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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農曆龍年來臨，中美關係面臨㠥新一輪
的博弈，也給予國際社會無限聯想的願景。
這一年的兩國關係頗有看點。一是中美兩國都

面臨㠥領導層的更換和權力交接；二是台灣大選
塵埃落定，既讓兩國同鬆一口氣，也給兩國關係
帶來新挑戰；三是《上海公報》發表40周年，兩
國關係面臨㠥新的昇華；四是全球經濟仍不明
朗，兩國如何挑起世界經濟復興的重責；五是美
國重返亞洲的戰略部署已經確定，如何將兩國利
益交叉導致的風險變成兩國利益交集兼容的機
遇；六是兩國如何在國際多邊架構下處理朝鮮、
伊朗等棘手問題。

中美關係維持相對平穩之勢
可觀照的亮點是，奧巴馬周三發表他在大選年

的國情咨文，重點放在內政層面，內容涉及公平
制度、回歸美國價值與國家永續經營等大方向。
為了平抑美國公眾全方位的不滿情緒─根據民調
機構蓋洛普（Gallup）公佈的數字，美國人有83%
的不滿當前經濟狀況，69%不滿政府組織與職
能，68%不滿道德氣氛，奧巴馬要做的主要是眼
睛向內。這無疑減少了中美兩國政府間產生摩擦
的機會，這對兩國關係無疑是利好。此外，就是
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預定2月訪美，無疑深
化了兩國關係。對此，旁觀者清的韓國《朝鮮日
報》評論稱，這場「認識之旅、熟悉之旅」料使
中美關係「平順」。
還有就是，馬英九如中美兩國之願實現第二任

期，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可期，中美關係也會平
靜。不排除美國對台軍售會在兩岸和中美兩國間
引發波瀾，但只要美國有所節制，中美關係會維
持相對平穩之勢。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中國經濟龍年面臨㠥進出

口、投資、通脹、就業等相當多的壓力，中國經
濟依然會維持相對較快的增長速度。在此情境
下，中美利益攸關的貿易關係自然會引發兩個層
面的評價。一是基於良好願景方面的，中國經濟
增長的紅利會以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幫助聯邦政
府破解財政難題，刺激美國經濟發展；二是帶來
政治化的滋擾，尤其為大選年非理性的兩黨權鬥
所綁架，激發美國政媒對中國的批評聲音加大。
不過，中國變成美國兩黨大選的靶子，早就習慣
了。對這樣的博弈，中國並不引以為意，只是希
望勝者一方能在最短的時間裡將中美關係帶入理
性務實和互利多贏的軌道。

美國不能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
最大的問題在於，雖然奧巴馬總統㠥眼於美國

內政，孜孜於美國大選，但複雜的國際環境，恐
將打亂其既有的政策佈局，中美關係也會面臨㠥
難以預料的挑戰。
一是東亞亂局的影響。所謂的美國重返亞洲，

其實是㠥眼於東亞的地緣戰略佈局。美國外交上
的巧實力，軍事戰略的亞太回縮，利用南海和東
海的島嶼主權紛爭，美國事實上已經形成對中國
的地緣圍堵。從近期看，中美兩國無論是誰都不

敢冒區域之大不韙而激怒對方，引發不可收拾的
亂局。但由於朝鮮乃至菲律賓、越南這些不確定
熱點的「導火」作用，不排除中美兩國在特點時
間、特定地點激化矛盾。
二是伊朗問題。破解這一難題並不難，關鍵在

於美國。正如奧巴馬的國情咨文宣示的那樣，美
國的當務之急是內政民生而不是外交莽撞。不管
奧巴馬還是共和黨候選人，最重要的是關注3億
美國人而不是為了防備13億中國人。
中國承認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但美國不能損

害中國的國家利益。
目前，美歐聯合對伊石油禁運，如果導致伊朗

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不僅使美國陷入到另一場戰
爭泥潭，也不會為奧巴馬大選增加政治分。關鍵
是，將會引發全球性的能源危機，由此損害中國
的國家利益。伊朗問題惡化，雖不會導致中美兩
國關係的直接對立，但會讓中國為難，絕不會配
合美國的外交行動。
中國龍年，象徵活力和進取。即將迎來十八大

的中國新領導層希望中美關係穩定和諧和互利雙
贏，因此中國顯得淡定從容；白宮權力卡位戰讓
奧巴馬充滿焦慮，加之內政外交處處有難題，因
此美國顯得焦灼失序。
筆者以為，理性的美國主政者應該明晰一個道

理，無論其內政外交如何深耕佈局，把中國作為
朋友而不是對手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中美關係的龍年博弈與願景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2月1日公布其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
算案，在六百多億元巨額盈餘下仍能本㠥「審慎理財原
則」，獲得政黨、市民的讚揚。
雖然這次預算案並無再「派錢」，卻以「派糖」形式紓緩

民困，增加免稅額及繼續寬免全年差餉外，還推出1800元電
費補貼；綜援、生果金和傷殘津貼再出「雙糧」；向全港
納稅人退稅；為公屋住戶代交兩個月租金，顯示政府關懷
民生、對抗通脹的決心，也表達了政府的務實與承擔，以
解決基層市民的燃眉之急，預算案紓困措施開支逼近八百
億元，數目相當龐大。
雖然政府的盈餘仍很多，有的市民說，不如像去年那樣

「派錢」以滿足市民的需求，但這是違反「審慎理財」原
則。「再派錢」雖可贏得一時的掌聲，但對政府、對社會
長遠發展是沒有裨益的。《基本法》107條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案以量入為出的原則，力求收支平
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相適應。」要求
政府派錢是一種民粹的期望，派完再派，市民未必會多
謝，社會上反而會形成一種期望，認為每年政府有盈餘奉
旨要派錢，如果不派或是派少一點，都會令市民不滿。
我們要針對現時歐美經濟危機，應該防微杜漸，未雨綢

繆，及早有足夠儲備，減少經濟危機波及香港，影響香港
的社會經濟。香港能成功從08年的環球金融風暴中迅速復
甦，是由於特區政府有資金推出多項財政政策作出配合而
渡過難關。
特區政府推出很多建設工程需要大量資金，發展六大產

業、鞏固傳統產業，多項跨境工程在內的「十大基建」、香
港機場擴建第3條跑道、興建粵港澳大橋等大型工程都需要
大量資金作投資，為經濟帶來新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
會。政府需要把握時間，好好利用盈餘，利用手頭上的資
源，大刀闊斧作長期投資，均有利於香港發揮優勢，加強
創富能力，為經濟更上一層樓創造良好條件，這樣待下一
屆新特首接任有充足的資源，有充足資金。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預算案結語時指出：維持足夠的財

政儲備，迎接未來的挑戰，同時不會讓我們的下一代背負
沉重的財政負擔。（見《財政預算案》216段）

的確，審慎理財是我們的原則，切不可輕廢。

民建聯提出的退還薪俸稅、提供住宅電費補貼、寬免差
餉、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稅、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寬免商業登記費等多項惠民措施，都得到了採納。再加上
之前行政長官宣布的額外發放一個月綜援及生果金，以及
為公屋租戶代繳租金等措施，相信一定程度上可減輕市民
的經濟壓力。
政府已預期，因外圍經濟環境惡劣，香港今年的經濟前

景不容樂觀，特區政府有積穀防飢、隨時準備迎戰
的態度，值得肯定。筆者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緊密留
意整體經濟環境，若出現經濟下滑、失業率回升等
情況，考慮在今年中加推一輪紓困措施，協助市民
應對通脹壓力和經濟低迷。

加建公屋 早建居屋
預算案再次確認了5年內興建75,000個單位的目

標，但筆者認為仍不足夠。現時還有超過15萬戶家庭
正在輪候公屋，每年1.5萬的公屋單位，十年都解決
不了這些家庭的住屋問題。政府強調，現時公屋申
請的平均輪候時間少於三年。但不少合資格人士3年
內只是獲得揀樓的機會，不一定可以上樓。去年底
房署分析顯示，一般公屋申請人中，13%的輪候時間
長達3年以上，另有600宗申請輪候時間長達5年以
上，部分更長達7至8年。

合資格家庭一般經濟條件都比較差，有很多是「N無人
士」，以現時的市值租金，根本租不起樓，而要住在寮屋或
㜜房，居住條件十分惡劣。㜜房現時更是有價有市，3,000
元以下的㜜房根本找不到。既然政府承諾申請者三年可上
樓，筆者認為，對於合資格但輪候三年都未能上樓的申請
者，政府應該給予租金津貼，解決他們的居住問題，改善
居住環境。

自新居屋計劃宣布以來，樓價已明顯回落。新居屋計劃
更成為一班夾心階層的置業曙光。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完成
諮詢，公布具體細節及落成時間表，讓夾心階層家庭不再
得個「望」字，可以「上車」安居。此外，亦可讓部分公
屋租戶流轉到居屋，減低公屋單位的需求。

舊區更新 起動九龍東
去年二月公布的新《市區重建策略》，接納了筆者的建

議，為市建局增加了「促進者」角色，以協助舊樓業主進
行重建，實現了「由下而上」的重建模式。筆者一直希
望，市建局的舊區更新計劃可以拓展至舊工廠區，推動舊
工廈活化、重建，釋放這些閒置多時的土地資源。政府宣
布的「重建工廈」先導計劃，不但是市建局參與工業區更
新的重要實踐，更可為其他工廈業主提供重建的操作範
本，將成為實現「起動九龍東」計劃的重要策略。
此外，特首的施政報告，已將「起動九龍東」列為未來

的發展重點，更指望藉此計劃為香港提供30萬平方米的寫
字樓。這麼大型的一個計劃，最少要用十年時間完成，但
擔當重任的九龍東發展辦事處，卻只獲得一年運作期的批
款，讓人質疑政府對「起動九龍東」的長遠承擔。筆者希
望當局不但對九龍東的發展有長遠規劃，更對計劃的執行
有嚴密的部署，將九龍東發展辦事處的運作期延長至最少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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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民困助企業 房屋問題須解決

據1月30日的日本《產經新聞》報道，日本
政府對「自認是專屬經濟海域基準點，卻無
名稱的39座離島，加速進行命名作業」，其中
包括釣魚島群島久場島(即中方稱「黃尾嶼」)
附近的3座島嶼，分別取名為「北西小島」、
「北小島」、「北東小島」；大正島(「中方稱
「赤尾嶼」)附近的1座島嶼取名為 「北小
島」。
另外，除釣魚島群島周邊小島外，北海道

奧尻島附近的小島，也內定取名為「海獅
島」；北海道斜里町的知床岬北邊小島取名
為 「etaspe岩」(意為海獅)；日本海的見島北
方小島取名為「見島北鬚鮫島」等。

釣魚島明代起已劃入中國版圖
日本政府此舉，用意在於將釣魚島群島由

實際控制轉為法理佔有，其手法是將釣魚島
群島與其他日本周邊小島混在一起，通過國
內法將其劃入日本版圖，借以混淆視聽，蒙
騙國際輿論。撇開日本周邊小島不論，事實
上釣魚島群島在中國的史籍裡早已有命名，
且從明代起便劃入中國的版圖。
早在1403年(明朝永樂元年)前後成書的《順

風相送》，便有「釣魚嶼」、「赤坎嶼」(即赤
尾嶼)的記載；明朝嘉靖帝派往琉球的冊封使
陳侃和郭汝霖分別在其所著的《使琉球錄》
中不僅有釣魚嶼、赤嶼的記載，而且還明確
指出中國與琉球的分界就在赤嶼和古米山(即

琉球列島中之久米島)之間。明嘉靖41年(1562
年)鄭若曾編著的《籌海圖編》，清楚地將釣
魚嶼、黃毛山(即黃尾嶼)、赤嶼(即赤尾嶼)劃
入福建省版圖，並且將黃尾嶼與赤尾嶼之間
的諸小島命名為 「橄欖山」(見《籌海圖編》
卷一《沿海山沙圖》之「福七」、「福八」部
分)；清康熙58年(1719年)徐葆光著的《中山傳
信錄》卷一《針路圖》，不但有釣魚島、黃尾
嶼、赤尾嶼的命名，還註明由台灣的雞籠頭
(即基隆嶼)到釣魚島需行十更船程，由釣魚島
到黃尾嶼需行四更船程，由黃尾嶼到赤尾嶼
需行十更船程。足見釣魚島群島為中國領
土，史籍斑斑可考。

重施故技擴張領土
相反，日本人要到1885

年前後才通過西洋人的海
圖(主要是《英國海軍水路
志》)注意到釣魚島群島的
存在，並且將釣魚島群島
中的黃尾嶼用漢字「低牙
吾蘇島」來標示，這一命
名實即是將英文Tiau-Su用
和讀發音寫成漢字，而英
文Tiau-Su即是釣魚嶼的閩
南語讀音。可見英國海軍
是通過閩台人獲悉釣魚島
群島的命名，而日本人則

是通過英國人才注意到釣魚島群島的存在。
甲午海戰後，日本用武力擴張據有台灣，對
台灣至琉球之間的海島作了詳細調查，確認
英國海圖中的Hoapin-San、Tiau-Su、Raleigh
Rock即是《中山傳信錄》中的釣魚島、黃尾
嶼、赤尾嶼；於是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十
月出版的《日本水路志》(修訂本)中又將釣魚
島群島各島分別寫成「釣魚島」、「黃尾
嶼」、「赤尾嶼」。之後，日本出版的有些地
圖又將黃尾嶼寫成「久場島」、赤尾嶼寫成
「大正島」，將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及其
周邊小島統稱為「尖閣列島」。
二戰結束後，美國根據1951年簽訂的《舊

金山和約》托管琉球，將釣魚島群島劃入琉
球列島的經緯線內，並於1972年將釣魚島群
島連同琉球列島一併交還日本，導致今日釣
魚島群島被日本實際控制的局面，從而衍生
出長達四十年的中日釣魚島群島領土主權之
爭。今次日本政府試圖將釣魚島群島混在日
本其他離島中通過重新命名納入版圖，實際
上是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領土的
故技重演，其行徑必然會遭到全球華人的同
聲譴責。

日本重新命名釣魚島是軍國主義重演

陳鑑林 立法會議員

鄭海麟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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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在1月中正式推出減少都市
固體廢物的收費建議諮詢文件，推
出四個收費方案作公眾諮詢三個

月，每個方案各有優劣，不論最後諮詢結果如何及政府最
終採取甚麼方案，我反而會將㠥眼點放在如何利用所收取
的廢物徵款，若能做到「專款專用」，相信這可以減低推
行計劃的阻力外，亦可以回饋社區。
政府提出的廢物收費方案共有四個，包括(一)按廢物體

積重量計算，要求每戶購買專用垃圾袋或按全幢樓來計
算，當垃圾運到堆填區或垃圾轉運站時用入閘費方式徵
收；(二）按用水量計算，垃圾費跟每戶用水量掛㢕；(三)
定額收費，即每月繳交固定金額垃圾費；(四)局部收費，
即是向特定廢物產生者收費。
該四個方案各有優劣，以按用水量計算的方案為例，政

府在諮詢文件亦表明，用水量多少與製造固體廢物數量沒
有必然關係，例如用水量極大的髮型屋，所製造的固體廢
物可能比一間小型士多為少，但若單以用水量來計算廢物
徵款金額，髮型屋付出的一定較小型士多為高。
綜觀環境局所推出近40頁的諮詢文件，政府希望透過收

費方法以減少固體廢物量，但政府強調「不會以增加庫房
收入為政策目標」，而在7.8一段，當局提到有關強制廢物
源頭與固體廢物收費的相互關係及利弊時，亦特別提到固
體廢物收費可以製造經濟誘因，去進行減廢及廢物回收工
的推廣工作。政府所謂的「誘因」是帶阻嚇性，市民是為
免支付徵費而減少製造廢物，但我在年多前已提出「專款
專用」這概念，相信亦可以製造另一種誘因，並可以回饋
社區及市民。
整份諮詢文件㠥眼點是在是否收費及如何徵款這問題，

完全未有觸及日後如何利用所收取款項的問題，「專款專
用」的用意正是取之社會用之社會，讓普羅市民可直接受
惠於廢物收費。首先，政府可以將收費款項交予區議會，
用作各區改善環境保育、衛生及康樂建設之用，至於具體
如何運作可以再作探討，例如將全港分18區或改為分5大
區去進行等，相信這可以讓各區有額外資源去改善環境。
其次，政府亦可以考慮將所收款項用在各區以至各屋

苑，以設置小型廚餘處理及各類回收設施，方便市民在源
頭及社區作廢物分類工作；政府亦可以利用有關費用以扶
助本地環保工業，例如支援環保園及社區回收業等，相信
在「專款專用」這誘因下，可以更全面改善香港環境，減
少產生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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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言

二戰結束後，美國托管琉球，將釣魚島群島劃入琉球列島的經緯線內，並

於1972年將釣魚島群島連同琉球列島一併交還日本，導致今日釣魚島群島被

日本實際控制的局面，從而衍生出長達四十年的中日釣魚島群島領土主權之

爭。今次日本政府試圖將釣魚島群島混在日本其他離島中通過重新命名納入

版圖，實際上是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領土的故技重演，其行徑必

然會遭到全球華人的同聲譴責。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下午出席財政預算案記者會。

■日本欲通過對釣魚島群島重新命名納入版圖，是混淆視

聽，蒙騙國際輿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