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是中央政府努力打壓通脹，不斷收緊銀
根的一年。銀根一收緊，生意就難做，「十二
五」規劃所提供的商機被忽視了。人民銀行收
緊銀根的政策至去年12月終於有所改變。去年
12月5日，人民銀行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

0.5%；今年2月24日，再降0.5%。兩次降低銀
行存款準備金比率後，市場銀根開始鬆動，也
配合 即將召開的全國政協、人大會議。「十
二五」規劃上所提供的商機、戰略應該再度受
到重視。

深化農村改革提升生產力
在兩會前夕，總理溫家寶在國務院常務會議

中指出，要把「深化農村改革，推進農村集體
土地確權登記發證，擴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
登記試點」作為今年內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
作重點。
今日西方國家的農村人口稀少，但產量豐

富，主要原因是農村現代化、科技化。中國農
村人口眾多，生產力落後，人均產能極低，浪
費勞動力，也壓抑農村居民的收入。
「十二五」規劃鼓勵農村人民遷移入城市，

鼓勵農村城鎮化。如此一來，農村人口會進一
步減少，而耕地面積也不易增加，一定得投入
更大規模的現代農業科技來改善產能。
去年，兩大因素使到農村現代化的工作遠遠

落後於其他項目的規劃。第一個因素是全國性

的銀根緊縮，缺錢就談不上投資現代化農村；
第二個原因是土地改革進展緩慢。
解放後，中國搞人民公社，吃大鍋飯，農村

土地公有，大大的一片，但誰也不願意勤勞工
作。因為勤勞與懶惰，在大鍋飯制度下，分配
一樣，於是出現土地承包的改革。但是，每戶
人家分得一小幅的土地，如何投入現代化技
術？西方國家的農村，土地是廣大的一片，現
代化科技的投入才能發揮經濟效益。
但是，土地改革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工作。工

作進展非常緩慢，而且還得防止部分農村幹部
趁這個機會巧取豪奪，借改革之名而胡亂徵地
賣地，謀取私利。

香港應積極參與其中
然而，不搞土地改革，農村無法現代化，也

無法脫貧。「十二五」規劃已經展開一年，農
村現代化的步伐依然緩慢，難怪溫總會在兩會
前夕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要把農村土地
承包經營權登記試點當成今年的工作重點。
中國農村現代化是中國未來經濟上真正富強

的最重要條件之一，也是一項極大的商機。我
希望香港政府、商界都能看到這個商機，參與
內地農村現代化的工程，為自己、為國家做出
貢獻。
香港商人是時候走出珠三角了，中國農村現

代化成功，農民工從天南地北到珠三角打工的
人數會減少，珠三角的生產成本會不斷上升，
這是香港廠商不能不看到的事實。

去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開始執行的第一年，

「十二五」規劃鼓勵農民遷移入城市，鼓勵農村城鎮

化。如此一來，需要投入更大規模的資源，提高農業的產能。中國農村現代化是

中國未來經濟真正富強的最重要條件之一，也帶來極大的商機。希望香港政府、

商界都能看到這個商機，參與內地農村現代化的工程，為自己，為國家作出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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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中俄兩國領導人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
力下，中俄關係持續全面快速健康發展，在諸多領
域取得豐碩的成果，它體現在以下方面。

中俄關係全面快速發展
（一）中俄政治互信進一步強化。中俄在涉及對

方主權、安全、發展等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相互堅定
支持，有力維護了兩國根本利益，鞏固了彼此間的
戰略互信。兩國元首去年在雙邊和多邊場合會晤達6
次之多，就雙邊關係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及時交
換意見，協調立場。去年，中俄隆重慶祝 《中俄睦
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
濤訪俄期間，中俄共同總結了條約簽署10年來的經
驗與成果，規劃了雙邊關係下一個10年的發展方
向。
（二）中俄互利務實合作成效顯著。儘管國際金

融危機仍未完全結束，但2010年，中俄貿易額已接
近600億美元，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中俄貿
易的結構不斷改善，相互投資、合作生產加工等方
面呈現新的良好發展態勢，邊境和地方合作成為新
的增長點。中國成為俄最大貿易夥伴。胡錦濤主席
2011年訪俄期間，雙方商定，將爭取在2015年前把
中俄貿易額提高到1000億美元，到2020年前把兩國
貿易額提高到2000億美元。中俄經濟優勢互補，這
一目標現實可行。僅2011年，據俄海關統計，中俄
貿易額已達835億美元。
（三）中俄在國際事務中的戰略協作卓有成效。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俄對國際和平與
安全負有特殊責任。中俄同有關國家一道，以上海
合作組織為平台，全面增進政治互信，推動務實合
作，為維護中亞地區穩定和促進地區經濟繁榮發揮
了重要作用。在舉世矚目的敘利亞、伊核等國際熱
點問題上，中俄堅持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基本準

則，採取公平和負責任的立場，贏得國際社會廣泛
讚譽。在亞太安全問題上，中俄共同提出亞太安全
合作新倡議，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
安全觀」，成為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的重要力量。
（四）中俄人文合作持續深化。繼2006年和2007

年中俄互辦「國家年」活動之後，兩國在2009年和
2010年又成功互辦「語言年」。這些活動涉及政
治、經貿、科技、文化、教育、衛生等各個領域，
在內容豐富程度、民眾參與度、社會反響的熱烈程
度方面均創下中俄交往的新紀錄。今明兩年，中俄
還將互辦「旅遊年」，它成為兩國人民增進了解與
友誼的橋樑。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陰影仍未散去，歐美國家仍

處境艱難，全球經濟復甦與發展仍任重道遠。同
時，伊核、敘利亞等國際熱點問題急劇升溫，對現
行國際關係體系構成嚴峻考驗。中俄兩國都面臨調
整經濟結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現代化的歷
史重任，中國與俄羅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和
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同時，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同樣
需要中俄兩國的穩定和發展，需要不斷深化的中俄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正如胡錦濤主席不久前在致梅
德韋傑夫總統新年賀詞中所說：「中俄關係的健康
發展不僅促進了兩國各自的發展、進步與穩定，也
為地區與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
獻」。

在涉及對方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
中國與俄羅斯始終將彼此看作可以信賴的好鄰

居、好朋友、好夥伴，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堪稱
國與國關係的典範。中方與俄方將按照雙方共同確
定的未來 10年兩國關係發展目標與方向，深化各領
域交流與合作，深入推進兩國平等信任、相互支
持、共同繁榮、世代友好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更好地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合作重點還包括
以下方面：
一是要繼續在涉及對方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上相

互支持。中俄需要繼續本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
約》精神，堅持平等互信、坦誠相待，堅定支持對
方走根據本國國情選擇的發展道路，堅定支持對方
維護本國核心利益的努力。
二是要繼續在克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尋求合作的

新機遇。中俄經貿合作在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將
取得更快發展，雙方將繼續加強和完善能源合作，
特別是早日完成天然氣合作領域的談判；加強兩國
在金融和投資領域的合作，落實好《中俄投資合作
規劃綱要》；積極探索新的科技合作模式；把中俄
地方合作落到實處。
三是中俄在國際事務中要繼續進行密切的戰略協

作。在國際關係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複雜嚴峻考驗的
歷史時刻，中俄在國際事務中進一步深化戰略協
作，不僅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也是建立公正合理
國際新秩序的需要。

中俄務實合作的特點和趨勢
幾個民主黨員兼大學生曾主演一齣「我被禁錮」，

「哭港大」，情節跌宕，萬人空巷，狠命羞辱了徐立之
校長，使之「含淚而退」；12月於港大校園某牆上看
見某學生組織「港大校園雖不受政府法令約束（指亂
丟垃圾定額罰款1500元之法例），但作為亞洲第一學
府，我們亦應注意個人行為」之宣傳單，告誡同學不
要在校園內亂丟餐盒云云。
種種亂象，皆有冠冕堂皇之支持，曰：學術自由，

大學自治，凡是在大學校園發生，皆由自治之大學管
轄；凡是大學師生之作為，皆屬學術自由之範疇。如
此大學，真乃世外桃源。
在高等教育界，學者對「學術自由」理解不一。大

致可分「有限自由」與「無限自由」兩派。多數學者
贊同「有限自由論」，即在一定內力或者外力限制
下，學者對本學科或其它學科事宜享有言論、研究自
由，不過也確有對學術自由作大學享絕對自治權力、
師生享絕對自由言論行為的解讀，內外部力量，如學
校管理層、政府、宗教、社會人士，皆不應干涉。然
而，此種解讀並不主流，退一步說，絕對自由、自治
的前提是大學當獨立分割於社會，師生皆為專心學問
的「全職」師生，無此前提，「絕對自由」無從提
起。
顯然，有明顯政黨傾向，專心參加社會政治活動的

民主黨員李成康等人不在「絕對自由」之列，活躍
陳巧文、徐傑生的港大亦難為世外桃源。然而，他們
偷換概念，以維護大學精神、捍衛學術自由之名，為
他們的政治立場服務，撥動大眾神經，製造敏感議
題，造就一個「亂世出英雄」政治運作！
可惜，在躁動的港島，瀰漫 民粹暗流，重重地將

人們的理性擊碎。於是有了李成康振臂一呼，數千港
大校友圍剿徐立之的慘烈一幕。亂象種種，誰來買
單？
這詭辯之下的大學自治、學術自由，失去原本含

義，成了政客混水摸魚的樂園，不幸乎？不幸也！

本文標題，出自《禮記》禮運篇。相傳孔
子的原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
賢與能，講信修睦。」如以此來衡量本屆行
政長官的參選提名情況，可能未必如願。

必須符合中央的三點要求
明．王夫子《禮記章句》對以上八個字的

解讀是：「選」，擇。「與」，授。「講信」
者，講說期約而自踐之，不待盟誓。「修睦」
者，修明和睦之教而人自親，不待兵刑也。
如加上《大學》對「民之父母」有「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的要求，則與中央
對行政長官的「愛國愛港」、「有能力管
治」、「為市民所接受」的三點要求幾相吻
合。
所講「賢」者，就是「愛國愛港」，就是愛

祖國、愛香港，有真誠實踐「一國兩制」的
意願，不做損害國家、損害香港利益的事，
其最低要求就是要遵守法律，不謀私利，不
因私利而違法。因私利而違法規者，自然不
符合「賢者」的要求。
所謂「能」者，就是有能力管治香港，能

夠解決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的各
方面的根本問題。例如香港有反對國家根本
制度的力量，特首要有能力擺平。香港經濟

發展減緩，特首要有能力促進。香港有貧富
懸殊，籠屋、 房、置業難等問題，特首要
有能力在適當期間內解決。香港有「雙非」、
外傭居港權等問題，特首可以妥為處理，不
必擾民。粵港融合，大勢所趨，特首可擴大
其正面因素，消除其負面效應。這樣才符合
「能者」的要求。

所謂「講信」者，就是「言必信，行必
果」，就是有誠信。不能前言不對後語，砌詞
狡辯，也不能語無倫次，文過飾非，才能取
信於民。對市民的各種意見可以感同身受，
才能形成正確的價值判斷，好民之所好，惡
民之所惡。
所謂「修睦」者，就是在香港這一多元化

的社會中，能夠形成最大的凝聚力和社會共
識，求同存異，異中求同，但又不放棄原
則，盲目求同。尚中和無過無不及。既不誇
大對立，又不漠視對立，既不侈談轉化，又
不反對轉化。這樣才能走出建制派與反對
派、既得利益派和非既得利益派等種種矛盾
製造的困境，真正貫徹「一國兩制」。
雖然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中國古代的人

才標準，但在二千五百年後的今天可能仍然
是適用的。

對行政長官要嚴格要求
香港是法治社會，但恰如《孟子．離婁上》

所言「從法不足以自行」、「為政在人」（《中
庸》）。因此，對為政者要有嚴格的要求，才
能實行法治。與英文politician帶有貶意不同，
中文的「政」是有正面的意義的。《論語．
顏淵》云：「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論語．子路》又云：「苟正其身
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說明為政者要先正己的道理。
為政既然在人，香港基本法實行的又是行

政長官制（這是蕭蔚雲教授生前對行政主導
制的另一種提法），行政長官的選賢任能就至
關重要了。舉賢才、去不肖是中國為政的關
鍵問題。孔子的弟子子夏舉了中國歷史上生
動的例子說：「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
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
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如果賢能
者在任，人心必能歸附，否則麻煩不斷。
對於舉賢才與去不肖的問題，《論語．衛

靈公》認為：「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
必察焉。」但孔子又不完全認同流俗。他的
學生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他
說：「未可也。」又問：「鄉人皆惡之，何

如？」他仍說：「未可也。」到底如何是
好，孔子的意見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
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子路》在另一
個場合，孔子也不贊成人人都稱好的人，他
稱之為「鄉願」，並稱「鄉願，德之賊也。」
《論語．陽貨》

換句話說，人人都說好的人，未必好，是
鄉願。人人都說壞的人，雖未必壞，可惜也
不能接受。比較好的方法以「好人說他好，
壞人說他壞」來判斷。然而任何辦法都未必
可靠，不論眾人認為是好是壞，都要認真分
析觀察。

須獲得選委與中央的認可
現在選擇行政長官的重擔，落在由1200人

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和中央政府身上。根據香
港基本法的規定，兩者有先後之區別，但缺
一不可。只有經過選舉委員會的提名和選
舉，中央政府才能任命。只有經過中央政府
的任命，行政長官才能就職。選舉委員會的
過半數可以在數名候選人中為中央政府選擇
正確的候任人供中央政府取捨。如果選委在3
月25日未能以過半數票作出選擇，則可能需
要再用5周的時間重新提名和選舉。寧認真，
毋馬虎。

為政既然在人，香港基

本法實行的又是行政長官

制（這是蕭蔚雲教授生前

對行政主導制的另一種提

法），行政長官的選賢任

能就至關重要了。舉賢

才、去不肖是中國為政的

關鍵問題。孔子的弟子子

夏舉了中國歷史上生動的

例子說：「舜有天下，選

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眾，

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論語．顏淵》）如果賢

能者在位，人心必能歸

附，否則麻煩不斷。

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

把握內地深化土地改革的商機

宋小莊

曾淵滄博士

汪 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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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蘋果日報》牽頭，反對派政客呼應的一場政治
鬧劇近日演得不亦醜乎！他們採用無中生有、捕風捉
影、小事化大、無限上綱的卑劣手法，欲置特區政府
行政長官於死地，其目的在於凡要顛覆一個政權，必
先作輿論造勢；抹黑香港特區政府，佔領所謂「清廉」
的道德高地，達到挽回去年敗勢，捲土重來，然後與
新特首候選人的風波串連起來否定今次選舉的正當和
正義，以便取而代之，佔領和奪取話語權和領導權。
首先是《蘋果日報》的無中生有，造謠誣告。頭版

頭條刊曾蔭權特首在皇冠酒窖「免費存酒千支」，胡
言「大小便宜通殺紅酒存倉都要關照」，號召「全城
怒喊曾蔭權下台」。結果是不僅沒有存酒，且由詹康
信（美國總商會前主席）澄清：無替曾蔭權存酒，有
向曾特首買酒；曾售私人藏酒之二百萬元，已悉數捐
給紅十字會、公益金和善寧會三間慈善機構並得到證
實。《蘋果日報》畫虎不成反類犬，造謠中傷反證明
特首做了好事、善事，搬起石頭把自己招牌砸爛。
凡事只想一面不想兩面就叫「片面」，片面立論就

叫「主觀」；主觀片面來源於唯心假設而不理客觀事
實，故得出的結論往往與事實相差甚遠故成謬誤。
《蘋果日報》和反對派議員常犯此錯，就是先主觀、
唯心地假設高官的每項行動是「官商勾結」，再用此
「公式」去套官員的每一個行動。這恰如中國「偷斧
子」寓言，懷疑某人一舉一動都是「偷斧子」的；後
自己的斧子找到了，才發現對方的一言一行都不像是
偷斧子的一樣迂腐可笑。
事實上，反對派議員也經常與「有錢人」飲茶、食

飯，例如，FOXY就揭露社民連、公民黨和民主黨都
接受商人黎智英逾百萬、千萬以上的錢財，請問陳偉
業、梁國雄、李永達、余若薇如何解釋呢？當然，話
得說回頭，當官者要時常警覺，手中有權，便有人趨
炎附勢要你幫忙獲利，而欲取之，必先予之；但立法
議員也有權，有道是代表「民意」，而民間也懂合力
對你施糖衣炮彈。故議員不應老是責官嚴，責己輕，
宜互相監督，共同營造一個清廉的社會。
《蘋果日報》的造謠誣蔑和政客的大膽假設、捕風

捉影的羅織罪名，非為「廉政」也，實行政治反撲
也；造成草木皆兵，把水搞混，以便混水摸魚，奪取
香港之政治話語權、話事權是也。已知已覺的港人怎
會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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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農村土地改革是中央今年工作的重點之

一。圖為內地農民耕整水田。

■中俄經貿合作優勢互補。圖為俄羅斯遊客往黑龍

江黑河口岸進入中國旅遊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