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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建設空間站意味 向深空進軍有了
重要試驗平台，許多關鍵技術需要在空間站進行驗證。同
時，空間站也是開展空間科學實驗、造福地球的重要平
台。對於中國人而言，「天宮一號」意義非凡，它使中國

人的飛天夢想繼續延伸、拓展。

中國拉近與美俄差距
「天宮一號」成功發射，成為國際輿論的關注焦點。《Financial Times》（《金融

時報》）說，中國朝 太空站走出第一步。Associated Press（美聯社）稱，隨
「天宮一號」實驗艙的發射，中國正邁向其載人航天工程的下一個階段。Europe 1
（歐洲廣播一台）網站報道說，「天宮一號」發射意味 中國與空間大國美國、俄
羅斯又拉近了距離。BBC(英國廣播公司)介紹說，「天宮一號」進入預定軌道後，
將先後與接下來會陸續發射的「神舟」八至十號飛船對接。英國《DailyMail》

（《每日郵報》）就各國航天探索工程做出對比稱：「美國表示2017年之前不會試射
搭載載人飛行器的新型火箭；俄羅斯也表示其載人航天不再是太空項目中的優先
選項。中國則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空間出艙活動技術的國家。」不過，Reuters

（路透社）就報道說，從技術角度講，作為技術測試平台的「天宮一號」，即使取
得成功，它與「神舟八號」交會對接也只是模仿了40年前美蘇所做過的事情和技
術。中國雖然將擁有自己的空間站，但是要取代美蘇成為新太空領袖則為時尚
早。

對於「天宮一號」的成功發射，國際媒體多用了《中國的雄心》或者是《中國
拉近與美俄差距》為報道標題，還將天宮釋義為「天堂的宮殿」。如果說，「神舟
五號」圓了中華民族的「飛天夢」，那麼，「天宮一號」代表的是中華民族更加宏
偉的民族抱負與科技理想，她為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搭建了一個全新的平台，
從而擁有了更高的起點。天宮，神話世界中天神的宮殿。這是一個多麼具有濃郁
中國特色的名字，寄託了多少國人以及海外華人的無限憧憬，帶給人多少無窮遐
想的名字。

中國人的飛天路
回望中國人的飛天路，從上古神話傳說的女媧補天、嫦娥奔月到600多年前人類

第一個嘗試飛天夢想的明朝士大夫萬戶，再到「天宮一號」奔向太空，標注 中
國騰飛的足跡，托起中華民族的飛天夢想。中國古代的思想家莊子寫了一篇《逍
遙遊》，他玄想有一大鵬鳥，「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絕雲氣，負青天」，
而抵達「天池」。詩人屈原抒發了飛天夢的瑰麗幻想：「登九天兮撫彗星」，「援
北斗兮酌桂漿」。中國古代典籍中有許多「乘槎泛天河」的傳說，表達了窺探太空
奧秘的願望，如晉朝王嘉《拾遺記》說：「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浮於西海，槎
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槎常浮繞四海，十二
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槎，亦謂掛星槎。」這便是「乘槎泛天河」故事
的起始，也可以說是古代對宇宙飛船的想像。

航天是中國人古已有之的夢想，世界航天第一人是明代的萬戶。美國火箭學家
基姆（Herbert S.Zim）在1945年出版的《火箭和噴氣發動機》（Rockets and Jets）一書中提到：「約當
14世紀之末，有一位中國的官吏叫萬戶，他把自己捆綁在椅子的前邊，叫他的僕人同時點燃47枚大
火箭，其目的是想借火箭向前推動的力量，加上風箏上升的力量飛向前方。」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
人類航天先行者，國際天文聯合會將月球上一座環形山命名為「萬戶」。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曾經創造了燦爛的文明，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只是近代以來落
伍了，並為此遭受了深重的屈辱和苦難。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做 強國夢，「天宮一號」托起
了中華民族的飛天夢和強國夢。

「天宮一號」帶動高端產業發展
航天產業代表了科技和工業發展的最前沿，在科技、軍事、政治、經濟、公益方面發揮 重要作

用。「天宮一號」的成功發射既是中國航天科技的進步，也是中國綜合國力的重要顯現。同時，
「天宮一號」的發射也將帶動高端產業發展，並促進整個產業鏈的轉型與升級。「天宮一號」在電子
技術、液晶技術、環保節能、動力技術等方面採用的都是中國最先進的技術，這一方面意味 中國
相關產業扎扎實實的進步，另一方面意味 相關產業一旦全面應用後，給廣大消費者帶來的真真切
切的實惠。

美國主導的國際太空站將於2020年退役，這年中國將正式建成完善的太空站，屆時可能「獨步太
空」，歐美的太空研究項目也只能借助中國的太空站。這也引發部分外國媒體關於中國「太空威脅論」
的說法。一些西方媒體猜測，「天宮一號」成功是否預示 中國將成為21世紀探索太空的領袖。

但是，無垠的太空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探索太空是人類的共同追求。在人類探索太空的事業中，
中國理當有自己的貢獻。中國航天技術進一步發展，獲益的是全人類。中國的空間活動首先用於和
平目的，中國航天事業是人類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願與世界各國在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原則基礎上開展航天領域，包括載人航天的國際合作，以推動世界航天技術向更高
水平發展，為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類做出積極貢獻。

9月29日，長征二號FT1火箭攜帶「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奔向蒼

穹，這標誌中國在繼實現航天員上天、太空行走之後，為建設探

索太空的前哨─載人空間站邁出關鍵一步，它同時肩負為中國

2020年左右建立空間站奠定技術基礎的重任。「天宮一號」已成為

一個象徵，表明中國通過幾十年經濟繁榮的財富積累，國力提升，

能集中力量發展航天事業，在一度只有少數國家掌握的技術領域開

始縮小差距。「天宮一號」托起了中華民族的飛天夢和強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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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窮的時候，選女朋友的最重要條件，是住得
近。」黃子華某次於棟篤笑中講述：家住九龍的子華於
回家途中遇上了一個令他心動的女孩子，以為是緣分的
降臨，但浪漫的愛情故事卻沒有續篇。「我唔係唔信緣
分，但問題係我的緣分去到沙田就已經好『紋』水，而
當時 部巴士係去屯門 ！」

筆者不清楚這是否真人真事，但故事卻反映了現實；
居住地點對每個人的影響很大。近期香港智經研究中心
建議政府推出不設入息審查的全港性「長途交通費用支
援計劃」及「長者乘車優惠」；相信計劃有助鼓勵港人
遷往新界置業，減輕市區人口密度，並配合人口老化趨
勢。

叫政府派錢不難，亦可皆大歡喜。筆者相信計劃確實
可在短期內幫助一些需跨區工作的人士、家庭，減輕他
們的生活負擔。然而，這些短期內有效的措施，真的可
以長遠解決問題嗎？

政策建議之中，智經估算計劃將涉及約19至25億元公
帑開支。這一個數字對香港政府的財政應不足以造成壓
力，但公共財政並非主要考慮；更重要的，是為何要鼓
勵市民遷往新界？

根據數字，屯門、元朗、北區、大埔和離島區的居民
約為178萬人，約為全港25%的人口。但當中不少人卻需
要跨區工作，特別是長途跋涉到九龍、港島區工作；正
好說明，原來工作機會都不在新界，而在九龍、港島。
鼓勵市民遷往新界的理據何在？

車費補貼難解決長遠問題
車費當然可以補貼，但其他的付出呢？如果一個人搬

到新界後，每天車程多出一個小時，一個月所付出的時
間就等於一整天生活？你如何補償他？

如果家中有小朋友，難道要小朋友每天長途跋涉上
學？轉校不是不可能，但各位家長都知道，差不多所有
最好的學校都在九龍、港島區。偏偏香港的教育系統之
中，有一個標準叫作「校網」；主宰 閣下子女、孫兒
的升學之路。不少人把他們的希望寄託於他們的子女身
上，即使自己命運坎坷，也希望子女出人頭地；但若失
去入讀頂尖學校的機會，他們的希望還可以放在哪裡？

有家庭為了名校網選擇居 房，亦有地產代理和租客
公然出租名校網內的「信箱」，讓家長可於子女升學派
位之時，進入擁有名校網的地區，難道事出無因？

事實是每個人都擁有各自不同的生活，各人為工作、
為子女、為照顧家中長者，作出對自己最好的生活、居
住地點的選擇，無論是公屋私樓或是 房板間房。獅子
山學會不是要市民都居於板間房，但大家卻不得不承認

房、板間房出現的主因是市場上的需求。
經濟學家羅家聰曾作統計，結論是香港並不存在房屋

短缺的問題。既然如此，大家就更應該承認，亦應尊重
這是市民作出選擇後得出的結果。居於 房並不安全，
偽造虛假文書更是犯法之事；然而，有頭髮邊個想做

「癩痢」？如果沒有如此扭曲的制度，又何來逼虎跳牆
的事情發生？生活，不是數百元的車費津貼，亦不是有
瓦遮頭就算美滿。

當然，閣下可以辯說如此更應該鼓勵市民遷往新界，
以取締 房板間房；但政策得出來的結果並不一定如你
所願，卻肯定會讓他們的子女落入更差的環境，更難爭取
向上的機會。情何以堪？

李民理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公民黨將會「玩完」

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官司，不但政府在司法覆核中上訴得
直，而且爆出了公民黨意圖包攬訴訟、唆擺東涌居民朱綺華
婆婆出面打官司的「驚天大陰謀」。為何此處用到「驚天」
二字？乃因此案翻覆一次，不但會影響大橋工程的進度，大
橋的造價也因此而要增加六十五億元。

六十五億元在我輩小市民眼中，當然是「天文數字」。若
問：這個天文數字到底是什麼概念？這裡舉兩個例子作答
案：其一，一名月入萬元的打工仔，不吃不喝睡馬路（例如
天橋底），要做死做活打工五萬四千年，才能積夠這筆巨
款。其二，六十五億元假如用以興建三、四人家庭的公屋單
位，大約可以建成一萬五千個至一萬八千個，足夠容納六十
萬正在等候「上樓」的市民。

由上述二例所闡明的概念，足以證明，公民黨包攬訴訟
製造這一場司法覆核的官司，是多麼的歹毒！對公帑又造
成多大的浪費！將公民黨一幫處心積慮「搞搞震」的政
客，形容為「罪大惡極」，當不為過。若論歹毒、惡毒、陰
毒的程度，公民黨一些黨魁和頭面人物的言論作派，比之
於流氓、無賴式言行的「長毛」之流，肯定是「有過之而
無不及」。倘以兩者加以比較：「長毛」是粗言穢語、動手
動腳、橫衝直撞的「下三濫」；公民黨的一班訟棍是西裝
骨骨、滿口法律、模樣斯文的「上三濫」。不過，無論「上
濫」、「下濫」，都脫不了一個「濫」字。公民黨的訟棍與

「長毛」相比，就浪費巨額公帑而論，十十足足是「斯文敗
類」。公民黨訟棍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相信幾十倍於「長

毛」之流，指這些禍港害港的訟棍是「人民公敵」，堪稱恰
如其分。

公民黨一幫政棍、訟棍一再做出破壞社會安寧和損害市民
利益的事。舉例說，公民黨「二丑」和當時的社民連「三丑」

（其中二人已另組「人民力量」），搞辭職「變相公投」，結果
是一場補選虛耗公帑一億二千萬元。又例如，公民黨訟棍協
助外傭要求有居港權，在社會上引起普遍的不安，認為不
符常理，可能一下子增加幾十萬永久居民，令本港在公
屋、醫療、綜援及其他社會福利等方面產生沉重負擔。至
於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官司導致建橋成本劇增六十五億元，
那更是一大罪孽。凡此種種，公民黨一幫政棍、訟棍是否
對廣大市民多少會有一點愧疚之心呢？

《左傳．隱公元年》：「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增廣賢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
到。」這十餘年來，公民黨一些政棍、訟棍可以說的確是

「作惡多端」和「多行不義」，他們道貌岸然，打 「民主、
自由、人權」的幌子，做的卻是為害社會、為害市民的事。
例如，在港珠澳大橋環評案中出面提出司法覆核的朱婆婆，
近日就揭破內情說，「有人叫我打官司」，「唔知會搞成咁
大件事」，「我做 傻婆」。如今真相大白，原來是公民黨訟
棍在「搞鬼」！

公民黨多行不義，一件又一件，形象經已破產。一個作惡
多端、形象破產的政黨，若不改弦易轍，很快就會「玩
完」。大家等 瞧吧！

潘佩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香港房屋政策與市民的住屋權利

開埠百多年以後，香港已發
展為一個國際大城市，延綿維
港兩岸，盡是設計得美麗時尚
的名廈地標；不論是商用還是

居住的，很多的都參天入雲。生活於此，實在有點榮
幸。然而，在繁華的大都會面貌的背後，總還有一大
堆貧富不均的難題需待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就是其
中一例。

「火鳳凰式」的公共住屋政策
1953年，石硤尾寮屋區大火，超過五萬名基層市

民的家園毀於一旦。但就是這場火災，香港的公共
房屋發展計劃便由此展開。其後，徙置區平房、廉
租屋，以及不同設計的公屋、居屋及夾屋等計劃陸
續推出，回應香港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市民住屋需
要。曾幾何時，香港的公共房屋計劃更是國際社會
爭相參考的典範。直至今天，我們還有超過半數的
家庭，安居於上述各類型計劃的居所內。故此，若
將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全盤否定，實在是有欠公
允。隨 時代的發展，政策亦需與時並進；不改不
進，一些舊日社會的住屋問題，彷彿又在今天的香
港重新滋長起來。平心而論，過去香港的公共房屋
政策是成功的，但面對目前的現實社會環境，現在
需要的是一套破格完善的「火鳳凰式」的公共住屋
政策，以針對眼前的基層住屋困局，並使聯合國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訂明的「適
足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得到完善
的實踐。

72家房客2011年版
「增建公屋，重建居屋」，已成為香港普羅市民對

特首施政的重點期望；除此之外，我更關注所謂「72
家房客2011年版」式的「 房」住屋問題。「 房」
的樓宇結構、居住安全和環境衛生的問題卻必須處
理。過去的「72家房客」居住情況，市民不可能接受
於發展至今的香港重現。故政府不可任其所之，否
則，又會變成另一個如樓宇僭建物一樣的尾大不掉老
難問題。不過，我對完全取締所謂的「 房」居住空
間有保留。政府實在需要正視「 房」所揭示出的
社會問題。「 房」之出現，是因為它能為低收入
市民提供一個市區住房的空間，其情況可以是一家
幾口的蝸居、單身漢之瑟縮，亦可能是一位家住天
水圍但需每天清晨便要到市區上班，為省交通費而
被迫與家人分居的刻苦爸爸。執事的官員明瞭基層
市民面對昂貴租金的住屋困難嗎？另一方面，單身
人士的住屋需要，及跨區交通費的問題，亦有必要
突破固有的政策思維，在現行的政策作出切合時勢
的更新。

套用內地的用語，香港市民「住屋難」的問題，不
但已脫離中低層收入階層的承受能力，亦已出現群眾
情緒轉向的拐點。我們的社會又怎能容忍如早前涉及
人命的 房火災；或一家三口擠於狹窄床鋪，而令親
生小孩窒息喪生的悲劇再三發生呢？民生住屋問題繫
及廣大市民生計，不能安居，何來樂業樂群！政策回
應得愈遲，民苦民怨只會愈來愈深。這點簡單道理不
可不明，不得不察。

時志強
評

璆實事
事

何俊仁既難得到公民黨的真心支持，也要面臨黃毓民等的狙擊，反對派內部尚且不穩，還如何與建

制派競選，還如何開展選舉工程？最終不單選舉結果大敗，更成為激進反對派日日打擊的對象，最開

心的自然是欲取而代之的公民黨。所以，公民黨這次突然轉，讓何俊仁出選，目的只是推民主黨入

火坑，借刀殺人。這樣的毒計應不會是公民黨一班大狀想出來，必須是對民主黨非常熟悉的人，那人

是誰不是呼之欲出嗎？

繼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相繼請
辭，「思考」或「備選」來屆特首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日前
也在茶餐廳舉行記者會，表明有意爭取民主黨支持，參加特
首選舉。何俊仁又稱倘若在本周日民主黨特別會員大會通過
他代表民主黨出戰特首選舉，第二步就要爭取反對派支持，
第三步為希望獲選委會150個提名，以便取得參選特首的入
場券。何俊仁說得胸有成竹，儼然已有一套選舉工程策略。

何俊仁宣佈參選的玄機
令人不解的是，何俊仁目前應該正忙於區選，而且他更受

到人民力量陳偉業的狙擊，選情未許樂觀，在這樣的形勢
下，突然又開闢另一條戰線，等於是同時應付兩場選戰，時
機上並不合理。何俊仁選擇在此時公佈參選，明顯有兩方面
的考慮，一是營造自己是反對派唯一候選人的觀感，是代表
反對派與建制派的候選人平起平坐對陣，造成先入為主的聲
勢，將來馮檢基等人如果又想參選，肯定會大為輸蝕，隨時
被反指破壞反對派團結。因此，何俊仁匆忙在唐梁兩人辭職
後表態參選，正有「先入關者為王」之意；二是利用參選特
首來吸引傳媒注意，拉起氣勢，以提振區議會選情。何俊仁
也知道區選形勢嚴峻，陳偉業的狙擊是玩真或是玩假仍未知
道，為保住議席於是表明參選而拉抬選情，製造反對派共主
區選不容有失的聲勢，保住區會議席。

何俊仁打的算盤能否成功不得而知，但外界有興趣的是早
已對特首選舉磨拳擦掌的公民黨梁家傑，為什麼在最後時候
願意成人之美，讓何俊仁出選？有人指這是因為民主黨提出
的初選勞民傷財，令梁家傑打退堂鼓；也有說是民主黨執意
出戰，公民黨就算硬派人出選，得不到民主黨支持也是徒
勞，所以不如送個順水人情給民主黨。這個說法不能說全無
道理，但明顯並非核心。公民黨不出選的原因一是出於自
量，二是要設計陷害民主黨。為什麼說公民黨出於自量？原

因是近日公民黨因為兩宗司法覆核案已被打得焦頭爛額，民
望插水，區選隨時全軍覆沒，公民黨知道在風頭火勢之時還
要出來爭奪大位，不可能得到市民的支持，就是反對派內也
會落井下石，與其成為眾矢之的，不如先行退後，將民主黨推
入火坑。

公民黨將民主黨推入火坑
市民都知道，反對派最終不論派什麼人出選，都不可能成

為特首，所以反對派參選的目的是為了宣傳，並且看看在選
委會有多大實力，藉此成為與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現在何
俊仁出來參選，他自己也知道沒有勝算，關鍵是看整個選舉
工程如何進行。公民黨狡猾之處是故意在最後關頭宣布不參
選，挑起了民主黨戰意，讓何俊仁急急出來參選。然而，在
選委會的選舉上，公民黨坐擁的席位從來都比民主黨多，最
終公民黨會否動員手上的選委支持何俊仁是一大疑問，只要
公民黨暗示手上選委不投票給何俊仁，何的選情隨時會出現
崩盤，輸得非常難看之餘，更會成為社會笑柄，民主黨的聲
勢也會大受打擊。而且，梁家傑上次參選了，被黃毓民等人
抓住了話柄，在立法會選舉時口誅筆伐，更導致毛孟靜的落
選，現在何俊仁取代梁家傑，你估黃毓民、社民連等會否放
過這個狂攻民主黨的機會？民主黨肯定成為最大狙擊對象，
這是公民黨李代桃僵之計。

何俊仁既難得到公民黨的真心支持，也要面臨黃毓民等的
狙擊，反對派內部尚且不穩，還如何與建制派競選，還如何
開展選舉工程？最終不單選舉結果大敗，更成為激進反對派
日日打擊的對象，得分不成，反而成為過街老鼠，最開心的
是誰，自然是欲取民主黨而代之的公民黨。所以，公民黨這
次突然轉 ，讓何俊仁出選，目的只是推民主黨入火坑。這
樣的毒計應不會是公民黨一班大狀想出來，必須是對民主黨
非常熟悉的人，那人是誰不是呼之欲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