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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歐洲都致力於推動國際格局多極
化，一個健康、穩定、持久的中歐關係符合
雙方的共同利益，而在新形勢下推動中歐關
係在原有基礎上不斷取得新突破，是雙方共
同的期待。如何進一步充實中歐關係的戰略
內涵，筆者認為中國與歐洲應在以下四個方
面攜手促進共同發展。

第一是要保持中歐關係全面發展勢頭
近一時期，中歐關係發展勢頭很好。在政

治領域，不久前在北京舉行的第十四次中歐
領導人會晤十分成功，氣氛友好、成果豐
碩。這次會晤規劃了今後一個時期中歐關係
的發展方向，確定了雙方合作的一些重點領
域，向世界發出中歐攜手共進、深化合作、
共謀發展的明確信息。在經貿領域，在去年
世界經濟形勢不景氣的情況下，中歐貿易逆
勢上揚，貿易額達5600多億美元，歐盟連續
八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也即將
成為歐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歐盟對華投資
達63億多美元，迄今累計投資達700億美元，
在華建立了兩萬多家企業。中國在歐投資也
方興未艾，歐洲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投資
目的地，去年中國企業對歐投資增長94.1%，
達42.8億美元。在人文領域，雙方交流不斷
增加，涵蓋科技、教育、文化、青年、旅
遊、衛生等諸多領域。

第二是要抓住機遇，深化合作
當前，中歐關係進入到一個相互依存更加

突出，利益融合更加緊密，關係互動更加深
入的高水平發展階段，它體現為以下幾方
面。
一是政治合作的機遇。2012年內，中歐高

層將繼續保持頻密互訪。第三輪中歐高級別
戰略對話、中歐政黨高層論壇、以及下半年
的第十五次中歐領導人會晤都已列入雙方議

程。除了機制性交流，雙方領導人還保持經
常溝通。這些高層交流與對話對雙方加強政
策協調、規劃合作方向發揮 不可替代的政
治引領作用。
二是戰略合作的機遇。加強全球事務合作

是中歐關係戰略性的重要內容。中歐作為國
際格局中的兩支重要力量，在促進全球及各
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上都負有共同責任。氣
候變化、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伊核、反恐、
打擊海盜、糧食安全、自然災害，這些全球
性挑戰都需要中歐加強協調、共同應對。
三是務實合作的機遇。當前，雙方都進入

各自發展的關鍵時期。中歐產業結構互補性
強，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和歐洲2020戰略
重點相似、契合度高，為雙方在後危機時代
拓展合作空間提供了重要契機。中歐在關乎
未來發展制高點的重點領域，已開始規劃和
梳理合作框架和項目。
四是人文交流的機遇。中歐友誼歸根結底

是雙方人民的友誼。人文交流必將為中歐關
係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在我
國「科教興國」戰略的推動下，今後一段時
期中歐人文交流將乘勢而上，進一步增進雙
方民眾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中歐人文合作將
進入機制化、規範化的軌道，中歐友好將深
入人心、歷久彌新。

第三是要夯實基礎，實現共贏
中歐關係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但這

個基礎還需要進一步地、持續地築牢。一是
要築牢政治互信的基礎。雙方都要堅持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
度、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念。雙方只能不斷地
增進相互之間的溝通、協調與合作。合作促
進互信，互信推動合作。二是築牢經濟合作
的基礎。在保持目前經貿合作的水平上，還
要穩重求進，充分利用雙方不同發展階段的

差異，實現優勢互補；充分拓展雙方的市場
需求，尋找新的合作領域，實現互惠互利。
中方將與歐方一道，在貿易、投資便利化等
方面加強協調，為雙方企業提供良好的政策
環境，創造更多的市場機遇和發展空間。三
是提高認知水平。中歐有50多個磋商機制，
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
形成了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對話體系。在
新形勢下，雙方有必要把這些對話機制用
好、用足，加強政策協調、落實後續行動，
不斷豐富中歐合作的內容，服務中歐共同發
展的大局。

第四是要管控分歧，擴大共識
中歐地處歐亞大陸兩端，雙方歷史、文

化、傳統、理念、社會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
的差異，加之一個最大的新興發展中經濟體
和一個最大的發達經濟體，雙方關係在發展
過程中出現一些分歧在所難免，關鍵是要客
觀理性地看待，穩妥謹慎地處理。目前，雙
方需要管控好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意識
形態問題。中歐有 不同的價值觀和政治體
制，但這並沒有影響我們這三十多年不斷向
前推進合作。「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中國人處世做人之
道，這也可以作為處理中歐間不同意識形態
問題的哲學信條。另一個需要管控好的是經
貿問題。經貿合作是中歐關係中的一個「亮
點」，同時又是一個「難點」，雙方不斷上升
的貿易量，不斷增加的投資額，不斷擴大的
合作領域，必然會產生一些分歧和摩擦。但
這是雙方合作上升中發生的問題，也是階段
性的問題。雙方可通過平等協商來解決，而
不宜動輒搞反傾銷調查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
施。這既不利於問題的解決，也有損於雙方
長遠的合作。

進一步充實中歐關係的戰略內涵

近日土瓜灣有警察電單車與的士相撞，交通警員墜地受傷，途人紛紛
上前提供協助，有的安撫警員，有的打開雨傘為其遮擋太陽，有的阻止
其他汽車靠近。大家分工合作下，受傷警員終順利送入醫院接受治療。
事實上，香港每日都發生大量的好人好事。只是負面情緒仍時有湧

現，例如有人認為「香港的好人死清光啦」；有人認為「自己 都做唔
掂，要我幫人」；有人認為「我好忙，唔好煩我」。好人好事恍似微不
足道，但是必須指出，它們組合起來，就是社會道德的具體表現。若然
把這些好人好事表揚開去，有助提升社會道德水平。
湖南 視正播放名為《平民英雄》的節目。該節目的特點是以每天與

我們擦肩而過的普通市民為主角，展現其經歷中的英雄故事。曾有一集
便播出在一幢大廈八樓的陽台上，一名兩歲大的小孩卡在五厘米寬的防
盜窗上。小孩手腳不斷在高空揮舞，大聲哭泣，情況極之危急。平時甚
少交往的鄰居見狀，雖然高聲向該單位的住客呼叫，但是並無反應。他
們即時伸出援手，有些從家中搬來棉絮和床單鋪在樓下，有些嘗試去撞
該單位的門，還有一名60歲的長者竟然沿 水管向上爬。幸運地有名中
年男子挺身而出，在毫無安全裝備下，沿 頂樓邊緣行走，救回小孩一
命。該節目已在內地迅速走紅。該節目可通過普通市民的經歷，樹立榜
樣，告訴每一位市民都可以多行一步，提供協助。
香港有電視台已製作類似表揚好人好事的節目，如《感動香港年度人

物評選》，把好人好事帶到電視機熒幕前。但是有關節目播放次數不
多。該類型的節目可進一步深化和常規化。
現時，政府已有委員會與媒體合作，製作公民教育的特輯，例如婦女

事務委員會與港台合作的《女人多自在》、與香港公開大學和商業電台
合作的《一人一大學》、公民教育委員會與港台合作的《緣來有段故》
等。政府可考慮通過有關委員會，與電視台合作，以社會的好人好事為
材料，製作節目。必須強調，該節目的目的並不是要將政府的道德觀念
強加於觀眾，也不是要抄襲《平民英雄》，亦不是要炒作煽情。其目的
應是加強公民意識。
當然，我們不會簡單地認為一個節目可以徹底地改變人們的想法，但

是大道之行，始於足下，通過發掘、表揚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好人好事，
讓每一位市民都知道其實只要多走一步，是有能力協助、關懷別人，令
社會變得更為友愛。

團結和諧方可創造繁榮
第一是：和諧乃中國文化核心。「和諧」

是大家都接受的哲學範疇，和諧者，太和
也。《周易》「乾卦第一」曰：「乾，元亨利
貞」（天，春夏秋冬）。《彖》釋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周易》的核心，就是要保
持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這是一
種符合人所期望的萬物繁茂、天下太平的良
好局面。《周易》的實質可歸納為陰陽協
調、剛柔並濟、長短互補、動靜平衡等。它
的科學結論，是把世界看成陰陽兩大勢態組
成，它們互為依存，生生不息，變化日新。
香港能夠變化發展，也是大家互為依存、長
短互補的結果。團結和諧，創造繁榮，香港

人有深刻的體驗。
第二是：團結香港才能大治。梁振英已提

出不分「唐營」、「梁營」，只有「香港營」。
中國歷史有「將相和」的佳例：藺相如為國
家大局可恭謙避讓，廉頗一旦驚覺就負荊請
罪，終使國家不受欺凌。唐太宗不計舊仇，
起用舊朝隋末進士房玄齡和舊部杜如晦，合
成「房謀杜斷」，開創貞觀之治；起用曾反對
過自己的魏徵為諫議大夫，使太宗成為「兼
聽則明」的開明君主。上述例子都說明團結
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能使香港大治，梁振
英和唐英年應心領神會之。
第三是：香港有模範可學習。大選過後，

有不分「唐營」、「梁營」的榜樣，李嘉誠先
生就是例子。他支持唐英年，但唐敗選，李
嘉誠全無芥蒂。他公開說「我愛國，愛香
港，不撤資」。他以大局為重，香港為重，只
要是依法施政，都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特區

政府。表現了襟懷寬廣、高風亮節的本色。
第四是：和解才能一條心。中國人講信修

睦、仁人愛人。彼此有大小矛盾，這很自
然，但並非敵我對抗性矛盾。在國家、香港
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小我應服從大我，大我
就是國家、香港。只有國家復興強盛、香港
穩定繁榮，才有自己的企業發達，家庭幸
福，前途光明。故要將非對抗性矛盾紓解，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起去追理想、實現
憧憬。

「沒有唐營梁營只有香港營」
第五是：拋棄區分求共對。香港家喻戶

曉主旋律《獅子山下》歌聲唱道：「在獅
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
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香港的理想
是穩定繁榮，商人的理想是發展賺錢，港
人的理想是安居樂業，個人的理想是健康

幸福。所以，要同舟共濟，要放開矛盾，
要營造和諧，才能一起去追這個共同的目
標和理想。
第六是：各黨派宜彼此大和解。集起桌上

的筷子用力也拗不斷，中國這個古老小故事
連小朋友都懂，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君子
之交，其嗅如蘭的格言大家都能意會。銀行
家、大商家支持誰參選失敗，正如生意，也
有潮起潮落，豈會因敗了而斤斤計較，掛懷
難消？尋求和解合作，才是高瞻遠矚；即使
是民主黨，也曾有2010年理性、妥協、和解
的先例，提升了民意支持度，何不因勢利
導，再奏和解曲，共同為香港合作起來，參
政議政，爭取民心，實現共贏。
梁振英的「沒有唐營梁營只有香港營」的

金句，應是他施政和港人團結的座右銘。讓
我們來個團結大和解，支持梁振英，解開千
千結，香港一定贏吧！

胡錦濤主席及溫家寶總理

近日在會見候任特首梁振英

時，先後向香港發出呼籲：

團結大和解。中央領導人的

話，一語激起千層浪，呼聲

喚醒共同心。連日來，上至

現任特首和公僕、立法會議

員，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引

起強烈的回響和共鳴：咸認

為大和解正是時候，大團結

時不我待，只有這樣，香港

才有共贏。

團結大和解 香港一定贏

隨 政府大力發展將軍澳新市

鎮，令西貢區的人口，在去年已高

逾43萬人，比十年前大幅上升

33.2%，是繼離島區外，過去十年

人口增幅最大的地區。但可惜區內

不少配套服務仍然欠缺，例如我們

及居民多年爭取的公立醫院婦產科

服務，本來已爭取到政府在擴建將

軍澳醫院時，一併在2013或14年

開設，可是醫管局最近卻突然表示

可能會暫時叫停計劃。我認為這對

區內廣大居民並不公平，故要求醫

管局必須按原定計劃開設婦產科服

務。

事實上，根據統計處的2011年人口普
查結果發現，區內以25至44歲這個最可
能生兒育女的年齡組別人口佔最多，達
到34.6%。而這個比例更屬全港第一，預
計到了2019年，西貢區人口更會進一步
增至超過50萬，可見西貢區內居民對婦
產科服務是有極大的需求。

西貢區產科服務供不應求
然而，這個最急需婦產科服務的地

區，卻一直得不到應有服務。原因是政
府一直推說每年到區內公立醫院生產的
孕婦數目不足三千人，未達開設婦產科
標準，於是早年曾出現過寧可丟空婦產
科病床，也不提供服務的怪現象。我當
時便批評過政府一方面丟空產科病床，
另一方面卻申請擴建將軍澳醫院撥款，
做法矛盾。
後來政府為了取得立法會批出19.5億元

撥款，以擴建將軍澳醫院，表明考慮到
將軍澳區內並無私家醫院的特殊因素，
及估計當將軍澳醫院開設產科服務後，
在2013或14年，每年將軍澳醫院的分娩
數字，將會增至接近三千名的水平，符
合開設婦產科的標準。所以，當初也就
承諾會提供產科病房、初生嬰兒深切治
療部及嬰兒特別護理部，並估計最快可
在2013至14年度末提供。
基於擴建將軍澳醫院對區內居民是一

件好事，雖然我們對政府未能為區內居
民即時提供婦產科服務仍感不滿，但總
算爭取到一個「既定」的日期開設婦產
科服務，而最終擴建計劃撥款是獲得批
准，並隨後展開有關工程。
正當區內居民滿以為區內開設婦產科

服務終於可以如願以償之際，醫管局早
前卻突然表示，由於來年公立醫院有可
能全面停收內地孕婦，令整體使用公立
醫院服務的孕婦數目不致大增，故目前
全港8間婦產科醫院應已夠用，加上考慮
到醫護人手不足，勉強在將軍澳醫院增
設婦產科，反而會影響服務質素，故可
能會暫停有關計劃，即西貢區的孕婦日

後或仍要繼續跨區到觀塘區的聯合醫院
分娩。
此一消息對於西貢區，尤其是居於將

軍澳的居民來說，不啻是「晴天霹靂」。
我雖然知悉公立醫護人手不足，但若說
因而要剝奪將軍澳居民享用產科服務的
權益，完全是說不過去的，可謂極其荒
謬。若此理論成立，豈不是一旦有公立
醫院請不到足夠人手，該醫院便要關門
大吉？只怪當局人手規劃和政策方面，
出現種種的錯配和規劃失誤。

從根本上解決「雙非」問題
事實上，現時公立醫院婦產科醫療人

手不足，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原因是
大量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令私家醫院高
薪挖角，故只要能按自由黨的建議般，
立即停止給永久居民身份予「雙非」嬰
孩，令問題重新帶回香港的司法系統和
程序中，從而有望解決這困擾港人的重
大問題。如此一來，來港產子的內地孕
婦數量相信會減少，則婦產科醫療人手
不足的情況將可大為紓緩。
此外，現時醫管局已開始以有限度註

冊方式，聘請合資格的海外醫生來港工
作，這方面也可以令人手不足的問題得
以紓解。總而言之，我認為以將軍澳新
市鎮一個人口如此眾多的區域，加上其
獨特的地理環境，絕不可能沒有婦產科
服務提供。所以，我認為醫管局要做
的，是切實及盡力去尋找足夠的人手，
如期開辦婦產科服務，而不是以諸多藉
口，加以推搪。

將軍澳醫院應如期開設產科服務

青 鋒

田北俊

汪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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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兩艘中國海監船對峙兩天後，菲律賓日前終撤出其最大軍艦，改

派一艘海岸防衛艇前往雙方對峙的南中國海黃岩島（菲稱斯卡伯勒灘）

海域。中國也向該海域派出第三艘漁政海監船保護本國漁民。雙方在該

海域的僵持仍在繼續。對此，菲律賓總統發言人表示相信可以和平解決

對峙事件，因此無需第三國進行斡旋。然而，在這次中菲海上僵持事件

中，「第三國」的身影卻若隱若現。

菲律賓成別人傀儡

就在中菲發生海上僵持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美國馬里蘭州首府安

納波利斯的美國海軍學院致詞時說，美國推行「重返亞太」政策，並非

為了與中國進行對抗，「美國無意同崛起的中國發生衝突」，美中正在

努力減少兩國軍方發生誤判的危險，建立一種可持久的兩軍關係，並特

別提到美國「支持通過和平途徑解決南中國海的糾紛」。與此同時，美

國知名學者、「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高級研究員葛來儀

（Bonnie Glaser）在「外交關係理事會」發表專文稱，美國在防止任何

南海爭端上升到軍事衝突方面有重大利益，應採取多種措施防範軍事衝

突的發生，包括重新評估對中國的海空抵近偵察行為。「華盛頓應向馬

尼拉和河內澄清美國承擔的義務和承諾的程度，以避免地區角色更大膽

地與中國對抗，或因為被視為未達到期望值，而有損於美國與本地區國

家的關係。」

美插手南海引火燒身

事實表明，只要美國立場明智、態度理性，不煽風點火、暗中操縱，

菲律賓等相關國家是不會也不敢無事生非的，南海就能繼續保持風平浪

靜，實現各方共贏。然而，對於美國來說，它更需要反思：自己的「重

返亞洲」、在亞太地區一系列搗鼓動作，確實已經助長了地區某些國家

的狂妄心態和冒險心理，正在把南海推向點火爆炸的邊緣，這樣做對美

國真是有利的嗎？美國真的能夠隨時把局勢掌控在自己想要的範圍之內

嗎？這種「火中取栗」之舉真的不會讓美國引火燒身嗎？事實上，葛來

儀已經明確指出，南海發生衝突的風險是重大的，有多個方面會威脅美

國利益並可能導致美國動武，而其中突出的方面之一就是中國與菲律賓

產生的衝突，根據美國與菲律賓的「共同防衛條約」，美國有可能被拖

入其中，冒美中海軍對抗的風險。

可以斷定的是，中美和則兩利鬥則兩傷。南海諸島涉及的是中國國家

主權與領土完整，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生存命脈，中國政府沒有任

何退讓屈服的空間，因此，美國如果不想在南海與中國發生衝突導致兩

敗俱傷，就必須放棄其模稜兩可、口是心非的做法，做到言行一致，發

出更加鮮明的聲音，更加明確地表態不會支持菲律賓、越南等國在南海

的冒險侵犯行徑。這既有利於目前依然處於僵持狀態的中菲黃岩島對峙

事件盡快和平妥善處理，更有利於維護南海海域的長期穩定，確保太平

洋繼續「太平」，這才符合整個亞太地區各國的共同利益。

自然，對中國而言，從這個角度來講，處理好此次黃岩島對峙事件，

也必須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漁民安全，這不僅是要

讓菲律賓當局知難而退，更要借此機會給美國傳遞一個更加鮮明的信

息：中國在南海諸島上沒有任何模糊妥協的餘地，所謂「第三國」必須

懂得說它該說的正確的話，做它該做的正確的事，切切不要鋌而走險，

心存僥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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