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話題」向來是美國總統大選的熱門詞彙，許多人擔心「扳倒
中國」或將成為2012年美國政壇的「主旋律」。對此，一些美國專家
在接受筆者訪問時認為，2012年的中美關係將延續2011年兩國「共識
與分歧並呈、競爭與合作同存」的複雜關係，特別是美國總統大選將
使兩國關係面臨新一輪「壓力測試」。

專家們強調，中美雙方必須管控風險，避免誤解和誤傷。具體而
言，2012年中美關係至少將面臨三道坎：美國總統大選、中美貿易和
匯率之爭、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與此同時，專家們也指出，中美關係
也並非全是壞消息，特別是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對兩國關係是重
大利好，有望為兩國關係在新一年裡奠定積極的基調。

2012年將成為政治敏感年
「隨 美國總統大選即將舉行，2012年將成為政治敏感年。」卡內

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包道格在接受筆者採訪時指出：「實際上，美
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早已紛紛對中國指手畫腳。」

由於美國經濟不振，失業率連年高企，民眾對美國的經濟以及華盛
頓的政治都缺乏信心。苦無良策的美國政客們都急於為自己尋找「替
罪羊」，並從中撈取政治分，因此每逢選舉季，攻擊中國的反華言論
就成了一些政客的常規武器。

美國傳統基金會中國問題專家史劍道在接受筆者採訪時對2012年的
中美關係似乎頗為悲觀，他認為由於美國總統大選、中國高層換屆、
台灣地區的選舉都可能導致潛在的嚴重外交衝突。不過，美國戰略與
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葛萊儀認為，對華強硬是美國總統大
選期間候選人常見的論調，一旦入主白宮，他們往往就變得相當務
實。

貿易和匯率或成大選引爆點
值得關注的是，奧巴馬政府過去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歷來採取務實

態度，去年年底美國財政部又一次拒絕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奧
巴馬上任以來的總計6份匯率報告均拒絕認定中國操縱貨幣。然而，值
得關注的是，迫於共和黨的政治壓力，特別是目前美國經濟仍不景
氣，失業率高企，奧巴馬也開始以強硬的態度對待人民幣匯率問題。

然而，在許多專家眼裡，美國民眾真正不耐煩的不是人民幣而是本
國長期不振的經濟及其高企的失業率，真正不耐煩的也不是美國民眾
和企業界，恰恰是奧巴馬及其國會山的那些政客們。

史劍道認為，鑒於2012年大選臨近，大量政客拿人民幣匯率說事多
出於政治動因。他指出，沒有任何可靠證據證明，人民幣匯率與美國
的失業問題存在因果關係。拿人民幣問題懲罰中國的做法，非但不能
解決失業問題，反而可能引發中美貿易戰。

眼下美國仍有1330萬人失業，在無力改善經濟的情況下，奧巴馬找
中國當替罪羊，一方面可將經濟失職責任推卸，另一方面更可附和一
些美國人認為中國搶走飯碗的民粹看法，是一個「穩賺不賠」的議題
操作。

專家們指出，出於拉攏選民的考慮，將「禍水外引」是美國政客轉
移矛盾，積累政治資本的慣招，可以預料，中美關係將會面臨新一輪
的「壓力測試」，而匯率或貿易問題很可能成為引爆點。

美重返亞太「一山不容二虎」？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認為，美國的重返亞太的計劃是要抵銷中國

影響力，並且重申美國在這一地區利益。儘管美國刻意淡化此舉是為
了牽制中國，但在伊拉克戰爭已經落幕，而美國國防預算不再寬裕的

今天，美國加強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存在，用意不言自明。
對於美方的舉動，中國國防部公開批評美國宣布在澳大利亞駐紮2500名海軍陸

戰隊，稱「軍事同盟是歷史形成的，任何強化和擴大軍事同盟的做法，我們認為
都是冷戰思維的體現，有可能在該地區造成不穩定。」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中國系主任蘭普頓認為，只要各方願
意，亞洲之大足夠容納美國、中國，如果沒有雙方合作，很難想像亞洲地區能獲
得和平。

「2012年將迎來選舉季，中美雙方都迫切需要審慎地管控彼此的分歧，防止影
響整個中美關係，增進相互了解，避免誤判。」葛萊儀說。

習訪美是今年中美「開局之作」
儘管2012年中美關係將困難重重，但多數專家在接受筆者採訪時均表示，今年2

月習近平訪美為中美關係帶來重大利好，或許能為中美關係設定積極的基調。
去年1月胡錦濤訪美時，中美達成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和習近平訪美的協議，拜

登去年8月已到訪中國，習近平全程陪同。本次習近平回訪美國是2012年中美交往
的「開局之作」，也是2012年兩國關係中的頭等大事。

據美國官員透露，美方希望通過高規格接待習近平，並與其建立「推心置腹」
的私人關係。分析人士指，對於美方而言，通過這次訪問將有機會與習近平長時
間、近距離地接觸，這不僅有助於觀察中國的未來的領袖，而且也有助於加強中
美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對於兩國關係在未來一年的順利過渡，有實質的意
義。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吳心伯認為，美國一向關注中國高層
政治，拜登訪華時，美國就已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花了一段時間了解習近平，
美國的關注重點有兩個方面：一是了解習近平的政治理念，二是了解他對中美關
係的看法，預測習近平會為中國以及中美關係帶來怎樣的影響。

中國前駐法國大使吳建民表示，在美國的大選年進行如此高層的訪問，這在兩
國建交以來還是第一次。這次訪問意義重大，是一次承前啟後的訪問。

摘自香港《鏡報》2012年2月號，原文5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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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誕生在宇宙那一刻起，地球不停轉動，地
殼運動頻繁，無論山體滑坡、河流沖積或海相
沉積，都在堆填造地，那是自然現象。人類文
明大部分都是誕生在這些土地上。為了發展，
尤其是城市發展需要，人類不停地進行人工填
海拓地。香港也毫不例外，一百多年來從不停
止填海造地。香港利用開山得來的土壤、其他
建造廢料及廢物循環再用，幾十年來填出了九
龍、荃灣、葵涌、觀塘、沙田、屯門、將軍
澳、天水圍、東涌、西九等新巿鎮，以及新機
場等等。沒有這些填出來土地，香港何來能夠
發展到有今天有目共睹的成績？

土地儲備 不能再拖
97年回歸以來，政府無論在各方面都遇到不

少挑戰，使土地供應持續滯後不前，已到了不
可再迴避的時候。我們欣賞政府最終能夠迎難
而上，推出「優化土地供應策略」公眾參與活
動，指出到2039年，香港人口估計會有890
萬，需要拓地4500公頃。我們期望及早建立社
會共識，推動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填海是最有效的土地供應模式
綜觀政府提出多管齊下的6種土地供應模

式。更改土地用途、收地及重建都遇到不少業
權、補償、清拆、安置、規劃、環境及保育等
的限制和挑戰。由於涉及頗多私人且公眾利益
矛盾，過去多年來，需時冗長且成功例子不
多。而透過重新利用廢掉的石礦場或發展岩洞

所獲得的土地數量及面積又微不足道。從法律
規定、私人業權限制、環保技術及數量等角度
來看，在維港以外填海應該是比較實際及最有
效益的方式。

填海對環境的挑戰
填海肯定會對環境造成影響，然而香港已經

建立一套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詳細評估填海工
程施工時及營運時對環境的影響，要求實施一
切所需的紓緩措施及改動設計，盡量減輕對環
境的影響。許多時候，填海工程都會作出補償
或環境改善工程，例如航道拉直、海床疏濬、
優美的海濱長廊、文藝廣場，海洋公園等、大
大增加而並非減少海港的天然美態。當進行維
港以外填海計劃同時，政府也該作出人工魚礁
並進行水產養殖合作項目的計劃，不單可以解
決未來陸上土地的供應問題，也能顧及到海洋
生態和令到香港漁業行業得益。

填海宜早不宜遲
目前，香港因為缺乏公眾填料堆填區，將每

天產生的剩餘建築填料這些寶貴物料，以船運
往台山填海，耗去大量燃油，既浪費又碳排放
多。此外，填海地點海床原有的海泥厚度、填
料級配及厚度直接影響填出來土地的未來沉降
及穩定性。以香港一般傳統的填海方法來算，
新土地需十多年才能穩定下來，以供發展。如
要加快的話，需要加重量壓住填土，又或要採
用昂貴的填海方法，例如將在機場第三條跑道

使用的「深層水泥伴合法」。所以，為了環保
及成本效益，宜早定出填海區。

填海土地宜早規劃
我們不贊成在未受保護及有生態價值的天

然海岸線填海。也不支持具有地質地貌、景
觀價值的地點填海，例如花崗岩石的蒲台島
等。政府在考慮已被人工改動過的海岸線地
區時，應注重保存區內原有的旅遊景點、歷
史文物、集體回憶、優美的景觀、寧靜悠閒
的環境、陸上及水上活動空間、交通的通達
性，及足夠的社區設施等。人工島是影響最
小、最有創意，及提供最多土地的方案，宜
及早研究可行性。建議的填海地點，有接近
及遠離已發展區的，宜早考慮地區影響及全
港總體規劃，例如長洲南的人工島可作垃圾
堆填區及厭惡設施選址，以釋放市區相關用
地，一舉兩得也。政府不可能拿白紙一張便
要求各持份者支持，應就建議開拓的土地提
出短、中期的計劃及長遠的規劃。

結語
很多地方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能夠在填海

的同時，保護生態，改善生態，以至建立新生
態。我們是絕對可以平衡發展與保育的。我們
願意與業界有心人士及大眾市民，對選址作深
入的研究，一齊討論、發表建議，為香港有充
足的土地儲備，穩定的土地供應，持續的發展
而努力。

填海拓地不容緩地區意見須兼顧

立法會日前召開會議探討政府對有關情況
的規管制度是否具阻嚇力，出席的團體幾乎
同聲譴責《爽報》誨淫誨盜，渲染色情暴
力，怒斥該報為「敗類、傳媒惡棍」，要求政
府考慮吊銷其與發行相關的牌照。其中教育
界人士對《爽報》更是深惡痛絕，有團體代
表直斥《爽報》，指「這份報紙的行徑，簡直
是摧毀教育界一直以來的工作！」而截至本
年1月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共收到209
宗與免費報章《爽報》有關的投訴，指該報
含有不雅、淫褻等內容，其中23件物品被淫
褻物品審裁處評定為不雅，影視處已作檢
控，但《爽報》拒絕認罪。這說明《爽報》
不但對社會的批評置若罔聞，而且對於政府
的判罰毫不在意。事實上，對於腰纏萬貫，
有能力為反對派政黨提供巨額政治獻金的壹
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來說，幾萬元罰款自然
算不上什麼。

《爽報》販賣色情全城憤怒
不過，從當日各界團體的發言，以至不少

學校、屋苑都拒絕派發《爽報》的情況來
看，《爽報》聲色犬馬，賣弄色情暴力的編
採方針已經引起社會的不滿。固然，壹傳媒

旗下的報刊從來都是如此，但《爽報》是免
費報章，每日免費派發予社會各界人士，不
少青少年都可以隨意拿取，這點與《蘋果日
報》極為不同，對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也更
大。最令人反感的是，《爽報》不但沒有回
應社會的批評，反而變本加厲，增加黃色暴
力的內容，將傳媒自身的社會責任拋到九霄
雲外，這才是令社會憤怒的地方，才希望借
立法會反映民意，伸張正義。而當日出席會
議的大部分議員也都能肩負代議士的職責，
為民發聲狠批《爽報》。

公民黨姑息包庇助紂為虐
然而，當公民黨余若薇發言時，卻一個字

都沒有提到《爽報》，只以「某一份免費報紙」
來形容，是否在余若薇心目中《爽報》儼如
忌諱不能宣之於口，又或者是怕提及《爽報》
而得罪其幕後金主，斷去「米路」？而且她
在發言中，更故意轉移話題，將重點放在互
聯網，指互聯網也有更多免費資訊含淫褻和
不雅內容，很難禁止云云。她的意思很清
楚，就是市民同樣可以在互聯網看到這些淫
褻和不雅內容，《爽報》刊載又有什麼大問
題呢？余若薇的邏輯相當荒謬，難道因為罪

案永遠不可能全部消除，就不需要警察呢？
網上淫褻資訊禁之不絕，《爽報》誨淫誨盜
就是天公地道，這種荒謬的立論難道就是公
民黨的立場？余若薇為了幫黎智英及《爽報》
開脫，姑息包庇不良報章，罔顧其荼毒青少
年，不理對社會風氣的影響，這是一名立法
會議員應有的操守嗎？

金主幕前的扯線公仔
事實上，公民黨過去在立法會已經多次放

生《爽報》及《蘋果日報》等壹傳媒系報
刊，令人懷疑與其收取黎智英巨額政治獻金
有關。早前Foxy解密揭露壹傳媒集團主席黎
智英近幾年來，通過捐獻巨資控制多個反對
派政黨、政客及前主教，其中公民黨在過去5
年就收受黎智英逾1,400萬元捐款，成為其主
要的「金主」。雖然公民黨一直聲稱接受捐款
的原則是無前設和無條件，但黎智英始終是
其主要資金來源，公民黨可以公然與其立場
對抗嗎？這顯然是自欺欺人之詞。市民看到
的是，在公民黨收取黎智英獻金的這幾年，
公民黨與黎智英或《蘋果日報》的立場及取
向基本上是亦步亦趨：黎智英等主張要在香
港發動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公民黨不惜

與「牙齒印」甚多的社民連一笑泯恩仇；去
年預算案提出派發6000元，在黎智英及《蘋
果日報》的號召下，公民黨最終投下反對
票；市民希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公民黨卻
沒來由發動司法覆核去阻停港珠澳大橋，為
外傭爭取居港權。這些都說明，在市民利益
與金主的意向之間，公民黨毫無保留的緊跟
金主，令市民感到相當不忿。在這種情況
下，試問怎能指望公民黨等人會仗義執言，
譴責不良報章呢？

這次《爽報》事件反映了一個核心問題，究
竟誰才是公民黨議員的老闆？他們是由市民的
一票選出來的，自然應該以市民利益為依歸，
立場與市民應該一樣，但從多宗事件中，卻讓
市民清楚看到，公民黨口中不斷說要爭取市民
支持，但背後原來一直有幕後金主在控制，令
到他們的取態立場往往與市民利益不一致，甚
至到全城批評《爽報》之時，余若薇尚且要為
其辯護。作為一名大狀，收了客人訟費為其辯
護天公地道，但作為立法會議員，卻屢屢與民
意作對，這樣的政黨這樣的議員還可期望得到
選民支持嗎？始終他們是選民選的議員，而不
是金主幕前的扯線公仔。公民黨有責任向市民
交待放生《爽報》是否與獻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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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放生《爽報》只為「金主」不顧市民

不出所料，美國總統奧巴馬、副總統拜
登等政要不厭其煩地向到訪的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提起美中貿易逆差問題，一再借此
向中國施壓。在大洋彼岸的我們，又知道
幾多關於美中貿易逆差的真相？

美中貿易逆差被放大誤讀
2003年10月30日，時任美國總統經濟

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哈佛大學終身教授格
里高利．曼尼（Gregory Mankiw）出席美
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美中經濟關係及中國
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聽證會時，就美
中貿易問題發表如下證詞：（1）相比起
美中貿易逆差的增長，美國與其他國家
的貿易逆差增長更為迅速，近年來，美
國對外貿易逆差總量中，美中貿易所佔
部分縮減了約20％。（2）自2000年以
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迅速，但對
世界其他國家的出口下降。如果沒有中
國，美國的出口會更加疲軟。（3）美國
從中國的進口並沒有增加美國進口總
量，雖然自1990年以來，美國從中國進
口的商品份額增加，但從包括中國在內
的亞太地區進口的商品總份額已經下

降。（4）很難看到美中貿易導致美國製
造業就業人口下降，比起貿易逆差，美
國就業率的下降與國內投資的減少和出
口下降的關係更為緊密。

《華爾街日報》2010年12月17日刊登
的《並非真正的「中國製造」》從另一個
角度解開了美中貿易逆差的謎底。兩名
專家在文中對iPhone的全球貿易鏈分析顯
示，中國只是承接了iPhone的最終組裝工
序，但貿易額卻全部算在了中國頭上，
無端端增加了中國的出口和貿易順差。
真是很難相信，我們手上拿 的美國高
科技產品，兜兜轉轉之後竟然成為100%
中國出口的商品。難怪國家總理溫家寶
亦忍不住澄清，包括美國在內的外資企
業才是美中貿易體系的主要受益者。

其實，就連口口聲聲提起美中貿易逆
差問題的美國副總統拜登本人，去年9月
也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認為，「一
些美國人往往關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但去年（2010年）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
了價值超過100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
支撐 美國國內數十萬個就業崗位。⋯
⋯事實上，我們對中國的出口增長速度
遠遠超過我們對世界其它地區的出口。」

為甚麼這些美國政要在心知肚明的情
況下，一而再、再而三地炒作美中貿易
逆差問題呢？

轉移視線討好選民
筆者認為，歸根到底，六個字—內政

決定外交。一方面，美國國內經濟復甦
緩慢。美國勞工部2011年的數據顯示，
美國的失業率全年高企在9%左右，來自
部分分析師的數據則顯示，美國的真實
失業率已經高達16%。另一方面，美國的
國家債務以超過GDP增長的速度快速累
積，美國難以通過財政擴張政策提升就
業。如果你是奧巴馬，你也只能以擴大
出口的政策來解決國內高企的失業率和
債務問題，進而換取選民的支持。於是
乎，在歐洲深陷歐債危機不能自拔的情
況下，奧巴馬自然就必須將出口的目標
放在亞太地區特別是中國身上，無論是
重返亞洲、介入南海問題等外交動作，
又或者是一再利用美中貿易逆差、人民
幣匯率甚至中國內政問題大做文章的政
治手段，目的都在於轉移國內視線、擴
大對華出口、壓制中國崛起。正如《紐
約時報》近日的分析所講：美國政要的
言論突顯白宮在大選年所受內部政治壓
力，奧巴馬政府既要討好對美國對華貿
易政策持懷疑態度的製造業工人，亦不
能在共和黨挑戰者面前向中國示弱。

唉！就連與內地同胞血濃於水的小部
分香港市民，現時在某些有心人士的挑
動下亦難免對內地有種種負面言論。更
何況是遠在大洋彼岸，沒有任何親情聯
繫，卻有種種政治利益訴求的美國政
客？面對無論來自何方的負面言論時，
我們又是否能夠客觀理性地去看待？

美中貿易逆差問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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