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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馬英九在一次會議上表示：今後四年執
政，雖然沒有競選連任的壓力，但卻仍有歷史
評價的壓力。這或許是指他的歷史責任感。這
就使我聯想到國共兩位老人晚年留下的「遺
憾」。

馬英九有歷史評價的壓力
一位是共產黨的毛澤東。自國民黨從大陸撤

至台灣，兩黨的矛盾性質已從制度和意識形態
之爭轉化為分裂和反分裂之爭。雖然在長期的
國共對立和戰爭中，情況慘烈，但鑒於國民黨
當局在維護國家主權、堅持一個中國和反對
「台獨」中還是堅決的，毛澤東因而迅速調整
了對國民黨的政策。早在1956年元月，他在最
高國務會議上就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1972
年2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時
稱蔣介石先生為「我們共同的老朋友」，還說
「實際上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長得多。」毛
澤東還兩次使用古文中的詩詞來表達對新的
「國共合作」的期待：一次是引用白居易《長
恨歌》中的兩句話：「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
願為連理枝」；一次是引用王勃《滕王閣序》
中的兩句話：「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足見毛澤東還是誠懇地希望新的國共
合作的。
一位是國民黨的蔣介石。國民黨自1949年退

踞台灣後，蔣介石矢志要「光復大陸」。他對敗

在毛澤東手下，始終不服，也想不開。雖然如
此，但毛澤東對蔣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堅持
一個中國和反對「台獨」的堅決性方面，還是
十分肯定和欣賞的。1974年在中國大陸與南越
為西沙開戰中，蔣介石是明顯地站在中國大陸
這邊，不僅允許解放軍「直接通過」台灣海
峽，使不再與以前一樣繞道公海，而且還讓
「國軍打開探照燈」，以便於解放軍順利通過。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蔣介石逝世前還通過國民
黨元老陳立夫，經過秘密渠道邀請毛澤東訪問
台灣，毛澤東則批示鄧小平代表他成行。陳立
夫未等回答，竟提前在香港媒體就此公開發表
《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

這兩位老人，毛澤東和蔣介石，雖有兩次合
作，但總的還是長期對立，只有到了晚年，雙
方出於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考慮，出於堅持一
個中國、反對「台獨」的考慮，彼此的思維和
立場又逐漸接近了。中國大陸從毛澤東、周恩
來到鄧小平，台灣從蔣介石到蔣經國，雙方都
曾有過或明或暗的聯繫和互動，都想在有生之
年摸索或解決兩岸中國人的關係問題。可惜都
晚了，兩位老人先後於1975年和1976年相繼去
世。實際上他們都是各自帶㠥某種「遺憾」辭
世的。

利用有利時機 把兩岸關係推進一步
我個人之所以提到以上這一段，也是希望馬

英九先生利用在職的有利時機，把兩岸關係再
推進一步。
2008年6月，我曾在香港《中國評論》上發表

過一篇文章，即《馬英九主政台灣後兩岸關係
新態勢》一文。其中談到，中國大陸有「十年
文革」之亂，鄧小平應時而出，沒有辜負大陸
人民的期待；台灣有「八年台獨」之亂，馬英
九能否成為台灣的鄧小平？僅就台灣政局和兩
岸關係現狀來說，還非常需要鄧小平式的人
物。歷史在呼喚英雄，英雄也當呼應歷史。回
顧馬英九第一任的四年，雖然還存在不少缺
失，但基本上如他自己所說，已大體完成了
「撥亂反正」。其功不可沒，頗值得稱讚。但他
連任後的第二個四年，尤其在兩岸關係上應該
怎麼辦？這是很多人所關心的。
兩岸關係是國共兩位老人、兩位領導人所遺

留下來、有待解決的問題。歷史發展到今天，
這個問題的合情合理解決是至關重要的，它不
僅關係到台灣未來的走向，關係到台灣人民的
切身利益，更關係到兩岸的和平發展和終極統
一，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亞太地區的
持久和平。馬英九先生既已考慮到自己的歷史
定位，就不可能不考慮到這個問題。當然，我
們並不奢望馬英九的第二任能夠完全解決這個
問題，這是不可能的，但希望能面對挑戰，乘
風破浪，闊步前進，從而在這個方面作出新的
更大的貢獻，為歷史留下美名！

馬英九莫忘兩位老人晚年留下的「遺憾」

鑒於歐元區國家經濟復甦乏
力，標普今年1月13日「一氣」
下調歐元區9國信用評級、14國
前景展望調為負面，歐元區
「領頭羊」之一的法國也失去3A
評級。此舉「觸怒」焦灼的歐
洲。失去3A評級的奧地利表示
「不滿」和「震驚」，歐盟委員
會經濟與貨幣事務委員雷恩指
責標普「犯下一個錯誤」。
繼標準普爾之後，穆迪投資

者服務公司2月13日調低了歐元
區6國的信用評級，並將奧地
利、法國和英國的AAA評級展
望調至負面。這顯示出歐元區
應對債務危機前景依然不容樂
觀；並彰顯歐債危機已影響到
區外國家。
歐元區外的英國出現在降級

名單中，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
注。英國對穆迪的報告反應直
接而明確。英國財政大臣奧斯
本當即表態：一、這表明在當
前國際形勢下，英國無法在債
務問題上獨善其身；二、那些
試圖迴避債務問題的人，需要
清醒了；三、為防止更糟的情
況，英國需要堅持財政緊縮政
策，任何動搖都是危險的。
穆迪的報告，既顯示了對英

國未來財政狀況和經濟增長乏
力的擔心，又表示了對歐元區
債務危機的前景及其對區外經
濟體造成負面影響的擔憂。
穆迪將英國的AAA評級展望

調至負面後，英國工業聯合會
發佈報告，預測英國經濟在

2012年停止衰退，但經濟仍會
受歐債危機不確定性的影響。
英國工業聯合會總幹事克里德
蘭說，英國經濟的復甦將「取
決於歐元區危機的解決情況。」
英國一直對歐元持懷疑態

度，並拒絕加入歐元區，有意
同歐元區保持距離，避免在危
機惡化的情況下受到連累，甚
至對歐盟應對歐元區債務危機
的一些做法有不同看法。然
而，英國財政大臣的表態表
明，倫敦已經意識到，經濟一
體化之下，危機蔓延，很難再
有避難的孤島。
過去兩年多，歐債危機越演

越烈，在歐洲，救援措施和機
制不斷出台，「防火牆」越築
越高，但涉債的國家越來越
多，窟窿越來越大。包括穆
迪、標準普爾等國際機構都指
出，如果不解決歐洲一體化當
中出現的機制失衡、經濟失速
的問題，歐洲保守和被動的方
案只會令債務應對措施大打折
扣，不僅阻礙歐洲的復甦，也
將進一步影響其它地區的經濟
發展。
在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

各國政府在使用刺激還是緊縮
政策上面臨兩難選擇的情況
下，歐洲國家應在調結構、促
內需、保增長方面拿出有力措
施，以防債務問題進一步擴
大。

特區政府日前公布「過境私家車一次性
特別配額試驗計劃」細節。每天名額50
個，申請人必須通過本港運輸署及廣東省
公安廳的各自審批，成功申請者還須向有
關部門辦理各種文件及手續，如購買第三
者保險等，才可駕車北上，這說明「自駕
遊」的審核制度相當嚴謹，而且有嚴格名
額限制，絕非如部分報道及評論所言是
「無掩雞籠」。然而，近日有輿論卻不斷借
「自駕遊」來大做文章，扭曲事實誤導市
民，這顯然並非實事求是討論政策的態
度，而是藉此炒作成兩地矛盾，製造兩地
民眾對立。

一面倒負面報道「自駕遊」不公平

在2011年8月23日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
四次會議上，港粵兩政府確定推出「自駕
遊」計劃。作為深化兩地融合的其中一項
政策，「自駕遊」在當時受到社會輿論的
肯定，認為此舉便利兩地民眾往來，對本
港的旅遊、消費等行業都有刺激的作用，
而且由於每日的名額有限，因此社會對
「自駕遊」政策一直爭議不大。然而，現時
《蘋果日報》及吳志森、黎廣德之流卻突然
對「自駕遊」大加鞭笞，《蘋果日報》將
之說成「糖衣毒藥」；吳志森更以「文革
式的語言」說要「展開一場轟轟烈烈的反
『自駕遊』運動」；黎廣德的文章甚至以
「自毀長城」為題，極盡譁眾取寵之能事。
何以當日提出有關建議時，這些人並沒有

激烈反對，現在卻提出種種無根據甚至是
聳人聽聞的質疑？而且將內地的司機一概
視為「洪水猛獸」，一面倒的負面報道，這
又是否客觀？
事實上，任何政策措施都不可能完美，

但評論政策時必須從大局出發，看看究竟
是得㠥多還是損失多，而非一開始就一棒
打死，以種種情緒化的語言及毫無根據的
指控來取代客觀分析。從粵港融合的大趨
勢而論，「自駕遊」可便利兩地民眾往
還，逐步實現珠三角地區一小時「生活
圈」，這是兩地融合的必由之路，就如當局
擴建各個通關口岸，興建各項跨境基建等
一樣，都是為了促進兩地的人流以至是貨
物流、資金流。環顧全球，「自駕遊」並
非粵港兩地獨有，歐盟實行「車輛自由行」
後成功帶動各國的旅遊消費，受到各界肯
定，粵港兩地推行「自駕遊」怎麼就變成
了「糖衣毒藥」？

便利兩地往還 帶動「橋頭經濟」
從本港經濟出發，駕車往來兩地的民眾

大多屬於消費力較高的一群，「自駕遊」
可吸引更多內地高消費一族來港旅遊購
物，為本港消費市道注入活力。同時，隨

㠥港珠澳大橋等大型跨境基建在未來幾年
逐步完工，大橋附近的區域將成為極具發
展潛力的經濟圈，就如在全球不少國家都
特意在大橋附近發展出各有特色的「橋頭
經濟」，興建各種汽車酒店、大型旅客免稅
區或購物廣場等，成為當地經濟的一大助
力。而「自駕遊」正可吸引大批內地高消
費民眾循港珠澳大橋及其他基建來港，屆
時當局將可規劃大橋周邊地區的發展，為
本港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固然，現時一些人對「自駕遊」的憂慮

雖有一定道理，例如擔心內地司機由於不
熟悉本港的交通法例，在駕車來港時可能
會產生險情；又如本港一些旺區塞車嚴
重，如果開放內地車輛南下，可能會加劇
塞車問題，並令空氣污染問題有所惡化
等，都是社會所關心的議題，當局理應重
視。其實，這些因「自駕遊」所衍生的問
題，在其地地方同樣出現，歐盟在實施
「車輛自由行」後，在執法及環境污染等問
題上也引起了當地民眾不滿，但歐盟並沒
有因此而將政策全面推翻，而是提出可行
的改善建議去解決問題，例如在執法上，
歐盟委員會將於2013年實施合作機制，建
立資料庫解決；又如污染問題，歐盟對跨

境車的引擎型號、排出廢氣總量等都有嚴
格規定，大大減輕了「車輛自由行」對社
會的影響。

優化「自駕遊」釋市民疑慮
歐盟的經驗在在說明，任何政策都必須

經過一個試驗、檢討、完善的過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也不應一刀抹殺。粵港兩地
的「自駕遊」計劃在實行之初，難免會遇
到各種的問題，對於本港市民的憂慮，當
局不必急於推出第二階段的計劃，可以從
長計議，先總結第一階段經驗，針對問題
優化政策，例如是否在名額方面可以進一
步收緊；來港的司機是否需要學習本港的
交通法規；如何理順兩地執法問題等。社
會輿論也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評論「自
駕遊」，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待所有問題
解決，市民的疑慮釋除之後，再推出「自
駕遊」第二階段自然水到渠成。至於《蘋
果日報》、吳志森之流，不斷將「自駕遊」
妖魔化，不過是暴露其逢融合必反，挑動
兩地矛盾的不良居心，市民應看清這些反
對派喉舌的真面目。

「自駕遊」政策可討論完善 但不應妖魔化

巧合的是，中國今年將迎來黨的十八
大，並實現黨中央高層的換屆。美國則迎
來大選年，白宮權力將實現另一個輪迴。
因此，中美關係既面臨㠥面向未來深入發
展的良好契機，也存在㠥難以預料的波
折。就前者而言，習近平與奧巴馬年齡相
仿，審視兩國關係乃至亞太和全球大局，
都有㠥更為廣闊深遠的視野與格局。有媒
體強調，這是兩個50多歲強力領導人的對
話。

會晤消弭兩國「互信赤字」
就現實而論，中美關係在經貿、政治乃

至地緣層面的競爭關係，又成為美國大選
廉價的議題和靶子。兩黨權鬥，都會習慣
性地聚焦到中國身上，奧巴馬總統基於選
戰考量和民意因素，也往往會把中美之間

最矛盾最衝突的議題一股腦拋出來，諸如
貿易、人權乃至近期成為全球熱點的伊
朗、敘利亞問題等。
美國固然不會客氣，但也和以往針對中

國的大選慣性不同。畢竟，奧巴馬衛冕白
宮是志在必得，而且中美實力對比也今非
昔比，中美利益的關係是全方位多維度
的。在此情形下，奧巴馬對習近平所提要
求固然是全面的，但同樣也是有節制的。
兩個大國，都有相當圓熟的外交策略，更
兼在乎長遠的利益，不可能通過一次外交
首腦會晤，來破解時間形成的結構性矛
盾。而這，從美方對習近平的高規格接
待，以及習近平對美各方面的參訪、會晤
和演講中，即可窺出端倪。而習近平副主
席展現出來的微笑外交的親和力，已經堅
守中國利益底線的態度，也意味㠥這次外

交之旅，是消弭兩國「互信赤
字」（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
凱語）的凝聚共識、促進合作
和友誼之旅。
習近平對於中美關係，既用

古人「前無古人，後啟來者」
的詩句，又引用鄧小平「摸㠥
石頭過河」和希拉里國務卿的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甚至
用電視劇《西遊記》的一句歌
詞「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來形容中美關係。加上習近平

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強調，太平
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可以看出，中方
對兩國關係給予極高的期許，希望兩國關
係穩定發展，繼往開來。

尊重利益底線 才能互利雙贏
旁觀者清的韓國《朝鮮日報》認為，習

近平對中美關係的形容和期許，給人「以
精心推敲的印象」。確實，中國希望讓美國
相信，中國承認美國的全球地位，對美國
在亞太和全球的利益充分尊重。但是，正
如習近平的「太平洋」論，中方也期冀美
國對中國的核心利益維持最起碼的尊重，
諸如台灣和西藏問題，中方希望美國對華
有篤定的承諾，並且落實到位。至於人權
問題，習近平副主席在闡述中國的基本立
場同時，也強調中國人權在進步，即所謂
的「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關於中美貿易乃
至人民幣等老生常談的議題，中方不僅強
調了改革與改善的願景，也提出了美方對
華高科技產品出口設限的問題。經貿問
題，習近平堅守的利益底線依然是互利雙
贏或者說妥協共贏。
相比美國方面對華訴求的老議題，對華

批評的老生常談，中國展現出足夠的善意
與自信。求同存異，是中美兩國立足現實
㠥眼未來的外交基礎。相比於目前的世界
熱點問題，中美之間更應謹慎處理亞太問
題，無論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導致的中美
地緣博弈，還是美國在亞太經合組織
（APEC）項下另組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議（TPP），都造成了亞太國家被迫在中美
之間「站隊」的兩難抉擇。誠然，在軟硬
實力的感召層面，美國要超越中國許多；
但是在現實的貿易利益方面，中國又是亞
太區域相關國家離不開的經濟引擎。

中美和諧則太平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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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泉 台灣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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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港英政府出於保安
等理由，把香港與深圳接壤的
一大片土地劃為禁區。香港居
民須獲得警方簽發的有效邊境
禁區通行證才可進入。回歸以
來，社會要求釋放邊境禁區的
呼聲漸大。2005年，行政長官
宣佈釋放大部分邊境禁區，這
為香港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
釋放的邊境禁區面積達2400

公頃，大於香港島已發展的面
積。該區域大部分地方尚未開
發，居民不多。這與深圳河以
北，高樓大廈林立、燈火通明
的深圳市中心形成鮮明的對
比。據報道，曾有兩位內地人
偷渡至香港，藏身於來往香港
與內地的貨櫃車，到達邊境禁
區後竄出車底，誤以為深圳市
中心為香港市區，跑了一兩公
里，卻發現香港警察正在港深
邊界等待他們。隨㠥內地人的
生活水平不斷與香港拉近，以
及來港的途徑漸多，內地人偷
渡至香港的數字大減。反而，
內地人對香港的商品和服務等
需求漸大，香港應把握機遇，
大力發展邊境禁區。
必須指出，邊境禁區不是所

有地區都適合開發。西部的米
埔和東部的紅花嶺都極具生態
價值，社會應在邊境禁區釋放
後，加強保護該片土地。至於
坪輋/打鼓嶺、落馬洲、羅湖口
岸等附近的平地，則可被視為
優先發展區。
邊境禁區可憑借其鄰近深圳市

中心的地理優勢，開拓內地龐大
市場，發展成為大珠三角的中心
地帶。它可重點發展零售和批發
業、專業服務、商業、酒店業、
展覽業等優勢行業，吸引內地人
使用。該區也可開設專用通道，
讓合資格的內地汽車駛入，但是
該批汽車不能駛往香港其他區
域。內地駕駛者若要前往其他香
港地區，必須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到達。
邊境禁區的發展可改變香港

城市的佈置格局。一直以來，
香港的商業功能集中在香港島
北部和九龍半島南部。新界的
新市鎮主要是發展工業。但是
隨㠥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工業
北移，新市鎮的工業發展停滯
不前，未能為居民創造大量就
業機會。為數不少的新界居民
需要前往市區尋找工作機會，
耗費不少乘車時間和交通費
用。若然適度發展邊境禁區，
可以為新界居民創造大量工作
機會。
而且，邊境禁區的發展可為

香港提供大量可發展的用地。
政府正嘗試多種方法開拓土地
資源，包括加快舊區重建、開
發岩洞、在維港以外的土地填
海等。但是香港的土地開發率
只有21%，低於深圳的47%、東
莞的40%以及整個珠三角的
27%。當中一大片土地尚未開
發的便是邊境禁區。若然適度
發展該區，可為香港提供大量
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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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有些人對「自駕遊」的憂慮雖有一定道理，但歐盟「車輛自由行」

的經驗在在說明，任何政策都必須經過一個試驗、檢討、完善的過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應一刀抹殺。粵港兩地的「自駕遊」計劃在實行之

初，難免會遇到各種問題，當局不必急於推出第二階段計劃，應先針對問

題優化政策，社會輿論也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提出建設性意見。至於《蘋

果日報》、吳志森之流，不斷將「自駕遊」妖魔化，不過暴露其逢融合必

反，挑動兩地矛盾的不良居心，市民應看清這些反對派喉舌的真面目。

這幾天，幾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中美兩強身上，因為中國國家副主

席習近平對美展開5天正式訪問。美方的高規格接待，為喜歡聯想的全球

媒體和習慣理性探究的國際觀察家們提供了多維、深度解讀中美關係的良

機。中美爭鬥角力，終究是場兩敗多傷的零和博弈遊戲。中美關係和諧，

太平洋才能太平，亞太區域才能維持和平穩定。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華盛頓白宮會見美國總統奧巴

馬。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