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而言，合資格的內地汽車來
港，香港可以因應其發展需要，開
設關口和專用通道，限制其可前往
的區域，並開設大型停車場供其停
泊，為內地駕駛者提供接駁市區重
要地點的公共交通服務。
舉例而言，今年香港將釋放絕大

部分港深邊境禁區。該地區鄰近深
圳的市中心，面積達2400公頃，大於
香港島已發展的面積。政府可考慮
開設更多關口和專用通道，容許內
地汽車進入該區，但是禁止它們駛
往其他區域。該區可大力發展零售
和批發、專業服務、商業、展覽、

酒店、文娛、旅遊等行業，讓內地
旅客可以享受「一站式」服務。若
然內地駕駛者需要往來市區，政府
可提供公共交通服務。邊境禁區的
開發可令香港得到新的發展動力，
還可以扭轉以往過分集中發展維港
兩岸的城市格局，為新界居民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
另外，天水圍常被喻為「悲情城

市」。究其原因，是其城市規劃出現
問題，工業北移後，該區發展未能
製造更多就業機會給居民，而且，
居民大多是中下層或基層家庭，內
部消費力不足。就此，政府可考慮

由西部通道開設專用通道至天水
圍，供內地汽車行駛，同時，政府
應在該區大力發展服務業，為居民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此舉也可解決
西部通道用量偏低的問題。
大嶼山也是一個可重點開發的地

區。香港國際機場有意發展成集購
物、展覽、酒店等於一身的航天
城，配合其周邊的旅遊資源，發展
潛力巨大。政府可開設專用通道予
內地汽車經香港來往深圳、珠海，
該批汽車不能駛往香港其他地區。
利用「自駕遊」帶動整體大嶼山地
區的高速發展。
就 以上的發展方向，政府應將

粵港「自駕遊」計劃提升至經濟發
展的戰略高度，交予更高層官員負
責，由其協調運輸、規劃、保安等
各個相關部門，讓粵港「自駕遊」
計劃配合香港整體發展規劃。事實
上，粵港「自駕遊」計劃不是洪水
猛獸，只要恰當利用，絕對有助香
港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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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危機愈演愈烈。美國指責中俄
行使否決權「拙劣之舉」，西方國家出現
了繞過聯合國自行解決敘利亞問題的聲
音，並逐步變成現實行動。先是法國總
統薩科齊提出了類似解決利比亞問題的
「敘利亞問題聯絡小組」，美國國務卿則
具體推出了解決敘利亞問題的「解決方
案」：美歐攜手，孤立中俄，拉攏阿
盟，形成反對巴沙爾的聯合陣線。希拉
里高調宣稱，「面對已然癱瘓的安理
會，我們要在聯合國之外加倍努力⋯⋯
『民主敘利亞的朋友們』團結起來，支持
敘利亞人民尋求更好未來的權利。」

西方干預敘利亞有利益計算
西方要對敘利亞大幹一場，看來是箭

在弦上。值得一提的是，這場看上去是
西方國家正義凜然剷除兇惡獨裁政權的
行動，真的就那麼充滿理性正義的光
輝？
表面看去，的確如此。巴沙爾政權，

對反對者施以暴力，遭到世界輿論強烈
譴責。但是，由於巴沙爾政權的什葉派
色彩，以及同伊朗的親密關係，使得這
場外來的正義干涉充滿了利益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從突尼斯到埃及，從利比
亞到也門，從伊朗到敘利亞，看上去同
屬伊斯蘭民主的街頭革命，其實內涵不
同。這裡有美國的盟友，也有美國的死
敵。對於突尼斯和也門乃至埃及，美國
和歐洲對這些朋友國家的街頭運動基本
上是從綏靖到勸逼，是察言觀行也是始
亂終棄；對於利比亞則是武力介入，敘
利亞乃至伊朗，西方國家正在複製對付
利比亞的軍事干預模式。
更重要的是，民主之後的埃及、利比

亞，並未實現公平正義的轉型，依然處
於混亂暴力頻仍的狀態中。如此看來，
西方國家對付敘利亞的方式，與其說是
正義的干涉，還不如說是利益的遊戲。
如果考慮到中俄的否決因素在內，敘利
亞危機彰顯的大國遊戲色彩更為明顯。

最好的標本是俄羅斯，一方面俄羅斯在
敘利亞的塔爾圖斯建有軍事基地；二是
俄羅斯和敘利亞擁有近200億美元的軍事
和能源合同。這些戰略和經貿利益關
係，不容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站在一個陣
營。更大教訓在於，俄羅斯曾在利比亞
問題上附和美歐，但是在戰後的利比亞
市場，俄羅斯並未佔到太多便宜。因
此，2月4日的《亞洲週刊》認為，基於
「教訓」，俄國今後很可能對西方任何與
中東國家有關的決議提出反對意見。

或會引起伊斯蘭世界大衝突
至於中國，一是長期的不干涉他國的

外交政策使然，中方所謂的「秉承公正」
並非外交辭令；二是中國附和美歐，也
不會得到更多的利益；三是中國在中東
和西亞也有越來越多的利益存在，對這
一地區的形勢有自己的判斷；更重要的
是，在中美中歐互為重要貿易夥伴的情
形下，美國基於大選年的政治考量，朝
野都將中國視為廉價的批駁標靶，以牟
取政治私利；歐洲則一方面要求中國對
歐債危機施以援手，卻對中國的利益訴

求不聞不問。中國豈能按照美歐的設計
輕鬆就範？
關鍵是，美歐在聯合國框架內也更像

是作秀和表演，正如英國廣播公司
（BBC）6日的評論，美國政府對敘利亞
問題顯然早有「多套劇本」。這意味 聯
合國不過是走走過場的迷障，批評中俄
的抓手，以及自行解決敘利亞問題的道
具。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並不想落下「軍

事干預他國內政」的口實，希拉里稱美
國的方案「保證沒有進行軍事干預的選
項」。若將來動武，美國必然被國際社會
看成是虛張聲勢和說話不算數；若武力
干涉，以暴易暴則會造成敘利亞的內政
甚至引發區域性災難。畢竟敘利亞和利
比亞不同，戰火燒到敘利亞，可能會延
燒到伊朗，繼而導致伊斯蘭世界遜尼派
和什葉派的宗教大衝突。
總而言之，敘利亞危機造成的是大國

利益的遭遇戰和連橫合縱，說到底是大
國之間的博弈遊戲。遊戲的損害者，不
是西方世界和中俄兩國，而是敘利亞和
整個伊斯蘭世界。

敘利亞危機的大國遊戲

接連遭受分裂、區選全軍覆沒打擊的社
民連，日前舉行會員大會，選出該黨第三
屆行政委員會，正如外界預期，以梁國雄
為首的「候選內閣」以85票信任、3票不
信任、6票棄權票當選，梁國雄並接任社
民連主席。而因區選失敗而辭職的前主席
陶君行，則留任行委。現時的社民連行委
基本上由兩類人組成，一是激進的社運團
體人士，部分更是多次被警方拘捕；二是
由梁國雄及社民連聘請的職員，即是職業
的抗爭者。而上屆還有一些專業人士加
入，今屆已經一個不留，足顯社民連人才
凋零。

社民連人才凋零 梁國雄得償所願
梁國雄接任社民連主席一點也不令人意

外，原因是自從黃毓民、陳偉業等人帶兵
出走後，社民連剩下的人才已經買少見
少，當陶君行辭職後，兩個副主席難當大
任，曾健成等核心黨員又因為派系問題上
位無望，剩下的確實只有梁國雄這個立法
會議員。而且不要忘記，現時社民連不少
行委都是梁的受薪職員，以其立法會議員
的津貼支薪，自然是唯梁國雄馬首是瞻。

再加上梁國雄本身也有意接任主席，始終
等了這麼久才等到大佬盡去，怎可能會錯
過這個機會？於是當陶君行建議梁接任
時，他便一口答應，並且在投票前已經在
報章上大談社民連的發展前景。有人認為
梁國雄根本不熱衷權力，只是「捱義氣」
接位，這種天真的看法在政治世界是不會
出現的，如果梁國雄沒有興趣，以他性格
明言拒絕便可，何必如此勉強？
梁國雄接任表面是「眾望所歸」，但看

當日的投票人數原來只有94人，當中更
有3票不信任及6票棄權，當中有兩方面
的訊息：一是選舉主席這樣重要的事，
最終投票的竟然不足百人，其中可能還
有一些是委託投票，這顯示社民連經過
分裂後，不少黨員被鬥走或心淡出走
後，剩下的黨員已經少之又少，才出現
梁國雄以85票當選的政壇「奇聞」。二是
竟然有9張反對票，而這些人是明知梁國
雄肯定當選之下，還特意走去投票反
對，顯見對梁的不認同。據悉，一些社
民連行委對於出現9張反對票都感到愕
然，原因是在社民連黨內最不滿梁國雄
的人，主要是黃毓民支持者，而他們已

經轉投「人民力量」，不明白何以如此。
有估計是曾健成派系因不滿梁的上位而
故意令他難看，看來社民連的內鬥在未
來還會持續。

借梁國雄帶動選情
梁國雄接任社民連主席，固然是因為蜀

中無大將所致，但其實也是社民連立法會
選舉部署的一部分。政黨在選舉前由黨內
的政治明星出任主席或負責選舉的崗位，
在過去屢見不鮮，原因是以黨內明星掛帥
可產生所謂「風車效應」，帶動各區的選
情，並且有助製造宣傳焦點。就如政界早
前傳出，民協為了在立法會選舉取得兩
席，於是考慮將副主席莫嘉嫻提升為主
席，藉此拉抬其選情，帶動民協的選戰部
署。現在社民連以黨內最具知名度及「叫
座力」的梁國雄任主席主要有幾個考慮：
一是以梁國雄為選舉的重點，既可傾全黨
之力保其新東議席，也藉其「明星效應」
輻射其他知名度較低的候選人，作用就如
上屆以黃毓民掛帥一樣。
二是讓陶君行能夠在九龍東作背水一

戰。陶君行已明言今屆立法會選舉極可能

是他最後一戰，自然要全力以赴。而且九
東今屆新增一個議席至五個，在九東選票
「極穩定結構」下，新增這一席相當重
要。而且，公民黨梁家傑自外傭居港案一
役聲勢大跌，而「雙非」事件肯定也會衝
擊選情；民主黨李華明決定轉行不選，由
胡志偉接任也不可能全部接收李的票源，
這些都為陶君行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今屆不得將選，未來也沒有希望，所以他
建議由梁國雄接任主席，正是要騰出精神
時間投入選戰。況且將來他如果成功當
選，以他與梁的交情再要求他讓位也可
以，所以才有現時的安排。
可以預期，社民連這次在立法會選舉將

會全力出擊，梁國雄留新界、陶君行出九
東、曾健成再戰港島，至於其他兩區可能
要視乎資源是否足夠。但以社民連之力推
出三人出選規模不可謂不大，這次梁國雄
掛帥足顯社民連確實是孤注一擲。然而，
假如社民連再次在立法會選舉大敗，結果
可能令社民連全面退出建制，主力重返街
頭，暴力衝擊抗爭將會愈演愈烈，而社民
連也會真正變成另一個「四五行動」，當
然這可能也是梁國雄所樂見的。

梁國雄接任主席 社民連孤注一擲

善用「自駕遊」刺激區域發展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陳振寧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成員

張敬偉

「雙非」嬰兒是指父親及母親均不是香港
永久居民的嬰兒。內地「雙非」孕婦湧港，
增加本港醫療服務尤其是婦產科和急症室服
務的壓力，令香港人享用本地醫療的輪候時
間增加，導致醫療質素下降，難怪怨氣難
消。而且內地「雙非」孕婦在港所生的嬰兒
可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有資格申請綜援
金及享用香港醫療、教育及房屋資源等，將
令香港的資源福利網受到衝擊。
話說回來，這筆因「雙非」嬰而衍生的

無底深潭，始作俑者正是公民黨和其友
好，「雙非」孕婦的肇端正是始於「莊豐
源案」，此一案中嬰孩雙親都不是香港人，
翻查紀錄，代表莊豐源打官司的大律師
「巧合地」又是現時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
副主席李志喜和公民黨友好郭瑞熙等。此
一案件與香港現時的困境有 直接關聯，
當時公民黨李志喜大狀宣稱「雙非」嬰都
會隨父母返回原居地，不會對香港資源構
成壓力，政府憂慮是多心了。終審法院最
終判令，不論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香
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權，自動
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並享有福利的權利。
而另一居港權關鍵案件「吳嘉玲案」，

為香港回歸祖國後首宗居港權案，代表吳
嘉玲一方的大律師當中，公民黨友好郭瑞
熙同樣榜上有名，而牽頭的正是公民黨的
核心成員資深大律師張健利。當年，160
萬人湧港的危機一觸即發，特區政府提請
全國人大釋法，釐清「在香港出生的中國

公民」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合法定居或
在香港期間所生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
逾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在香港期
間所生的子女」。然而，當年的公民黨藍
血大狀卻反對人大釋法，公然挑戰全國人
大的權力，聲稱「會動搖香港百年來的法
治基礎」。
「雙非」嬰問題對香港的負面影響將在

未來數年當「雙非」童適齡入學後陸續浮
現，公民黨當時的「莊豐源案」和「吳嘉
玲案」給香港社會埋下了「雙非嬰」這顆
計時炸彈，分化了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友好
團結，亦企圖觸碰人大釋法權威，狀棍政
棍舞刀弄槍，常常把權利和本港司法獨立
作捆綁，每一次以行政手段或釋法，總會
被扭曲為不尊重法庭裁決；而另一邊廂，
狀棍總愛自編自導自演，就像東涌朱婆婆
或外傭居港權案的申請人被推上舞台演活
了司法覆核案的弱者，成了亂港棋局的一
隻可棄的爛頭卒，為該黨律師和大狀棍的
攻城略地作點綴。
公民黨既是當年「莊、吳」兩案的作俑

者，現在又抽政治水，站在街頭收集市民
簽名呼籲停收「雙非」孕婦，企圖混淆視
聽，欲卸責推說是「個人遊」遺禍。公民
黨在數年前埋下此福利真空彈，在爆發後
抽盡了香港資源，令醫療系統崩潰，市民
未能享應有醫療服務，影響我們的生活，
分化了兩地人民同根生的感情，狀棍黨確
實是罪無可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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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較低的候選人；二是讓陶君行能夠

在九龍東作背水一戰。陶君行已明言今

屆立法會選舉極可能是他最後一戰，所

以他建議由梁國雄接任主席，正是要騰

出精神時間投入選戰。可以預期，社民

連這次在立法會選舉將會全力出擊，梁

國雄留新界、陶君行出九東、曾健成再

戰港島，以社民連之力推出三人出選規

模不可謂不大，這次梁國雄掛帥足顯社

民連確實是孤注一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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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粵港兩地政府就「自駕遊」計劃達成協議，目的

是便利兩地居民往來。該計劃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今年

三月，合資格的香港汽車可以北上廣東省；第二階段的實施時

間仍未公佈，內容是符合資格的內地汽車可以南下香港。自粵

港「自駕遊」計劃公佈後，引發社會上不少爭議，其主要針對

的問題是內地司機素質參差、保險賠償、責任追究等。

■2月4日，聯合國安理會就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進行表決，俄羅斯和中國投了否決

票，決議未獲通過。

事實正顯示中日關係在鄰居和對手之間
遊走。日本的外交政策其實很清晰：經濟
貿易依賴中國，政治軍事則依賴美國，與
中國友好是手段，防備中國是目的。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也是

雙方必須重視改善關係的一年。去年底，
日相野田佳彥訪華，兩國領導人都有意深
化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精心策劃和辦好
「中日國民交流友好年」和其他紀念活
動。但是，筆者留意到，新年伊始，兩國
即陷入「館舍糾紛」，並折射出兩國深刻
的底層矛盾。
日本駐華大使館新館於去年七月竣工，

但中方一度認為這是「違章建築」，不批准
使用。日本駐北京新使館○六年起修建，
但是日方在實際施工中沒有提交改動的申
請，擅自將原來的通頂設計改為樓層走
廊，使總面積增加不少。北京方面認定為
「違章建築」，是基於事實。但日本媒體指，
北京這是要報復日本阻撓中國駐日機構館
舍建設。位於東京的中國駐日大使官邸、
新潟市及名古屋市的總領事館等建築因為
老化，中方提出了搬遷計劃，但都遭到當
地議會等方面的反對。日本媒體解釋，反
對是因為前年發生釣魚島撞船事件後，日
本的反華情緒高漲。但是，實際當時針對
中國大使官邸的搬遷計劃，日本外務政務
官濱田和幸等人批評中方「搶購土地」，開
展了反對搬遷的活動。最新消息，北京已
同意日本駐華新使館使用，日本也以備忘
錄形式向中國政府承諾，為駐日中國公館
搬遷和興建事宜提供法律許可範圍內的協
助；但在野自民黨批評此舉軟弱，顯示事
情還沒有完。「館舍糾紛」其實是當下中
日內在矛盾的折射。事實上，自中國的
GDP超越日本，中日之間的三大矛盾位置
已有變化，實利的爭奪已上升為首位。

實利爭奪是「重中之重」
筆者總結的中日三大矛盾為歷史、感情

和實利。歷史問題，就是圍繞參拜靖國神
社而觸發的日本二戰侵略史的認定及反
省；感情問題，日本幾乎每次民調都指八
成以上的日本民眾討厭中國人，而中國網
民幾乎是百分之九十恨日本人；至於實
利，焦點就是釣魚島及東海海洋權益的劃

分。
一般邏輯而言，實利當然是「重中之

重」，無論如何都是第一位的，然而中日
邦交正常化四十年以來，尤其是中國改革
開放前三十年，中日爭吵最多的是歷史問
題。也許，這是得益於鄧小平確實有超人
的政治家智慧，在日本國力遠強於中國並
且挾持對中國巨額低息貸款援助之際，就
釣魚島問題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
發」，留待下一代智慧解決，將火頭壓了
下去。
事實上，應該說，日本大財團也敏銳看

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商機，日本從中的
獲利蓋過釣魚島問題，也就一定程度默認
老鄧的主張。因此，那一段時間，中日的
衝突多在歷史認識上，而且多為中國方面
發難，北京高層可以因為日本前首相小泉
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而數年不與他會晤。
或許，中國的GDP超過日本，日本才如

夢初醒。筆者相信，許多日本的戰略家後
悔，三十年前就不應該巨額經援中國。但
是，後悔藥是吃不了的，而現實還可以一
戰，尤其是老大哥美國明確了重返亞洲、
制衡中國的戰略，日美既有軍事同盟，還
有TPP的構想。如此這般，中日之間實利
爭奪的矛盾不可能不上升到第一位。

中日關係在鄰居和對手之間遊走
因此，今年日本突然對釣魚島動作多

多，就不奇怪了。先是議員登島，之後又
要為釣魚島附近的島嶼命名。另外，日本
近日突然無端指中國在東海單方面開發油
氣。確保釣魚島，從而爭取東海最大利
益，應是當下日本國策。
野田佳彥訪華時，中國總理溫家寶說：

「中日要做好鄰居、好夥伴，不要做對手。」
事實正顯示中日關係在鄰居和對手之間遊
走。日本的外交政策其實很清晰：經濟貿
易依賴中國，政治軍事則依賴美國，與中
國友好是手段，防備中國是目的。中國持
有逾一百二十七億美元的日本國債，野田
訪華達成日本購入一百億美元的中國國
債，並就促進雙邊貿易的人民幣結算取得
了一致，令中日經貿合作延伸至金融領
域。然而，日本鞏固日美軍事同盟的動作
更大。所以，今年的中日關係難以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