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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區議會選舉，人民力量派出大量候選人，到處狙擊民
主黨與民協，說什麼「票債票償」。但是，實際上這只是為了
出師有名，人民力量真正的目的是想試一試在多個政黨同時
參選時，自己可以獲得多少成的選票。這是重要的，是為明

年立法會選舉預演。人民力量在之前的「五區公投」鬧劇中與民主黨、民協鬧翻，於是
可以打正旗號搞名為狙擊、實則試票的選舉工程。

人民力量與社民連已達成妥協
為什麼我們說這只是試票？道理很簡單，人民力量狙擊的範圍主要集中在港島、九龍

西、新界西，絕少參與九龍東與新界東的選舉。這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人民力量已經在背
後與社民連妥協，明年立法會選舉不會互鬥，把九龍東、新界東讓給社民連。這兩個政黨
都走激進路線，香港的激進選民有多少呢？如果兩黨同爭這一小群選民，必然雙雙落選。
因此，今年區議會選舉，社民連的候選人幾乎全力參與九龍東及部分新界東的競選，單是
觀塘區議會，社民連就派出10名候選人，社民連已辭職的主席陶君行自己就在黃大仙區議
會參選。說人民力量狙擊民主黨，實際上社民連單是在觀塘區議會就有4個選區與民主黨
對壘，只是社民連較低調，沒有大喊什麼「票債票償」。社民連佈重兵於九龍東，目的就
是為了2012年為陶君行參與立法會選舉助選。也因為社民連較低調，沒有打出什麼「票債
票償」的大旗，因此其他反對派也願意讓一讓。多數社民連參選的選區，只有社民連的候
選人一對一地對抗建制派及獨立候選人，這使到社民連的總得票率比人民力量高。因為人
民力量參與的選戰多是三角戰，三角戰中，人民力量的得票率自然少得多。

人民力量仍有足夠票數保立會議席
如何試票？不能依靠總得票率，總得票率不代表2012年立法會選舉所能得到的得票

率。我認為試票的結果，應該比較人民力量在三角戰中能搶掉民主黨、民協、公民黨的
選票比率。是的，為了試票，人民力量也同時狙擊公民黨，只是因為公民黨曾經參與

「五區公投」的行動，因此，人民力量狙擊公民黨時就比較低調。但是，試票的目的不
變，今年區議會選舉，人民力量在所有的三角戰中取得反對派得票總數的16%。

2007年區議會選舉，反對派落敗，但是第二年，即2008年立法會選舉，反對派在分區
直選中與2004年一樣，依然取得總票數的60%左右。因此，香港政界就出現了所謂的

「六四分割線」，假設2012年「六四分割」比例不變，則估計人民力量可以取得60%中的
16%選票，即9.7%選票，足以每區送一人進立法會。

黃毓民的試票目的已經達到，因此，對反對派內其他政黨的什麼割蓆運動，根本不屑
回應。

「卡扎菲被擊斃」雖然暫時取
代「佔領華爾街」成為全球焦
點，但由於華爾街「精英」的冒
險慣性仍然在「騙子天堂」橫

行，對美國乃至世界的經濟影響和禍害也持續不停地
「發酵」。華爾街街長雖然只有1.5公里，寬僅11米，漫
步這條街，不用25分鐘；但這裡集中了世界最著名的
金融機構和證券交易所，左右 美國的經濟走向和未
來，被稱為美國「經濟心臟」，在街頭長5米、重逾6
噸的大銅牛，被來自世界各地、期望發財的遊客摸得
錚亮。然而，近十幾年來，肯尼思、馬多夫等華爾街

「精英」從事的危險、骯髒交易，已經阻塞了「經濟
心臟」的動脈，變得急需「通波仔」。

2001年8月14日，美國安然公司董事長肯尼思向所有
員工發送電子郵件，「私下透露」公司的未來相當良
好；接 又通過華爾街通訊系統向股東披露，安然股價
將大幅攀升，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好消息。肯尼思做完
這些動作後，判斷市場很快作出「入貨」反應，立即拋
出自己所持有的巨額安然股票。肯尼思的副手對董事長
十分了解，感覺到風暴來臨，也跟 拋出手中股票。隨
後，安然的29名高管聞風而動，也極速拋出安然股票。
接下來的情況大家都知道，安然股票迅速從每股85美元
猛跌到0.3美元，所有安然股東遭受了巨額損失。

華爾街納斯達克前主席馬多夫，在「經濟心臟」創
造了「萬無一失」的投資謊言，使成千上萬慕名來此
淘金的投資人士傾家蕩產，馬多夫在不太長的時間裡
共騙取了超過500億美元財產。

制度漏洞監管危機需修補
安然公司成立於1930年，在2000年《財富》世界500

強排名中名列第16位，是美國最大的天然氣採購商及
出售商，也是領先世界的能源批發商，擁有超過350億
美元資產的發電廠。安然公司在2001年破產之前，擁

有約2.1萬名僱員，年營業額達到1020億美元。曾經連續六年被財富雜誌
評為「美國最具創新精神公司」。安然公司通過行賄向世界所有他們認
為「有價值」的國家和地區政府輸送利益；「業務」遍佈拉丁美洲、非
洲、歐洲和亞洲的菲律賓、印度等地。安然公司在與印度電力公司一筆
30億美元的合約中，居然通過布什向印度政府施壓，取得成功。

據美國媒體披露，安然董事長肯尼思長期涉及包括銀行騙貸、財務
造假、證券欺詐、電郵陷阱、洗黑錢、違規交易等53條罪狀。但由於

「華爾街的錢能使假變真」，安然公司成為華盛頓的座上賓。安然案顯
示出美國審計制度的漏洞、監管機構的危機。安然利用與政界的良好
關係，進行各種秘密交易，甚至重寫「白宮政府的能源政策條文」，使
華盛頓能源政策對安然傾斜，從而獲得巨額利潤。安然破產案至今雖
然已經10年，但華盛頓並沒有從該案中汲取教訓，任由華爾街的骯髒
交易持續發酵，終於引發了近期的「佔領華爾街」。

華爾街左右白宮政治取向
美國政治的最突出特點是美國式選舉，美式選舉的核心是富商為候

選人作巨額捐款，使候選人有錢做廣告。誰獲得的捐款多，誰就可以
做更大規模的廣告，繼而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所以美國的政治走向
取決於富商，而富商來源於華爾街「精英」的不法行動。「佔領華爾
街」之所以迅速蔓延到美國全境，是華爾街「精英」引發的金融瘟疫
傷害了民眾的基本利益，而奧巴馬開出的「打擊華爾街」的空頭支
票，亦已經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華爾街大亨們通過金錢積極參與選
舉，全面介入白宮、國會和司法系統的運作，目的就是使美國政客能
夠千方百計地保護華爾街的利益。

儘管奧巴馬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多次表示要嚴懲華爾街的骯髒交
易，限制華爾街的高薪政策。但「精英」們反過來指責白宮的監管機
構反應遲鈍，造就了華爾街的金融危機。奧巴馬靠「我能」、「改
變」、「很快就可以為失業者製造500萬個工作崗位」等誘惑力極強的
口號，吸引了美國選民，但執政後，美國的負債以更快的速度猛增至
超過15萬億美元。如果說有何「改變」，那就是美國向更糟糕的方向邁
進。美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匯率操縱國，利用美元是世界貿易結算貨
幣的優勢，人為地讓其大幅貶值，獲取暴利。奧巴馬政府的行動和華
爾街大亨同出一轍，都急需「通波仔」。

人民力量的「票債票償」行動，是名為狙擊、實為明年立法會選舉試

票的選舉工程。區選的結果顯示，人民力量取得反對派得票總數的

16%，根據本港立法會選舉的「六四分割」比例，意味 人民力量可取

得反對派六成得票中的16%的選票，即9.7%的選票，足以每區送一人進

立法會。黃毓民的試票目的已達，因此對反對派內其他政黨針對人民力

量的「割蓆」行動根本不屑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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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本來就是美國主催的企圖以
此控制亞太地區的組織，不過這個
舊算盤似乎未有打響。美國總統奧
巴馬在這次夏威夷APEC，主推的是

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可以說是註腳。
不過，以TPP來制衡中國，這個新算盤恐怕還是打不響。

美「重返亞洲」戰略的一根支柱
奧巴馬說，美已和8國達成基礎框架，期望盡快形成法

律文本。而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表示日本將就加入進行談
判，台灣方面則已與相關國家就加入進行接觸。TPP是類
似自由貿易區的協定，自然比APEC的清談機構有實質性
的意義。不過，這個經濟貿易性的組織，在美國的主導下
不免帶上了政治性。當下，國際社會實際沒有人懷疑這是
奧巴馬政府針對中國的「重返亞洲」戰略的一根支柱。

TPP，原來是2006年亞太經合組織中新加坡、智利、文
萊、新西蘭4個成員國之間簽訂的一項多邊自由貿易協
定。後來，隨 美國從憂慮被排除在亞洲之外到決心重返
亞洲，加上美國內部經濟危機需要開拓國際市場，美國總
統奧巴馬09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宣佈
加入TPP談判並成為了主導，把TPP改造成工農業產品、
金融、投資規定、服務業、人才交往、知識產權等多方面
原則上廢除關稅的高自由度多邊開放結構。還拉進了澳
洲、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如果日本也加入，TPP的國
內生產總值將達到22.3萬億美元，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
35.5%，是美國主導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有趣的是，野田所在的日本執政民主黨，在奪取政權之
前打出的旗號「疏美傾華」，現在在野的自民黨過去則被
批過於親美，但是自民黨現在反倒批野田過分「親美忌
華」，影響日本和中國的經貿合作。野田宣佈進行加入
TPP談判，是為了鞏固日美聯盟。但是，遭到日本自民黨
一致譴責，該黨總裁谷垣禎一指出：「對優勢與劣勢的分

析缺乏，程序安排也過於糟糕。」他指出，「這很大程度
上意味 與美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過於靠
近美國而疏遠中國等亞洲國家，這不利於日本」。自民黨
幹事長石原伸晃也強調，「日本加入TPP是否真的符合國
家利益並有利於亞洲與全球，相關討論還不夠成熟」。日
本農業團體也擔心加入TPP將劇烈衝擊種植業和水產業。
所以，野田急匆匆要加入TPP，沒有人懷疑他是要討好奧
巴馬，制衡中國。

中國對於TPP有見招拆招的空間
野田在和胡錦濤會晤時表示，「期望兩國政府能夠盡早

恢復有關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的談判」，希望東海能成為
和平、合作與友好之海，但事實上日本正在舉行以中國為
假想敵的反登陸軍事演習。野田政府說一套做一套，更說
明他貿然決定入TPP，也是他以中國為假想敵的產物。

不過，中國不反對TPP。胡錦濤主席在夏威夷說，中方
支持以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跨太平
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等為基礎穩步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
設，實現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目標。雖然TPP目前還沒有
邀請中國加入，但是邀請台灣加入。不過，北京可以靜待
其變。中國是美國、日本以及台灣地區的不可離棄的重要
貿易夥伴，將中國排除在TPP之外，損失的只是TPP。當今
世界還是經濟利益的第一，TPP成員國知道怎樣算賬。如
果邀請中國加入TPP，那麼正中下懷，中國將更加得利，
因為中國當下競爭力強大，中國追求貿易自由化，反對保
護主義。所以，中國對於TPP有充分的見招拆招的空間。

在夏威夷，奧巴馬還有一個動作，就是將在澳洲駐軍。
對此，澳洲媒體都坦率承認，這是針對中國的，但恐怕會
帶來較大的風險。澳洲國防部副秘書懷特認為，澳美的新
軍事協議將給中澳關係帶來嚴重後果。不過，中國海軍已
經將駛出「第一島鏈」常態化，即使美國太平洋艦隊駛進
澳洲，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中國是美國、日本以及台灣地區的不可離棄的重要貿易夥伴，將中國排除在TPP之外，損失的

只是TPP。當今世界還是經濟利益第一，TPP成員國知道怎樣算賬。如果邀請中國加入TPP，那

麼正中下懷，中國將更加得利，因為中國當下競爭力強大，中國追求貿易自由化，反對保護主

義。所以，中國對於TPP有充分的見招拆招的空間。

美國制華新算盤難打響

對於「一國兩制」，港人耳熟能詳。但對於
「一街兩制」，可能很多人都未必清楚。香港和平
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中英街與沙頭角禁區》，
給港人講述「一街兩制」的故事，圖文並茂，很
有趣味，值得一讀。

中英街位於沙頭角。1898年英國通過不平等條
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1899年3月
中英官員對新界北部陸界進行勘界，在沙頭角一
帶豎立界樁定邊界，恰好邊界線上有一條名為

「鸕鶿徑」的小路，機緣巧合之下，逐漸形成一
條街道。在長約250米的街道兩邊陸續蓋了房
屋、商店，一邊為英界，一邊為華界。不論從邊
界的角度看，還是從街道的歷史看，恐怕都是獨
特的景觀，在世界上很難找到同樣的事例。

中英街逐步形成的過程
書中分五個部分說中英街。先從古鎮沙頭角說

起，後述及中英街逐步形成的過程。本書第三部
分「抗戰中英街」說明中英街雖是日軍控制下的
人間地獄，但也是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前哨
陣地，又記載了日軍投降後中英商議重新勘界立
碑事宜。第四五兩部分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寫到香

港回歸前後。第四部分描繪禁區的形成、逃港
潮、文革時期的邊境衝突、改革開放後深港關係
的改善、香港回歸及港界居民要求開放禁區的呼
聲等。第五部分突出中英街在內地商品緊缺年代
如何獨領風騷，在改革開放初期如何繁華昌盛，
以及90年代中期之後此景不再的情況。

與一般介紹性的書籍不同，《中英街與沙頭角
禁區》的圖片特別多，在總共113頁的篇幅中，文
字說明不到30頁，大部分是圖片，有強烈的歷史
見證感，恰當的圖片比文字說明更使人投入歷史
的回顧和聯想。例如書中有粵港巡警照片十餘
幅，其中有三幅照片是粵港警察同時巡邏或站崗
的場景，在別的街道是不可能見到的。書中有不
少首次公開發表的珍貴歷史照片，第67-74頁刊載
了美國記者Jack Birn拍攝的一組照片，真實地再現
了1949年中英街的歷史風貌。香港歷史檔案館、
香港政府新聞處、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和新華社攝
影部等也提供了許多令人回味無窮的珍貴照片。

此書實際是一本有關中英街和沙頭角禁區最權
威、最精彩的歷史圖集，任何個人都沒有能力編
撰這本書。此書乃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和深圳市史
志辦公室合作項目。一條街道長期受不同行政區

乃至不同國家管治，任何一邊皆難道其全貌。而
深港兩地政經交流頻繁，文化合作卻不多見，而
共撰一本各管一邊的街道誌，合而述之，據說是
第一次，值得一記。

中英街命運繫於沙頭角開放
中英街有過破爛冷清的日子，也有過輝煌燦爛

的歲月。上世紀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中英街客
流達到高峰，曾有每天接待遊客近十萬人的紀
錄。短短的街道上，有過47家金舖。購物大軍擠
得水洩不通，小小的街道，竟要一二個小時才能
從一端走到另一端，比盛大音樂會和球賽的散場
或入場猶有過之。可惜踏入新世紀，中英街盛極
而衰，由繁華走向冷清，好像這是歷史的命運。

筆者認為，中英街的命運繫於沙頭角禁區的開
放，繫於28平方公里的邊境禁區的旅遊開發。在
深港兩邊繁華的都市之間，在深圳河的南端，竟
然有2800公頃未曾開發的，長達數十公里的處女
地，60多年來未曾因香港的發展而發展，30多年
來未曾因深圳的發展而發展。以中英街為起點、
以中英街為終點，環禁區一圈遊，領略「日出沙
頭，月懸海角」的風光，大概不會沒有吸引力。

一街兩制的故事
——《中英街與沙頭角禁區》讀後

宋小莊 博士

（一）非專家的意見政府也應重視
香港十多年前至今先後成立了多間頒發學位的

中醫學院，現時一些更可頒發博士學位。院校之
中亦有不少專門的研究課題，間中研究人員亦會
把科研的結果公開發表，讓市民可在報章上看
到，此對關懷中醫學發展的市民頗有一點如劉寄
奴的提神醒腦作用。不過，整體來說，這十多年
來，市民對中醫學的認識和信賴似乎沒有多大的
改變，中醫的行醫方法沒有多大的改變，中醫的
地位也沒有多大的改變，究竟香港政府是促進中
醫學的發展還是限制了它的發展，發展的路向要
怎樣走？學者專家的意見固然重要，但中醫是中
國的傳統文化，任何一個中醫學愛好者都有權利
表達關懷和維護，發展和路向，政府亦應重視。

（二）中醫處方要電腦化
現代電腦普遍，為各行業採用，但是今日中醫

的行醫方式，大部分還是沒有改變，很少應用電
腦去處方。中醫處方，少的幾味，多則十多廿味
以至更多，時有重複用藥，藥物別名又多，執錯
藥的事常有發生，又或某類藥物用得太多，各藥
物用的份量是否恰當，各藥物的藥性怎樣，醫生
要知，病人亦有權利去知，但單靠人腦和人手去
做是不行的，為什麼不用電腦去解決問題呢？如
果要推行藥名的標準化，電腦處方更是可靠可
行。此外還可幫助大夫備忘，減少醫療出錯，傳
統的中醫看病是把處方交給病人，讓病人多些了
解自己的病情，轉看大夫時亦可作參考， 如果
要保障病人的權益，這種傳統應要保留。從管理
的角度來說，政府既然把中醫納入了專業的範

疇，就應該有責任統一中醫行醫的規範，當然前
提是要資助學院研製出應用軟件，加開培訓班廣
泛地向全港執業中醫推行。如果要快一些的，還
可參考內地已有的科技，不是樣樣都要自我從頭
做起。現時似乎學院方面花時間做其他高深的科
研太多，而無時間及資源去關注這些實際的問
題！

（三）中醫藥研究雖多但推行不力
至於與中醫關係密切的中藥材，坊間能找到的

參考書，例如劉良教授主編的《中醫臨床安全與
合理用藥》，趙振中主編之《香港中藥材圖鑑》，
另外還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藥典委員會編
的《中國藥典中藥彩色圖集》等，但無可否認，
香港出的中醫書籍是少之又少，價錢又貴，所以
必須參考內地的書籍。例如周德生主編的《常用
中藥不良反應與防範》，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

《現代實用中藥學》等，其中對藥物的貯存、容
易混淆的藥物都有詳細的說明。但書中所載的歸
書中所載，現時很多藥店的做法還是各有各法，
貯存藥物的知識薄弱，生蟲的照生蟲，但一樣照
賣；標籤沒有系統，藥物的賣相各有不同，橫
切，縱切，斜切等，藥材存放多久才算過期，沒
有標準，就算你熟讀以上書籍也難把藥材分辨出
來。至於用結晶品、丸散或沖劑等，究竟療效是
否和煎服相同，很多病人還是抱懷疑的態度，有
關方面應該公開研究資料，讓更多香港人認識。
另外，據說現在招請中藥配藥員相當的困難，欠
缺配藥員，執錯藥的機會自然會多，而由於經營
困難，許多藥材店都兼營海味雜貨等，這是否反
映了現在看中醫的人少了，是否顯示中醫在香港

日趨式微呢？

（四）提升中醫地位爭取青年入行
中醫師的培訓是整個中醫學發展最重要的一

環。現代的中醫師是要經過大學五年的培訓出來
的，同教師的專業資格相比，這類中醫可以說是
學位中醫。但他們的社會地位怎麼樣？是不是還
被稱做 herbalist，政府聘請的中醫師入職起薪點
多少，中醫可不可以接受醫療券，一些中西醫合
作研究出來的成果，中醫是不是不可以應用？其
實以現時學識的廣泛，很難劃分這是西醫的領
域，那是中醫的領域，例如，如果把維他命列入
西醫用藥，中醫不能用，則人參都可被列入禁用
範圍，那是豈有此理，必須要求司法覆核。香港
的西醫是了不起的，他們對其他國家培訓出來的
同行都看不起，又怎會把中醫放在眼內。所以中
醫最好是與西醫分道揚鑣，但必須爭取提高中醫
的地位，吸引多些年青人攻讀。另一方面不要扼
殺民間對中醫自學的傳統風氣，亦儒亦醫自古出
了不少人才。

（五）有關方面要加把勁
綜上所論，中醫要走電腦化，要走自己的路

線，不要花資源去研究自己不能分享的成果，只
為他人作嫁衣裳。另一方面，既然培訓出了學位
中醫，便要多照顧他們的出路，提升他們的地
位，吸引多些青年入行，增加巿民對中醫的使用
和信心，還需要有配套同步推行。特別是中藥材
的經營方式。香港有計劃發展成國際中醫藥中
心，似乎路途艱難重重，院校的有權勢人士及中
醫藥管理委員會等都要更加一把勁。

香港的中醫學何去何從
吳秋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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