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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夏威夷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上強推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到
宣布駐軍澳大利亞，再到奧巴馬首次出席東亞
領導人系列會議以及希拉里對緬甸的歷史性訪
問等，2011年11月堪稱美國外交的「亞太月」，
標誌㠥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正式步入實施階
段。
國際輿論普遍認為，美國這一系列舉動均對

準日漸崛起的中國，試圖防止中國坐大亞洲和
亞太，並有可能在未來挑戰美國的太平洋利
益。對此，許多專家認為，現時美國內外交
困，帝國疲態盡顯，重返亞太也並非易事，中
國大可不必自亂陣腳，宜應冷靜觀察、以靜制
動、沉㠥應對、見招拆招。

美國或犯下戰略性錯誤
奧巴馬執政以來，經濟危機如影隨形。當

前，美國經濟復甦乏力，債台高築，失業率居
高不下，軍費開支面臨削減，如何兌現對亞太
的安全承諾不免令人生疑。在國內經濟陷入困
境的背景下，美國發揮「領導」作用的底氣不
足，其亞太攻勢所引起的喧囂背後露出的是怯
意，讓人看出了「帝國的疲態」。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羅援少將最

近撰文指出，美國現在高調重返亞太，在中國
周邊投子布局，意圖十分明顯，就是劍指中
國、遏制中國。「正當美國領導人東奔西走、
自鳴得意之時，美國卻犯了一個致命的戰略錯
誤──敵情判斷失誤，戰略重心置放失誤，戰
略手段選擇失誤。」羅援認為，美國最大的敵
人是恐怖分子，而不是中國。

其次，羅援指出，美國安全戰略的重心不在
亞太，而在反恐戰場。美國的核心利益是確保
自身安全，現在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威脅遠遠沒
有解除，美國安全的主戰場仍然是在反恐領
域。比起反恐戰場，亞太地區對美國的安全來
說，威脅要小得多。用美國人的話說，美國在
亞太地區的利益無非就是兩項，一是海上通道
的安全，二是盟友的安全。這兩項哪項比美國
的自身安全更重要？權衡利弊，美國應該明白
它的安全戰略重心到底在哪裡。

中國應正確判斷妥善應對
有專家認為，目前亞太形勢既不同於冷戰時

期以軍事對峙為主的全面硬對抗，也非盟友間
的親密合作，而是一種獨特的軟對抗狀態，這
種狀態將在相當長時期內持續，從而考驗各方
的能力與意志。
面對這樣的複雜局勢，中國最重要是有一個

正確的判斷，這樣才可以採取適宜的對策。中
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學部主任、學部委
員張蘊嶺認為，其實，對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
來說，大局並沒有發生逆轉，中國沒有陷入重
圍。儘管新變局增加了中國的被動應對性，但
中國因實力增強形成的主動構建環境的能力也
大大增強了。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蘇浩也認為，中國作為一

個大國，也是許多爭端的主要一方，必須維持
相對穩定的外交政策，以理性的立場來處理亞
洲外交事務，避免採取強硬立場讓情勢更加複
雜化。中國是東南亞國家的友好鄰國，無論是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還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

中國都有必要與東南亞國家保持友好的關係。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

研究室副主任薛力認為，東盟是中國應該爭取
的對象，而不是應該全力打壓的敵手；由於歷
史與現實的原因，東盟「經濟靠中國、安全靠
美國」的戰略將保持至少20年。
也有專家建議，北京應多管齊下應對美國的

外交攻勢，首先，向東盟國家保證，北京並無
霸權野心，願遵守跟其他領土聲索國達成的
「遊戲規則」。中國領導人參加東亞峰會時就稱，
北京將繼續以「友好協商談判、和平的方式」
解決南海問題。其次，北京應打出屢試不爽的
「經濟牌」，以博取東盟成員國尤其是南海聲索國
的善意。中國戰略家認為，北京應擴大海外援
助，包括推出「東南亞版『馬歇爾計劃』」。這不
僅能改善中國與亞洲國家的經貿、政治關係，
也能將TPP可能對中國造成的損害降至最低。
專家們指出，對於美國來勢洶洶的「重返亞

洲」戰略，中國不必將其視為洪水猛獸，現階
段仍應穩住陣腳、冷靜觀察，沉㠥應對，見招
拆招。亞太之大完全可以容納下中美雙雄，因
此中國既無必要與它爭雄，也沒必要與它對㠥
幹。
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張蘊嶺指出，面對美國

的「咄咄逼人」，中國即使「無心戀戰」，也還是
要與美國周旋，但要打太極拳，而不是打拳
擊。太極拳柔中有剛，練的是內功，靠的是耐
力，講究的是以柔克剛，既可以強體，又可以
防身。美國很㠥急，但我們要穩住。
（本文原載香港鏡報2012年1月號，原文約5000

字）

中美亞太較量柔可克剛

香港各界都要求黎智英
及陳日君交待千多萬元的
政治黑金用作什麼用途，
為何要神秘保密？是否做
了違法之事？迄今兩人都
是含糊其詞，顯見心中有
鬼。
黎智英最近在《壹週刊》

寫了題為「信念是直覺」
的講耶穌文章。黎的邏輯
是：「信念是一種直覺，
相信自己的信念是本能，
故必然堅持。你相信也
好，不相信也好，神就是
存在的⋯⋯我認識的陳日
君樞機朝夕都在這樣堅
持。劉曉波只代表他自
己，他可以妥協卻堅持為
真理而付出，他的堅持因
而為他冠上神職人員的光
芒。樞機和劉曉波高舉的
燭光，不約而同帶領我們
走向真理。」
黎智英玩弄了移花接木

手法，把陳日君和劉曉波
的反華反共說成了神職的
任務，是真理的化身。他
把陳日君、劉曉波同神拉
上了關係，也把他的千多
萬政治黑金的去向，說成
是神的旨意。抽象含糊，
以為可以過關。 黎智英
說：「在某些人眼中陳日
君樞機逢中必反，專門搞
破壞。這些人太naive，太
simple了。我知道樞機所做
的一切都沒有政治考量，
他跟侵犯上帝福音的勢力

對抗。」
聖經裡哪一段是說神職

人員必然要反華反中國政
府的？沒有。為什麼陳日
君之前的樞機、繼任的樞
機都沒有上街參加政治遊
行、發表反華言論呢？難
道他們根本就不是神職人
員？所以，黎智英講耶穌
所寫的文章，是一個謊
言。他散播的是把政治強
加給上帝，把上帝改造為
反華的神，把上帝變成了
玩政治的黑金大亨的工
具。我是神職人員，我的
話是上帝的旨意。劉曉波
也冠上了神職人員堅持上
帝真理的光芒，這是什麼
話？這是「政教合一論」，
「信教必反華論」，粗製濫
造，是造謠撒謊，是犯了
聖經的十誡。
黎智英講耶穌可謂自暴其

醜，他只是一個假教徒，沒
有教徒會相信他如此以政治
污染聖經的謬論。不過，黎
智英小心翼翼避開耶和華。
他只說是「神」，黎智英的
神其實是山姆大叔，山姆大
叔是全能的，選中黎智英，
故黎智英就去做黑金金主，
以銀彈拉攏政黨反華，然後
又說是「神」的旨意。一切
都是美國佬作怪，黎智英是
露底了。他說陳日君一切都
沒有政治考量，只是維護神
的「福音」，香港人會信
嗎？

港人對國民身份認同日益提高
眾所周知，香港回歸15年來，經濟、社會

保持了持續繁榮和穩定，並成功度過97亞洲
金融危機、03非典危機、08全球金融海嘯和
歐債危機的衝擊。經濟終結連續6年的通縮
紀錄繼續保持增長，財政保持適度盈餘，政
府重視民生改良，失業率連降新低（3.5%）
等。這一切正是得益於香港回歸以來「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的成功實
踐和中央政府始終如一的鼎力支持。在香港
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緩慢的困局中，每當危
機降臨，是中央政府和內地同胞及時果斷出
手，注入利港經濟轉型的經濟政策和源源不
斷的發展動力。才使得香港社會和經濟充滿
生機活力，香港的亞洲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
得以繼續強化和鞏固，這與廣受全球金融危

機影響而沉寂低迷的歐美經濟形成天壤之
別。
因此，香港回歸後的發展實踐證明，15年

來，香港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得以完整保
持，「50年不變」的承諾是神聖莊嚴的，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是非常成功
的，港人已普遍享受到中央政府挺港方針
政策的經濟實惠，港人對「中國公民」身
份的認同度日益提高（早前有機構調研已
超過80%），港人國際地位顯著上升，政府
致力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成為全社會共
識；去年底香港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取
得好成績等等都是最好的例證。反映港人
已厭倦了無聊的政治爭拗、暴力民主和意
識分裂，「發展才是硬道理」，才是民心所
向。然而，就在香港社會凝聚共識謀求發
展和新一屆特區政府面臨換屆選舉的當

下，鍾庭耀卻罔顧事實，再次炒熱所謂的
「身份認同」民調，用心極其險惡，實乃
「譁眾取寵、誤導民意和製造分裂」的陰謀
之舉。

民調製造分裂意圖明顯
首先，姑且不論其歷次所謂民調主旨與香

港社會的和諧、發展主流背離，且與客觀事
實不符。而且，其民調用度的資助來源與西
方反華機構「美國民主基金會」(NED)及其
所屬全國民主學會(NDI)有關，而這兩個機
構都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背景，可見其獻媚
主子、製造政治動盪與分裂的意圖十分明
顯。
其次，鍾庭耀所預設的民調議題是不合

邏輯、相互矛盾的對立指標。如：提問
「認同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簡直就是

侮辱全體港人的智慧，眾所周知，香港97回
歸後，全體港人都是中國公民，香港人即
是中國人，這是一對從屬關係，不能作相
互對立的假設。因此，這樣的「民調」毫
無價值意義，就如同問自己「是不是男
人？」一樣的道理，無怪乎遭致香港廣大
學者的強烈抨擊。
再次，鍾庭耀日前所謂「（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方針）較回歸時退步」的荒謬言論，
無疑同其早前公佈的「身份認同民調」如出
一轍，互為因果。標誌其否定利港利民的治
港方針，企圖製造政治、意識分裂，以達禍
港亂港的政治陰謀更是暴露無遺。因此，全
體港人應當警惕，鍾庭耀的民調毫無學術價
值，只有赤裸裸的政治動機，不要讓這樣的
害蟲混淆視聽，禍港誤民。

香港大學民調機構日前發表

該機構負責人鍾庭耀所謂「港

人（國人）認同度」的民調結

果，認為：香港市民對「港人」

的認同度升至10年新高；而對

「中國人」的認同度則降至新

低。近日鍾某再放厥詞攻擊

「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方針比回歸時退步」，這是赤裸

裸的蠱惑人心和製造香港民

意、政治分裂陰謀，不得人

心，應予徹底揭露。

警惕鍾庭耀的政治陰謀

陶君行一廂情願以為由長毛先接位

後，就會再「傳」予自己，但問題是長

毛當主席之後會否還顧及戰友情誼卻令

人懷疑，始終社民連雖然已經泡沫化，

但總比當年的「四五行動」強，加上長

毛的新東派系也不會輕易交出權力，將

來引發另一輪的權鬥機會不少。而長毛

接掌社民連後，其路線將會進一步「四

五行動」化，激進暴力、違法抗爭的行

動將會此起彼落，這也是社會不得不警

惕的地方。

社民連在區議會選舉中全軍盡墨，黨主席陶
君行黯然落台，連帶黨內唯一的立法會議員長
毛梁國雄也一度沉寂，但近日他卻突然勇猛起
來，全力狙擊反對派的初選鬧劇，不但在何俊
仁與馮檢基的所謂辯論會上帶領一班憤青鬧
事，舉起大幅示威牌及扮成「小丑」，指罵何
俊仁及馮檢基可恥，名副其實的以鬧劇來諷刺
鬧劇；繼而在初選投票日上帶㠥支持者四處狙
擊投票攤位，與民主黨及民協的義工屢屢爆發
衝突及罵戰，長毛一眾戰意的高昂與剛敗選時
的頹喪儼然是天壤之別。

蜀中無大將長毛擔大旗
長毛突然勇猛，原來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所

致。自從陶君行辭職之後，社民連便由外務副
主席鄧徐忠出任代主席一職，直到12月改選為
止。但由於內部各方勢力對於主席人選各不相
讓，令到本擬12月舉行的改選一直推遲，至今
年2月再開。但由鄧徐忠暫代主席一職，終非
長遠之計，立法會選舉臨近，各種排兵布陣都
是蛇無頭不行，而鄧徐忠不論聲望能力都無法
勝任，而另一位副主席吳文遠，過去「政績」
也是乏善足陳，即是說由副主席升任這個順理
成章的模式已經此路不通。而擺在目前只有兩
個方法，一是由陶君行再作馮婦；二就是由黨

內的其他實力派接
任，雖然曾健成阿
牛早已表達興趣，
但有興趣無實力斷
難成事，而環顧黨
內只有長毛具備足
夠的聲望實力。
陶君行對於重任

主席初時心中也是
十五十六，首先是
主席之位得來不
易，如果不是區選
輸得太難看，他絕
對不會辭退主席一
職，但像梁家傑般
賴死不走又非常人
能做到，但問題是
剛辭職幾個月後又
重新回來，恐怕會
引起不少爭議，先不論黃毓民等人的冷嘲熱
諷，就是黨內其他勢力也難以擺平。況且他基
本上已鐵定出選今年的立法會九龍東選區，他
在接受訪問時更表示這是他最後一戰，不成功
就回來街頭抗爭云云，一副破釜沉舟的姿態，
而現在要重新接掌社民連，只會分散時間精
力，難以投入所有力量去打最後一役。而且他
如果最終取得立法會議席，一圓多年夢想，屆
時有兵有將再重掌社民連也不遲，於是他已回
絕了勸進的呼聲。

社民連進一步「四五行動」化
這樣黨內便只剩下一個長毛，首先論實力他

足夠當主席有餘，尤其是黃毓民與陳偉業出走
後社民連只剩他一個大老，在黨內與當年的
「太上黃」無疑。而他本人其實也有興趣接任
主席，享受大權在握的快感，君不見社民連還
未選舉，他就走出來接受傳媒訪問，直指「不
介意當社民連主席」，原因是「我做主席，好
處是因我是icon，可團結大家，但可能原本射
向我的箭，未來都會自動射向社民連」。他還
向支持者喊話指，「支持社民連的人不能再像

從前般只抱觀望態度，而要作實質支持⋯⋯今
年立法會選舉已非遙不可及的事」。為什麼黨
內還未投票，長毛已經儼然主席在手？這說明
他已得到黨內多路人馬支持，就算有其他對手
但在數人頭投票時也不可能勝出，同時也表示
社民連的所謂投票，不過是鬧劇一場，最終還
是幾個人說了算數。
對陶君行來說，長毛當主席肯定不是壞事，

原因是兩人私交甚篤，在長毛還未當上尊貴的
立法會議員、生活潦倒之時，陶不時接濟他，
長毛更經常去陶家看足球賽事，戰友情誼並非
黃毓民、陳偉業這些「忽然抗爭派」可以比
擬，由他接位陶君行最放心。不過，陶君行一
廂情願以為由長毛先接位後，就會再「傳」位
予自己，但問題是長毛當主席之後會否還顧及
戰友情誼卻令人懷疑，始終社民連雖然已經泡
沫化，但總比當年的「四五行動」強，加上長
毛的新東派系也不會輕易交出權力，將來引發
另一輪的權鬥機會不少。而長毛接掌社民連
後，其路線將會進一步「四五行動」化，激進
暴力、違法抗爭的行動將會此起彼落，這也是
社會不得不警惕的地方。

長毛接任主席再掀社民連內鬥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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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特首於零八年宣佈擴
充政治委任制度，增設多
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
位，轉眼間，已實行了將
近四個年頭。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正就政治委任制度
作出檢討，以供來屆特區
政府參考。筆者以為，儘
管各界對政治委任官員有
不同看法，但當我們直透
制度的底蘊，政治委任制
度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首先，政治官員的薪酬

高低可再商議，如認為薪
酬太高可適當調整，但不
構成反對整個制度的有力
理由；至於所謂任人唯親
的問題，觀乎世界各地，
國家元首委任彼此信任、
理念一致的人才加入政
府，籌組內閣班子，可謂
理所當然。難道外國元首
又會委任施政理念南轅北
轍、彼此無法溝通的人擔
當內閣部長？
反之，政治委任制度的出

現，正正是要打破高級官員
由政務官壟斷的局面。畢
竟，隨㠥時代的演進，公民
社會愈來愈活躍，加上民主
制度日趨完善，由公務員體
系訓練出來的政務官，過往
一直在較封閉的體系內工作
和接受培訓，以致愈來愈難
以適應外界的大風大浪，面
對市民和政黨的抨擊與訴
求，愈來愈顯得左支右絀。
所以，特區政府首任特首才
建立高官問責制度，擴充特
區政府的人才庫，自各方廣
納政治專才。
也有人認為，擴充政治

委任制度並不能改善施
政，但難道重返公務員主
政的局面，施政就會大大

改善？香港於回歸前急速
民主化，缺乏循序漸進的
演變過程，加上回歸後的
政治環境和外圍經濟狀況
日趨複雜，特區受到愈來
愈大的衝擊與挑戰，政府
的政治水平一時跟不上社
會要求，是可預見的，此
乃一個發展的過程，是一
種陣痛，總需要時間克
服，而問題的病因並不在
高官委任制度身上。
就筆者所觀察，自委任

制擴充後，官民之間的交
流從量方面肯定增加了很
多，較以往由公務員一手
包辦官民溝通的局面好，
由量變到質變需要一個過
程，但步伐是沒錯的。如
果取消委任制度，由鐵飯
碗的高級政務官出任主要
官員，整個施政架構必然
呆滯，缺乏新血加入，無論
換了多少任特首，可以用的
公務員也就是那麼多，他們
的表現和風格也是大同小
異，屆時，誰當特首也沒有
所謂了，都是公務員治港，
是特首配合官員，而非官員
配合特首。
在民主封閉的殖民統治年

代，政府是一言堂，社會的
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也比較
低，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
任由公務員治港當然沒有問
題。時代不同了，從特區政
府回歸初年的種種反應可看
到，公務員治港已不合時
宜，特首必須要有更合適的
人才輔政，推出政治委任制
度正好是對症下藥；如果要
說，就是政治委任制還未夠
開放，政府應大膽吸納更多
不同背景的政治人才，服務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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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長毛帶領示威者破門衝擊遞補機制的諮詢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