任務中，從沒有失過
手，被五角大樓譽為經驗最豐富的「恐怖分
子獵手」，其身價不亞於戰鬥機飛行員。一
次陣亡31名海豹隊員，無論對美軍特種部隊
聲譽、北約聯軍心理影響，甚至對阿富汗整
體局勢，都是一個巨大的打擊。難怪事件發
生後，奧巴馬立即與國防部長、美軍駐阿富
汗司令和北約聯軍頭目等進行各種會議，了
解情況，商量對策。

美國百萬人投入兩戰場
白宮面對阿富汗戰爭耗用了龐大資源、國

內反戰聲音越來越大，為了緩和民眾的不滿
情緒，仍高調聲稱「駐阿美軍沉重打擊了塔
利班勢力，控制了他們的根據地，阿局勢已
經朝越來越有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然
而，塔利班的連連襲擊，又迫使五角大樓不
得不承認「駐阿美軍面臨 巨大挑戰」，並

披露美軍已經「正式」與塔利班就阿富汗前
途等問題展開「談判」。美軍與塔利班「談
判」的事實，無情地向世界傳遞了一個特強
信號：「駐阿美軍已經對塔利班無可奈何，
希望通過談判來尋求解脫」。
駐阿美軍近期日子很不好過，因為撤軍很

可能使昔日對手塔利班的勢力趁機坐大，讓
美軍10年流血戰鬥「成果」付之東流。繼續
打下去，一是負債纍纍的財政已經承擔不起
龐大的軍費；二是民眾已經表現出強烈的反
戰情緒。美軍目前在阿富汗的官兵有10萬
人，按國際慣例，負責10萬官兵的後勤、補
給、情報和傷病員安撫等人員至少需要30萬
人。加上入侵伊拉克的13萬官兵，美國需要
為兩場戰爭投入100萬人。百萬人每年需要
支付的工資就達到1000億美元，這是美國政
府最感到頭痛的問題。

阿富汗政府變得「不聽話」
美軍與塔利班展開讓人意想不到的談判，

實在是華盛頓不得已而為之的事。談判雖然
是一劑解決阿富汗戰爭難題的「良方」，但
和「打敗塔利班並凱旋回歸」的期望相差實
在太遠，面子上很難過得去，於是屢屢受到
軍方高級將領的強烈反對。據美軍運輸司令
部司令弗雷澤透露，由於拉登死後的美巴關
係已經變得十分脆弱，「美軍正在重新考慮
駐阿富汗部隊的補給路線，以防通過巴基斯
坦的補給路線出現問題」。美軍急於想跳出
深潭火坑、美巴緊張關係又可能導致伊斯蘭
堡關閉駐阿美軍的補給通道，這些皆是有助
塔利班轉入反攻的重要因素。
腐敗的阿富汗政府也使塔利班能夠快速掌

握戰場的主動權。美軍當年輕鬆推翻塔利班

政權後，以為大功告成，既沒有乘勝追擊，
也根本沒有意識到殘餘勢力可能死灰復燃，
客觀上為塔利班發展創造了條件。華盛頓當
年進攻阿富汗，曾承諾會「帶給自由、民主
和繁榮」，但時至今日，阿富汗既沒有自
由，也沒有民主，更加談不上繁榮，美軍、
美國的形象也因此變得相當糟糕。美軍的失
信表現已經導致許多阿富汗人轉向支持塔利
班武裝，成為他們的內線。
由美國一手扶植的阿富汗政府不僅不爭

氣，近期還一直與美軍唱對台戲。他們不滿
美軍經常造成無辜平民傷亡，也不願意被美
國指責腐敗無能。總統卡爾扎伊在接受記者
採訪時，公開指責美國「操縱阿富汗的總統
選舉」、「製造舞弊個案」。卡某甚至透風
說，「再不行就加入塔利班」，顯示阿富汗
政府已經變得「極不聽話」。

八月九日是一個黑色星期二， 指開
始不足半小時就狂瀉1500點，連19000點
都已失守，至9時50分報18950點。這是繼
上周五、本周一連續三天都跌千點之上，
是○八年美國金融海嘯引發股災的翻版。
但無獨有偶，今次股災的發源地仍是美
國：在削減財赤和避免債務違約上民主和
共和兩黨政治劇鬥，雖稍作「妥協」達成
初步協議，但「美國不會違約」這一信念
已蕩然無存，故標準普爾將美國主權債務
評級由AAA降低一級為AA＋，「龍頭大哥」
既倒，當然殃及池魚，香港不能倖免，
何況港元與日薄西山的美元掛 ！
但是，按經濟規律，危與機互相並

存，恰如潮漲潮落可以等待時機。但美
國的衰敗，摻雜了政治權鬥太多：本
來，美式民主的國會與執政黨互相制
衡，可以牽制民主黨奧巴馬總統的權
力；但是，共和黨議員卻以佔眾議院多
數為據點，與民主黨展開一輪又一輪的
政治上討價還價；而民主黨也不甘示
弱，為捍衛2012年大選連任而鬥爭。說
到底，民主、共和兩黨為明年的爭權奪
利而戰，把國家復甦經濟和全球金融安
全、債務是否能夠償還放在一邊，此等
「美式民主」，人們焉不心寒？

近處看香港，財政司長在本港出現股
災出來慰撫港人，聲言港之制度「穩
健」，儲備「充足」，不要擔心，這當然
是事實。但香港潛藏的與美國相似的
「民主」危機，卻是隱患，必須警醒。

首先，香港回歸14年來，以民主黨、
公民黨為代表的反對派，學會美國、台

灣「在野黨」的行為，對特區政府的依
法施政橫加干預，凡事反對。以事關港
人切身福祉的財算案為例，反對派政客
幾乎是年年不致謝、不支持；若非愛國
愛港的建制派議員護航通過，財算案被
否決引起的憲制危機將危及全港利益，
這就是港式「民主」的禍害。
眾所周知，2010年12月，標準普爾將香

港長期外幣及本幣主權評級由AA＋調高至
AAA，前景為穩定。這是有史以來的最高
評級，其中首項理由是：香港受惠於內地
經濟的發展。是的，○八年由美國發源的
金融海嘯，香港也不能倖免；但因背靠強
大的祖國，實施CEPA（緊密的經貿關係）、
自由行和港粵合作，香港很快就復甦了。但
是，正當本港乘國家「十二五規劃」東風，要
與內地進一步融合發展之際，公民黨唆擺東
涌老婦提出「司法覆核」，阻撓港珠澳大橋
香港段施工，阻撓香港經濟、物流、金融的發
展。可以說，公民黨的阻撓，比美國的共和
黨阻撓美國政府施政和復甦經濟更露骨、更具
體、更直接、更猖狂。一言以蔽之：港式「民
主」來自美國，但比美式「民主」更青出於藍
而勝於藍。
香港反對派政客仿效美國，利用立法

會干擾港府依法施政，其目的與美國共
和黨利用國會一樣，都是為了打擊別人
抬高自己，都是為了選票。眼看今年十
一月區議會選舉和明年三月行政長官的
選舉就要到來，香港的反對派會為謀取
政治利益而不顧損害香港和港人的福
祉，不斷挑起事端和爭拗，港府和港人
必須有清醒認識和防範。

周轉香 香港離島婦女會主席 離島區議會副主席

國民教育很重要
近日常見到報章出現不少關於國民教育討論的文章，國民教

育這個課題的討論忽然間熾熱起來。緣起是教育局課程發展議
會在五月期間，舉行了多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
諮詢會。正所謂一石擊起千重浪，自此，甚麼「洗腦教育」、
「叩頭教育」之聲，此起彼落，帶 不同目的又各取所需的各式
極端言論可說是處處可見，充分反映出香港始終是香港，負責
任的與不負責任的所謂多元角度觀點共冶一爐，黑白共存，是
非難辨。
說得好一點，這是香港言論自由可愛之處；說得白一點，就

是誰有「地盤」就可以多說，甚至「凡逆我者，均是民主敵
人，可群起而攻之」。或許這就是近年立法會中不正常現象給我
們社會「煙燻」的結果。我也來湊湊熱鬧，試對國民教育課程
談點看法，希望能拋磚引玉，共同為我們下一代的成長吐點心
聲，做點該做的事。
我細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諮詢（撮要）後，覺得它

算是近期政府文件較進取的。雖然文件總共有234頁之多，但還
是值得大家花時間去看一看。因為我們可以在文件的字裡行
間，看到政府對推動國民教育的誠意和用心。
回想昔日我受基礎教育期間，學校就沒有這樣既全面又有系

統及結構性，分不同學習階段，按不同層次範疇的品德及國民
教育課程。香港回歸前後，我們學校的老師十多年默默耕耘，
開展國民教育，靠點點滴滴的積累，一步一腳印地，逐步增潤
相關課程及推展有效的教學策略，才形成這份諮詢文件的基
礎。不論是透過升旗禮、唱國歌、公民課、常識課，或是近年
已成風氣的到內地交流參觀活動等，學校都為孩子成長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國民教育養分，為港人對國民身份認同提供堅實的
教育基礎。
但話又說回來，有些老實話還是要說的。香港基本上是以辦

學團體辦學校作為教育體系的主體，所以每一所學校把國民教
育放在一個怎樣的位置，肯定有大家不講自明的差別。因此，
學校能有一個貫穿12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可以確保學生
獲得均衡而全面的學習經歷。況且，課程的重點是提升學童認
識自己的國民身份，明白自己的角色、責任與承擔。這樣重要
的學校教育，不可以放任自流，不能一句「隨緣隨順」就可以
脫身而去。因為再這樣下去，最終是會害了孩子的。
我支持國民教育課程的內容，當然，怎樣才能真正在校園裡

落實，這又是另一個問題，更需要政府與老師們坐下來，從長
計議。

美國債務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史無前例地將美國國家主權債務
評級由AAA降至AA+。這件事除了引起金融市場的恐慌，也為
香港特區政府帶來一個新挑戰，那就是聯繫匯率問題。從1983
年開始，港元就與美元掛 ，一個全世界流通性最高、主權評
級AAA的國家貨幣。現在，美國AAA的評級消失了，港元何去
何從？

評級機構公信力受質疑
不久前，匯豐控股總裁歐智華在公布半年業績的記者招待會

上，建議港元可與一籃子貨幣掛 。當時他也說美國主權評級
很可能遭降級。因此，我相信標準普爾欲將美債降級之事，早
已在國際財經界高層中流轉。
當然，標準普爾實際上只是一家企業，一家以盈利為目的的

企業，其評級沒有任何法定的價值，有的只是過去數十年建立

的信譽。但是，金融海嘯一役，已經有不少人在質疑其信譽與
水平。很簡單，當年導致金融海嘯的毒債券，不是獲得多家評
級機構AAA的評級嗎？為什麼AAA級的債券會變成垃圾？變成
有毒債券？今年年初，標準普爾不是把日本的主權評級再降一
級至AA-嗎？可是，今日日圓匯價再創新高，日本10年期國債利
率僅1厘，日本的AA-是比美國目前的AA+還低兩級。可見，評
級機構的評級影響力正在衰退。
不過，無論如何，從美國主權評級下降到歐洲數個國家主權

評級也大幅下降的事來看，國家主權評級下調的最根本原因是
政府亂花錢，為了取悅選民而亂花錢，不斷地舉債來增加福
利。到了債台高築，就只好印鈔票來還債。我認為這是特區政
府永遠應該記住的教訓。

經濟前景不容樂觀
美國主權評級下調之後，美元匯率並沒有應聲大跌。價格大

跌的是一些天然資源如石油、礦產⋯⋯為什麼？因為投資者更
擔心的不是美國國債的償還問題，而是擔心美國的經濟會不會
走向雙底衰退。去問問香港的廠商們吧，問一問他們今年夏季
運往美國的出口銷售成績如何？相信多數廠家臉上都不會有笑
容。
美國國債可以通過印鈔票來還，但是從去年年底至今，美國

聯儲局印了不少鈔票，經濟依然疲弱，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
因此，令人擔心的是就算再印鈔票，推出所謂的QE3，是不是
能振興美國經濟呢？香港特區政府更加要關心的不是美國的國
債，而是美國經濟會否走向衰退。
去年年底美國大印鈔票、推出所謂的QE2時，中國人民銀行

就馬上採取緊縮銀根的政策，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每月上升
0.5%，人民幣也數度加息。內地收緊銀根肯定會打擊香港的經
濟，如果將來美國為了救市而推出QE3，相信中央政府會進一
步收緊銀根。因此，大家千萬不要認為目前香港的經濟好景是
理所當然的，實際情況是隱憂多多。

羅
　
軍

中國製造業發展到今天，已經培養了大批的產業工人，產

業基礎已經非常雄厚。隨周邊國家工業化的起步，我們傳

統的低廉的勞動力優勢正在漸漸失去，大量勞動密集型的低

附加值產業也正在向周邊國家轉移。如果我們堅守過去的生

產模式，可能我們將舉步維艱。中國製造業應該開始新的變

革和反思，唯有自主創新，積極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培育

大批創新人才，才是發展之道。

美國國債主權評級下調之後，美元匯率並沒有應聲大跌，價格大跌的是一些天然資源如石油、礦產等，

因為投資者擔心的不是美國國債的償還問題，而是美國的經濟會不會走向雙底衰退。如果美國為了救市而

推出QE3，相信中央政府會進一步收緊銀根。內地收緊銀根肯定會打擊香港的經濟，大家千萬不要認為目前

香港的經濟好景是理所當然的，實際情況是隱憂多多。

美債降級引恐慌 雙底衰退更堪憂
曾淵滄博士

■標普降美債評級，引發全球股災。圖為紐約標普總部大
廈。

■美軍一架直升機被塔利班擊落，造成31
名美軍海豹突擊隊員身亡。圖為同類型的
直升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