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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中國戰略縱橫論》是青年學者
蒯轍繼2007年始，每年出一本論文集的第五本
了。縱觀蒯轍的這五本論文集都有一個鮮明的
特點，大凡探討國內國際重大問題、危機問
題，都注重從戰略學的視野進行分析，從而提
出具有戰略高度的觀點和新見。而本論文集收
錄的文章，正如書名所提示的，是對中國國內
外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戰略探討分析，或者對中
國的重大戰略問題進行評析和建言。相信讀者
讀後一定會感悟到作者的戰略眼光、戰略遠
見，精闢解析、獨特見地。

中國亟需海洋發展大戰略
《中國亟需海洋發展大戰略》一文開宗明義

指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業已面臨歷史的大
轉型，即須從陸地經濟向海洋經濟轉型。21世紀
是太平洋世紀，振興太平洋是21世紀世界經濟和
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因此，中國亟須制
定和實施全面系統的海洋發展大戰略。」作者
從歷史經驗分析論證中得出結論：「振興海洋
經貿和海洋軍事是大國崛起強大的必由之路。」
顯然，這也是中國崛起為世界強國，實現民族
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該文在論述中國海洋經
濟戰略的戰略結構、戰略組成等方方面面之
後，特別強調：為了國防安全、經濟安全、航
運安全、能源安全，為了應對美國、日本、印
度等以遏制中國崛起為宗旨的對華戰略挑戰，

「中國特別需要加強自身的海洋軍事戰略」，及相
關的各項軍事建設，並特別指出，更為重要的
是，「中國把海洋經濟戰略和海洋軍事戰略結
合成一個整體的、全面的、系統的海洋發展大
戰略加以研製、頒發和實施，乃是當務之急」。

對於如何剷除南海爭端的禍根，消除南海緊張
局勢，《因勢利導 借力打力—南海問題中的中
國因素簡析》和《解困需開三把鎖—南海問題
中的中國策略簡析》兩篇文章認為，中國要因應
南海地區戰略環境的變化態勢，改變戰略思路，

變換戰略方策，調整或重新制定南海戰略。「中
國南海戰略應包含下述幾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
南海諸島領土領海防衛戰略，中國南海領土領海
行政管治戰略，中國南海資源開發戰略，中國南
海政治地緣戰略，中國南海外交戰略，中國南海
安全與自由通航戰略等。」為確保上述戰略制定
和實施，還必須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予以立法確
權明政規範，例如，「中國南海海洋法，中國南
海領土領海防衛法，中國南海行政管治法，中國
南海資源法，中國南海資源國際合作開發條例，
中國南海安全與通航條例等。」

中美關係說到底是一種交易關係
關於中美關係，本文集中有多篇文章討論，

其中最具新意新見的是《中美關係市場政治經
濟學分析之政治市場篇》。該文認為，中美關係
說到底是一種交易關係，無論在經貿市場、政
治市場、外交市場、軍事市場上，雙方都在進
行㠥討價還價的交易。「當需求與供給獲得平
衡時關係就良好，當交易有問題失衡時就出現
緊張。這正是中美關係時好時壞，反反覆覆的
原因所在。」眾所周知，中美在意識形態上的
對立，注定了中美關係在政治市場上存在㠥無
法從根本上達於平衡的矛盾分歧和衝突。美方
從傳統反共的意識形態和冷戰思維出發，強求
中方提供美式標準的人權、民主、自由產品，
而這種要求常隨㠥美方國內政治行情的起伏而
變化。這是中方所堅決反對的。「其實，中國
當前的人權、民主、自由產品已經越來越豐
富，質量也在不斷改進。中國現今奉行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其實質是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
濟，搞的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已全然不同於
傳統的社會主義了。」歷史已經證明，還將證
明，美國若無視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
成功，亦即中國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建設的空前
成就和光明前景，頑固地在政治市場上同中方
較量、對抗，受到嚴重傷害的將不是中國，而

是美國。美方需要順應歷史和時代的進步，放
棄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舊傳統和視中國為敵人
的過時冷戰思維，「用創新思維、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思維，同中方做平等、公正的政治交
易，必能贏得中方投桃報李，贏得中國民心，
中美關係勢必會好上加好地發展」。

應以「和文化」軟實力
化解對中國崛起的恐懼

本文集中收錄的在去年2月中旬發表的論文
《中國應以「和文化」軟實力化解對其崛起的恐
懼》，對於研製中國軟實力發展戰略，無疑有十
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和作用。該文在分析西方國
家和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經濟
崛起、軍事崛起感到威脅恐懼的自身原因之
後，指出：「中國在和平崛起的進程中㠥力於
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快速增長，而有些忽視文明
和文化軟實力的跟進和提升。後者與前者非但
不匹配，甚至缺位。這從客觀上助長了西方國
家和亞洲國家對中國的擔憂、疑惑和恐懼。」
為此，該文提出了中國「應以『和文化』軟實
力化解對其崛起的恐懼」。

該文認為：「儘管胡錦濤主席早已提出『和
諧社會』『和諧世界』，即對內致力於『和諧社會』
建設，對外致力於『和諧世界』構建，但中國
尚未把『和』的理念運用開發到極致，深入到
中國人民之心、世界人民之心中。」就構建和
諧世界而言，「中國還須帶頭堅持和而不同、
和而不爭、和而不鬥、和而共生、和而共存、
和而共榮的『和文明』『和文化』的交流宣傳、
推廣傳播，並做到同國際社會一道在世界艱困
時和衷共濟，在全球和平時和光同塵，在人類
社會進步中和合共榮。」如此高論，實在是絕
妙精要。

本文集所收文章探討評析的都是國內外重大
事件及熱點問題，精彩且富有洞見的文章比比
皆是，值得讀者鑒賞品味，交流討論。

《中國戰略縱橫論》的戰略眼光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在北京會見香港工聯會訪問團時表

示，特首選舉已經結束，希望香港不同的社團和人士放下分
歧，實現大和解大團結，共同支持新當選的特首和新一屆特區
政府。

對中央提出這一期望和要求，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包括
選舉期間不同候選人的支持者，都會有所認同和感動，一些政
黨、社團負責人近日回應時亦已表明了願意和解合作的意向，
特別是候任特首梁振英以實際行動進行大和解大團結，自3月
25日當選後，促進大和解的工作從未停過，包括天天不斷落區
與市民接觸，詢問街坊有甚麼訴求，約見各方面的團體、商會
和人士，徵求意見，以實際行動充分表達了推動「大和解」的
真心實意及良好的政治智慧。通過幾個月來的表現，其包容精
神、實幹形象，尋求和解的誠意，已獲得市民、政黨、團體的
正面評價。梁振英對市民承諾，「我會一如既往，繼續拿㠥一
張㟧、一本簿、一支筆，和我的管治團隊走入群眾、聽取意見
⋯⋯」這一切言行受到黨團和市民的稱讚。

各政黨團體也支持大和解，曾為唐營支持者的自由黨榮譽主
席田北俊，認同選舉之後再沒所謂唐營和梁營，無論誰任特
首，他們都願意配合。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希望各方可互相包容
繼續合作，中央期望建制派重新走在一起，配合特區政府施
政，他又建議立法會的建制派議員可一起約梁振英見面交流意
見，使制訂的政綱更完善。

梁振英的當選，反映了香港社會對他的認同、信任和期望，
相信梁振英就任行政長官後，一定會帶領香港特區政府緊密團
結各界人士，繼往開來，共同努力，把香港建設得更美好。但
是，近幾年來香港社會事無大小都不停爭論，毫不包容，以致
把很多該辦的事情都耽誤，市民對這一現象早已十分厭惡。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大和解、大團結」有㠥重大的現實
意義，我們只有消除影響社會內耗的政治因素，港人才能真正
回歸到同舟共濟的理念中來。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強調指出：

「和諧穩定是福，動盪折騰是禍」，又說「兄弟齊心，其利斷
金」。我們要的是政局穩定、社會和諧、合理監督、團結一
致，香港才能重新上路，才能有決心和信心消除社會上的分
歧，抓緊時機，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使市民安居樂業，
過㠥幸福生活。

在特首選舉中，公民黨一直隱伏在民主
黨身後，一邊鼓動何俊仁參選，一邊卻不
斷拆台扯後腿，目的是要打擊民主黨聲
勢，增加在9月立法會選舉時的籌碼。隨㠥
何俊仁以低得票低民望落選，圖謀得逞，
公民黨一眾終於不用再潛水放箭，可以出
來向民主黨叫板了。日前，公民黨黨魁梁
家傑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就直指反對派

「必須就超級議席協調出三條隊伍，選情才
能達致最佳效果」。梁家傑更明言不少選民
都會依據不同黨派的旗幟來投票，因此展
出多個旗幟，可吸引更多選民，有利反對
派的整體選情︰「如大家以大局為重，以
最大效果出發，應該傾得掂」。

公民黨向民主黨叫板的玄機
顯然，梁家傑的意思就是說反對派出的

三張名單應該由三個不同黨派派人出選，
就如他在訪問最後終於忍不住指「希望三
名候選人會來自不同黨派，在作宣傳時，
三名泛民候選人會在五區一同宣傳，會有
最大的協同效應」。所謂「協同效應」是
假，以「空手入白刃」的方式取得這個含

金量極重的「超級區議會」議席才是公民
黨目的。事實上，按照原來形勢，擁有足
夠提名票的反對派政黨只有民主黨及民
協，以實力計民主黨可派出兩人參選，而
民協則是一人。兩黨甚至連參選名單也是
呼之欲出，民主黨將派涂謹申、尹兆堅，
民協則由馮檢基出選。公民黨既缺乏參選
門檻，聲望又江河直下，本來理應斷絕幻
想。然而，公民黨卻利用何俊仁參選特首
良機，全力打擊民主黨聲望，不但沒有為
何俊仁宣傳助選，而且更指令黨內選委不
要投票，甚至連「民主黨李登輝」也請出
來落井下石，結果何俊仁的得票遠低於上
屆參選的梁家傑，民望更是長期墊底，在
選舉期間民主黨更受到社民連、「人民力
量」等全力狙擊，四面受敵，甚至連民主
黨黨內也因為參選問題而出現路線之爭。

公民黨一招驅虎吞狼，就打擊了民主
黨的聲望，並且利用反對派政黨對於民
主黨的不滿，製造了自己叫板的時機，
梁家傑突然走出來喊話，不是沒有理由
的。如果照梁家傑的計劃，反對派三人
出選須來自三個不同黨派，民主黨及民

協都有足夠的提名票，各派一人當無異
議，而最後一席明顯就是為公民黨量身
訂做。雖然公民黨擁有的區議會議席並
不多，但其他反對派政黨更加不濟，工
黨的李卓人連區議會議席也勝不了，何
秀蘭、張超雄、張國柱等領導層都不是
區議員，自然不消提，社民連、「人民
力量」早已表明不參加，如果轉㢇將得
不償失，至於其他人更加不會不自量
力，最後一席公民黨自然當仁不讓。

梁家傑的狐狸尾巴
這樣，公民黨便可名正言順地代表反對

派出選，當中有兩個好處：一是不必擔心
提名票問題。筆者早前已指出公民黨計劃
向「新民主同盟」借兵參選，所以說不參
選「超級區議會」是掩人耳目。但現在既
是代表反對派，自然不必向「新民主同盟」
借兵，民主黨有義務向公民黨提供提名
票，而公民黨也不必欠下什麼政黨的人
情，正如梁家傑直指反對派倘若協調成
功，「提名亦將是協調計劃的一部分，屆
時這將不成問題」。狐狸尾巴終於也露出

了。二是要民主黨等地區樁腳為其抬轎。
就算公民黨成功參選，但以其地區實力，
加上在區議員當中並無大將，就算成功出
選，能否勝出也成疑問。但如果按梁家傑
的所謂協調，公民黨將可要求民主黨派地
區樁腳支援，甚至可向民主黨、民協提出
分區參選，各自負責一定的選區，避免票
源重疊之餘，順便可將民主黨的樁腳收為
己用，這正是當年「五區公投」時的「木
馬屠城計」。屆時公民黨大可「又食又
拎」，舒舒服服的取得這個「超級區議會」
議席。

對於梁家傑這個「搵笨」建議，民主
黨自然不可能答應，但公民黨肯定會開
動宣傳機器，發動喉舌向民主黨「曉以
大義」，並且挑動其他反對派政黨向其施
壓，加上「民主黨李登輝」在黨內發
功，最終結果如何難以預料。梁家傑終
於露出了狐狸尾巴，在公民黨眼中民主
黨從來不是盟友，只是上位的工具，這
次特首選舉已是一面鏡子。在沒有華叔
指點迷津的情況下，民主黨如何應對，
實在是一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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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又搵民主黨笨

總理溫家寶及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先
後寄語候任特首梁振英和港人「大和解大團
結」，把中央對香港的願望由衷說出。《蘋
果日報》之流對中央近日推舉的「大和解」
呼籲進行攻擊，指所謂和解的用意旨在為社
會「消音」，以求「河蟹(和諧)」反對人士。
和而不同是民主社會的活潑表現，但是，這
種局面需要「大和解」作為和而不同的社會
的有力支持，不和解不團結，言論自由、和
而不同只是空中樓閣，《蘋果日報》肆意曲
解為「消音」，不過是要抹黑「大和解」真
義。

鼓吹「作對論」挑動社會對抗
管治需要團結一致、和而不同的管治班

子，以及社會同心有為的廣大群眾。公民
黨等激進反對派把正常的選舉競爭，扭曲
為競選人之間分化不和的前因，推波助
瀾，肆意製造不和的情緒，刻意延續選舉
期間的競爭氣氛。梁振英選後不分「梁營

唐營」，今後只有「香港營」，激進分子偏
仍強調「梁營唐營」，分化香港的目的，
可謂明目張膽。如果任由這些極端言論發
酵成「不和又不同」的不健康形勢，將不
利於香港長遠發展。選舉期間，各種各樣
的負面消息直接影響市民對各候選人的觀
感，但這是民主選舉所必然經歷的過程。
但是，激進反對派以選舉期間出現這些負
面消息甚至論壇上的爭論，鼓吹放棄追求

「大和解大團結」的主張，既不合理，也
是別有用心。正因選舉競爭激烈，社會各
界更應以積極的態度，力求回到「大和解」
的健康局面，與新特區政府共謀大事。

香港將於2017年普選特首，但是港人還
未歷經普選的全面洗禮，是次特首選舉正
好為港人迎接即將來臨的普選上了寶貴一
課。全體港人也要從是次特首選舉中學習
謙卑和接納，任何激進言論的火苗，往往
由擦槍走火變成極端指摘，香港在激烈的
特首選舉後強調「大和解」，是為了及時

糾正言論自由社會中的各種極端又不利大
局的言論，避免激進分子乘機分化原本健
康穩定的香港大局。如何在選舉後把情緒

「收放自如」重回大局正軌，是許多港人
需要學習的選舉文化。

回到「和而不同」的健康局面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麥凱恩落敗

後即恭賀民主黨奧巴馬當選，國內還堅持
在野黨監察政府的反對派角色。但是，美
國所以能做到這種局面，全因兩黨均有大
局意識，關鍵時刻願意妥協和解。要做到
放下分歧，要勇氣也要智慧，從政者要敢
於面對擱置分歧後面對支持者的場面，也
要懂得從堅持和妥協中求取大局的博弈理
論。溫家寶對梁振英強調「努力化解分歧
和矛盾，真正做到集眾思、廣忠益」，要求
看似簡單，然而面對全港七百萬市民，當
中涉及的勇氣和智慧，值得各界深思。激
進反對派既無妥協後面對群眾的勇氣，也
無達致兩全其美互利共贏的智慧，寧願兩
敗俱傷，全港市民遭殃。

總而言之，「大和解」的關鍵詞是「團結
友好」、「放下歧見」，從來沒有要求社會放
棄監察，統一口徑，更沒有要求社會消音，
不許批評。《蘋果日報》將「大和解」曲解
為「打壓言論自由」，主張不和解不妥協不
團結，這豈會是香港應走之路？

《蘋果日報》抹黑「大和解」居心險惡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馬　彥

蔡富有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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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初錄得創新高147億盈利的港鐵
公司早前宣佈，連續三年根據可加可減
機制提出加價，平均加幅高達5.4%，加

價幅度更是實施制度以來最高，這令人質疑可加可減機制是否
已成為「可加不減」的機制，政府應該全面檢討有關機制！

變成「可加不減」機制
港鐵按可加可減機制分別在2010年及2011年加價2.05%和

2.2%，最新加幅更倍增至今年的5.4%，以今年加幅推算，乘客
平均每程多付約三毫子。

若有留意，港鐵近三年均是在錄得盈餘之下，提出調高票
價，2010年賺96億、2011年賺121億，而今年錄得創新高的147
億盈利下，仍在可加可減機制下提出5.4%加幅，令人感到港鐵
是「賺得愈多、加得愈多」，完全「賺到盡」。

過去數星期，我在將軍澳、上水、大圍等地區進行簽名行
動，反對港鐵大幅加價，不少市民皆主動簽名，並表示非常不
滿港鐵帶頭加價。

港鐵加價所帶出的最大問題是，現行港鐵所用的可加可減機
制竟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所用的機制完全不同，甚至較寬鬆，
因為同樣是可加可減機制，巴士公司加價是需要得到行政會議
批准，但港鐵則獲豁免，可以「想加就加」。

其次，巴士公司申請加價時，政府會參考方程式運算結果及
一籃子因素，包括上次票價調整帶來的收益、未來回報預測、
巴士公司的回報率、市民負擔能力及服務質量等來評估加幅。
若巴士公司的回報率逾9.7%，超出的盈餘須回饋市民，在票價
上提供優惠或減價。

引入市民負擔能力及服務質量
相反，港鐵的加價方程式則非常簡單，只是「0.5×綜合物價

指數變動+0.5×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變動 － 生產力因素 = 票
價調整幅度」，這完全沒有關顧到市民負擔能力這核心問題。

這令人懷疑，是否因為政府是港鐵大股東，所以監管港
鐵加票價時是會較為「鬆手」？是否乘搭港鐵的市民沒有
經濟負擔問題呢？故我認為，適逢政府今年會檢討有關機
制，政府應全面考慮有關問題，例如參考套用在巴士公司
的可加可減機制，引入市民負擔能力及服務質量等因素來
評估港鐵票價的加幅。

若政府能夠改善有關機制，相信會較公平及客觀地去評估港
鐵的加價幅度，避免港鐵「想加就加」，當然港鐵亦應提供更
多乘搭優惠、設立更多港鐵特惠站及增設月票制等，以回饋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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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言理為

香港經歷過激烈的特首選舉後，應盡快回到穩定團結的正道上來，今日

強調「大和解大團結」是要提醒港人選舉過後及時回復過來，同時也是為

港人應對今後普選早做準備的善意呼籲。「大和解」要求社會各界把多元

社會中的各種利益，以政治智慧和勇氣提煉成多贏的成果，促使社會進步

前行。然而，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繼續鼓吹所謂「作對論」，目的是

要挑動本港社會對抗，從中撈取政治油水，居心極為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