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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強烈譴責
朝鮮發射火箭、卻
又暗中支持印度發

射彈道導彈的消息被媒體披露後，國際輿
論引發軒然大波。白宮發言人卡尼「印度
情況與朝鮮截然不同」和美國國家安全委
員會發言人威爾多「理解印度試射『烈火-
5』導彈的行為」則更加令各界質疑「國際
仲裁」的公正性，也直接證明美國是破壞
聯合國「核不擴散」條約這一令人憤怒的
事實。美國偏幫印度，目的是借此牽制中
國，希望中印兩國相鬥而從中漁利，但歷
史的經驗證明，結果必將讓華盛頓大為失
望，甚至重蹈搬石頭砸自己腳的覆轍。

印度是一個野心勃勃致力稱霸印度洋的
國家，要實現這一長期追求，阻礙力量並
非來自中國，而是五角大樓。美國是世界
上最強大的國家，目標是征服包括印度洋
在內的全世界。印度非常清楚，如果和美
國靠得太近，白宮必然乘虛直入印度洋，
結果等同引狼入室，結果不僅控制不了印
度洋，反會被美國控制。美國偏幫印度，
只是暫時性策略，絕對不會期望印度成為

海洋強國，美國對印度的暗中支持是有條
件和企圖的。到印度翅膀強硬的時候，印
度洋或變成美國航母的墳場。

白宮新德里曾反目成仇
1964年10月，中國核試驗成功後，白宮

官員就急於啟發、支持印度發展核武器，
並通過各種渠道向印度提供核技術，恨不
得希望新德里一夜間就能成為制衡北京的
核大國。當年11月，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就
曾經專門討論與印度進行核合作，五角大
樓還擬就了一份訓練和裝備印度軍隊使用
核武器的計劃，暗示美國願意向印度輸送
核武器，只要印度完全聽從白宮的指揮。
但印度拒不接受由美國裝備核武的計劃，
而是希望美國幫助自己擁有核技術。由於
白宮和新德里一個想控制人，一個不願意
受人控制，各懷鬼胎，結果兩國的核合作
不歡而散、反目成仇。

據《印度時報》報道，印度一直想做核
大國，並千方百計實施相關試驗計劃。美
國只是希望印度有條件使用美國的核武
器，但又恐懼印度掌握到核技術。印度於

1974年成功引爆核彈後，立即引發以美國
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強烈制裁。1998年印度
再次進行核試驗，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
立即向世人宣佈，印度的核試驗和導彈試
驗將危及南亞地區的穩定，必須受到譴
責，並帶頭宣佈中止對印度的援助，禁止
向印出口高新技術，禁止美國銀行向印度
政府提供貸款等嚴厲制裁。正因為如此，
印度一直對美國耿耿於懷。

二戰後，伊朗國王巴列維完全順從大獲
全勝的美國，華盛頓也將這個專制王室視
作「民主」政權而大力支持。巴列維依靠
美國提供的軍事人員和武器援助，成功擊
退佔領伊朗北部的蘇聯軍隊，完成了對伊
朗的全面控制。在「冷戰」期間，巴列維
是美國的鐵桿好朋友。但其後好景不長，
伊朗民眾不滿美國對伊朗的控制，於1979
年發生了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政
權。華盛頓隨後將伊朗列為獨裁國家，

「9．11」事件後，布什政府更將伊朗列入
「邪惡軸心」，使美伊關係全面緊張惡化。
這個例子說明，華盛頓今日對印度的偏
幫，或者就是明天的煩惱。

偏幫印度 美國將自食惡果

每年五月第二個星期日是母親
節，為人子女的總是不忘親恩，想
方設法向媽媽表達愛意，一起度過
這個溫馨的節日。其實，許多寄養
兒童亦渴望在母親節向照顧他們的
寄養媽媽表達敬意。雖然彼此沒有
血緣關係，但經與寄養家庭一起生
活後，這些兒童已和寄養媽媽建立
了真摯的感情，並感受到無私的母
愛。難怪他們也趁機在母親節向寄
養媽媽送上手繪的心意卡或奉上小
禮物，感謝這些不一樣的媽媽。

一個關愛的家庭可以滿足兒童身
心的發展需要。寄養服務的目的就
是安排那些因種種家庭問題，得不
到家人適當照顧而年齡未超過十八
歲的兒童入住寄養家庭，使他們能
繼續享受家庭生活及健康成長，直
至他們能與家人團聚，或獲得其他
長遠的福利安排。

寄養家庭屬義務工作。截至2012
年4月底，全港共有926名兒童正接
受寄養服務。由於家庭及社會的問
題日趨複雜，寄養服務的需求也不
斷增加。為使更多有需要的兒童得
到適當的家庭照顧，政府已決定分
階段增加50個寄養服務名額。

與此同時，我們會繼續全力支援
寄養家庭，包括聯同各寄養服務機
構定期按寄養家庭在照顧兒童時的
需要而舉辦培訓工作坊及專題講
座，並在各區舉辦聯絡分享小組，

收集寄養家庭的意見及了解他們的
需要，以便持續改善及發展寄養服
務。

此外，我們剛於上月大幅調高每
月寄養兒童生活津貼及寄養家長服
務獎勵金逾三成，令每月基本津貼
總額由4,608元增至6,056元，目的是
希望藉此肯定寄養家庭的貢獻，並
鼓勵更多合適的家庭成為寄養家
庭，增加為兒童配對合適寄養家庭
的機會，加強對他們的支援。

正所謂「施比受更有福」，若社
會人士能「選擇付出」作為寄養家
長，幫助有需要的兒童正常發展，
其實是一種福氣，亦是對社會的一
種貢獻。我們誠邀具有愛心及義務
工作精神的家庭加入寄養服務的行
列，動員整個家庭為寄養兒童提供
照顧服務。

理想的寄養家長是：家庭生活愉
快，生活安定；身體健康及情緒穩
定；年齡在二十五歲或以上；有小
學或以上程度；家居整潔安全，並
有足夠居住面積；喜愛兒童，有照
顧兒童的經驗及能力；為兒童安排
妥善的照顧計劃；願意接受社工調
查及輔導。

即使你未能符合上述所有條件，
亦歡迎致電社會福利署中央寄養服
務課查詢 （電話：2573 2282），我
們會作個別考慮。

披露更多私隱資料
政府稱私隱專員認為按住址排序只是修

改格式，並無公開更多資料，因此不涉及
侵犯私隱。這並不正確，因為姓名和住址
會披露家庭關係、婚姻狀況、感情生活等
敏感的私隱資料，例如同一住址中，兩個
不同姓氏的人容易被猜想為夫妻或情侶，
同一姓氏的人，則可理解為父子、兄弟姊
妹等。選民在登記時不會期望這些私隱資
料會被公開。

私隱資料被用作其他用途
若你想得知某位朋友的資料，只要有新

的登記冊，先按姓名找出他的住址，再按
住址查找他與甚麼人同住，便有機會找出
他的伴侶和親人的資料。這不單是侵犯私
隱，而且會直接影響我們的家庭生活，例
如你欠下債務，追債的人便可以找出家
人，拖欠債務可能累及妻兒；又例如有人

想追求你，會先查看你有沒有與不同姓氏
的異姓同住，了解是否單身。雖然法例列
明資料只可作選舉用途，但只要讓公眾查
閱，就控制不到別人利用，市民的私隱被
如此公開，直接影響到個人生活，社會又
豈能接受？

公眾監察推卸責任 效用成疑
選舉事務處是監察選民登記的部門，查

核「種票」是他們應有的責任，有多少市
民會抱㠥「查種票」的動機去看這本載有
三百萬選民資料的選民登記冊？我相信絕
對屈指可數。若有「一屋多姓」的情況，
政府當局只要用電腦簡單計算，已經可以
知道每個家庭有多少個姓氏。監察是政府
的責任，公眾監察效果極低，藉此防止種
票是緣木求魚。

查看其他家庭的私隱
查看自己登記的資料沒有不妥，但新的

登記冊會將整個社區的居民資料完全披露，
市民可以看到整座大廈每家每戶姓甚名誰，
屆時你住哪裡、與甚麼人同住、有甚麼鄰
居，不論你願不願意都會被公開。每個人都
是「老大哥」(Big Brother)，都可以監督
(policing)其他家庭，特別是身邊的鄰居。

公眾監察不合理 破壞鄰舍互信
我們接受的教育，要我們明白「人有

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說」，西方也
有Friends don't spy的說法，我們人與人之
間的交往，需要尊重其他人的私隱，每人
也有自己的私人生活。政府提到的公眾監
察，就是要市民去監察身邊的鄰居，看看
他們的住址有甚麼人登記。例如身邊的鄰
居姓趙，若看到有姓錢姓孫的人用趙家的
住址登記，便可以揭發舉報。問題是︰其
他人憑甚麼可以知道我的家庭情況？那姓
錢姓孫的人可以是親戚、可以是新結交的
伴侶、可以是養子或者是暫住一年的朋
友，若果趙家不想別人知道，為何要被迫
將自己的家庭赤裸裸地公開？除了道理上
站不住腳，也會引起鄰舍之間互相查探，
入侵別人的私生活，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互
信。

私隱權具凌駕性 不應被公開
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二條，

表明了「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
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

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
受這種干涉或攻擊」。個人私隱是每一個
市民珍重的天賦權利，是個人的私事，處
理私隱資料時須堅守「有必要知悉」
(Need-to-know basis)的原則，除非「必
要」，任何人不能將其他人的私隱資料公
開，即使公開也要合理和有限度。

每個人有權自主決定其私隱權的範圍，
屬於私人領域的生活及資訊，能夠不被其
他人侵擾，否則我們的資訊被公開，我們
不想別人知道的私事被其他人公開，會感
覺被冒犯，感到尷尬。將選民資料交給候
選人並無不妥，因為選民登記時已有預
期，但將選民的姓名和住址公開給公眾查
閱顯然並非必要！

防止「種票」另有他法
在保障市民私隱與防止「種票」之間怎

樣拿捏其實並不困難。按照「有必要知悉」
的原則，應該只有候選人和選民自己可查
閱︰選民只能查到自己的登記資料，以及
自己住址之下的選民資料，如果發覺有別
人用了自己的住址，或者在信箱收到不屬
於自己家庭的投票通知書時，自會向當局
舉報。而且候選人取得按住址排序的選民
登記冊，也會留意有否異常情況，因為其
他對手「種票」對他們有切身的利益關
係，選舉的公平公正對他們的影響最大，
見到有一屋多姓或其他不公平情況也會主
動舉報。

私隱並非至高無上，但要在「有必要知
悉」的時候才可以有限度地披露，公開按
住址排序的選民登記冊，對打擊「種票」
作用有限，多此一舉，要付上的代價卻是
市民的私隱權被侵犯，家庭關係、婚姻狀
況、感情生活等私事被公開，絕對是弊大
於利，我們豈能將私隱權的重要性置之不
理！

民主發展應該便利市民，鼓勵市民有更
多政治參與的途徑，去年區議會選舉後，
政府收緊選民登記的措施，已經令兩萬多
位選民寧可取消登記，以免稍一不慎要負
上刑責。政府若繼續不將市民的私隱權當
一回事，在不必要的情況下公開選民住
址，只會有更多人為保私隱，拒絕登記，
這又豈能讓香港民主穩步發展？希望政府
慎重考慮，按住址排序的登記冊只能提供
給候選人，不能公開讓公眾查閱。

立法會正審議《選舉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政府有意修改選民登

記冊的格式。現時的選民登記冊載有選民的姓名及住址，按中文姓氏的

筆劃數目順序排列，而政府打算提供另一套按住址排序的登記冊，屆時

每個單位的選民姓名便一目了然。然而，我們要明白選民登記冊除了當

區候選人擁有之外，任何人也可以看到登記冊的資料。我認為將選民登

記冊按住址排序，方便候選人展開選舉工程，並無不可，但將登記冊公

開讓所有人查閱，則是個錯誤的決定，會出現不少問題。

修改選民登記冊侵犯私隱 無助防止「種票」

民主黨對於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明顯
是躊躇滿志，他們是本港政黨中最早宣
布選戰部署的，也是在各反對派不斷收
縮戰線之時，少有擴大戰線的一個，不
但在五個區都會派人出戰，在原有功能
組別全力保住，甚至不惜花費龐大的人
力物力派出兩條隊出戰「超級區議會」
議席，充分反映民主黨對選舉的信心。

民主黨全線出擊躊躇滿志
民主黨敢於全面出擊，主要基於幾點

考慮：一是主要競爭對手江河日下，一
度與民主黨爭奪反對派龍頭的公民黨在
港珠澳大橋環評案及外傭居港權案兩
役，被民意打得焦頭爛額，梁家傑、陳
家洛等人主張的激進路線，已將公民黨
帶入了死胡同，創黨成員湯家驊被當權
派大力排擠，甚至連余若薇等也心淡求
去。其他反對派政黨也是不值一提，工
黨、民協、街工不成氣候，激進派勇於
內鬥，其路線又難以吸納中間支持者，
這對於民主黨是有利時機，拉大與其他
競爭對手的差距。二是民主黨自覺黨主
席何俊仁參選特首後，成功爭取到不少
傳媒曝光，拉高了整個民主黨人氣。三

是民主黨在這幾年也加強了地區工作，
當中主要是從其他反對派政黨中挖角，
不少年輕區議員為前途㠥想都帶兵投
靠，加強了民主黨出選籌碼。

綜觀民主黨這次出選名單，完全是
在主流派的掌握之內。主流派是一個
籠統的稱號，意指黨內一班大老如張
文光、李永達、楊森等實權派，自李
柱銘之後民主黨主席基本上是由主流
派「輪流坐莊」，現任主席何俊仁也是
由主流派所捧出來。在這次立法會選
舉部署中，他們更是全盤操縱，首先
在港島，由副主席單仲偕空降取代扎
根多年的甘乃威，黨內的說法是甘乃
威自「怒炒女助理」事件後名聲大
壞，流失不少婦女票，面對強敵林立
的港島難有勝望，於是改派形象較好
的單出戰。但誰都知道，主流派一直
看甘乃威這個「地區佬」不順眼，上
屆被他突然兵變逐走主流派力捧的單
仲偕，早已懷恨在心，現在不過借勢
反擊，為主流派奪回港島地盤。

主流派盡攬選舉好位引發內鬥
再看其他選區，九龍東李華明將讓位

予胡志偉，劇本早已寫好，基本上已無
懸念；新界東自從改革派退黨另起爐
灶，鄭家富在政改一役退黨之後，改革
派的勢力已被清除，主流派已經重新接
管新界東的樁腳，這次更名正言順的由
副主席劉慧卿及黃成智掛帥。在九龍西
主流派則派出新貴黃碧雲空降，代替涂
謹申參戰；在新界西的三席，更是主流
派全部包攬，李永達與其太太陳樹英各
領一隊，餘下一隊由何俊仁領軍。更重
要的是在超級區議會議席佈陣上，主流
派不理會年輕黨員參選的呼聲，堅持派
出涂謹申及從街工帶槍投靠的尹兆堅出
選，涂謹申是主流派要員，尹兆堅更是
李永達大力游說加盟，現在剛入黨不久
竟可擔大旗出選，背後正是主流派大力
發功所致。從五個選區及超級區議會議
席的部署，可以看到主流派基本上將全
部有利位置包攬無遺。

事實上，隨㠥創黨元老李柱銘不斷被
邊緣化，淪為「深宮怨婦」；改革派被
迫退黨；主流派已經再無敵手，可以放
心在黨內安插親信，排位出戰。不過，
主流派的專橫態度，已經引起不少地區
樁腳及年輕黨員的不滿，趕走甘乃威已
引起港島不少區議員反彈，認為主流派
欺人太甚；重用一名剛投靠的尹兆堅，
卻放㠥大批黨內年輕區議員不顧，加上
主流派近年氣焰逼人，在一般日子其他
黨員只能敢怒不敢言，但在選戰時期，
會否全力為主流派的人抬轎，確實令人
疑問，甚至可能出現甘乃威等實力人士
乾脆退黨參選，與主流派一較高下的情
況。看來民主黨參選立法會選舉前，先
要處理黨內矛盾。

民主黨主流派操控選戰部署引發反彈

梁劉柔芬 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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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誠事件在西方輿論的渲染

下，特別是在美國大使館以非正常

方式干預之後，被迅速放大而上升

到對中國人權的指責上。這也許是

西方輿論、美國駐華使館以及一些

對中國人權狀況帶有偏見的人希望

看到的結果。在整個事件過程中，

美國使館人員包括駱家輝大使的

「作秀」、「表演」可謂淋漓盡致，

這種「作秀」、「表演」超越了美

國駐華大使的職能、職責以及本

份，也有違外交活動應當遵守的基

本規範和倫理，並且傷害了中國人

民的感情，令中國人反感。

向中國硬銷美國價值觀
在陳光誠5月2日離開美國駐華使

館時，駱家輝大使更是「大秀特

秀」，不但「親自」將陳光誠送到

北京一家醫院，而且在醫院裡「親

自」推㠥陳光誠的輪椅，一起在外

國媒體的聚光燈前亮相。駱家輝用

美國的價值觀衡量中國社會，甚至

是將美國的價值觀強行向中國推

銷。他以「作秀」、「表演」吸引

眼球，顯示了西方政客慣有的虛偽

與浮躁。如此做派不但令中國人反

感，美國國內的媒體對此也多有批

評。

任何社會形態和體制中都會存在

問題，但沒有哪個國家容許他國干

涉本國內政，容許他國使館在自己

的土地上為所欲為，自行其是，更

不容許一個大使充當判官的角色。

遺憾的是，在陳光誠事件中，美國

駐華使館偏偏扮演了不那麼光彩甚

至可以說是雞鳴狗盜的角色，為此

置國際法和中國法律於不顧，置中

美關係大局於不顧，置最起碼的外

交禮儀於不顧，㠥實令人咋舌。試

想，如果中國也在美國國內做出同

樣行為，隨便收留美國公民，干

涉美國內政，美國政府會作何反

應？會有何感受？美國在陳光誠

事件中肆無忌憚的干預中國內

政，不但違反了國際法及《維也納

外交關係公約》的規定，更暴露其

霸權主義本質，舉世唯美國獨尊，

任意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別人頭

上。

美挑剔中國人權的時代已過去
事實證明，中美關係要發展，主

要障礙在美國。美國必須學會尊重

中國的核心利益，必須學會適應與

中國平等相處。「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打㠥「人權」、「自由」、

「民主」等旗號製造事端，只能是

自暴其醜，對中國不起作用，對美

國自己更沒好處。近幾年來，人權

議題在中美關係中已經退居十分次

要的位置，美國挑剔中國人權的時

代應該已經過去。事實上，中國願

與美方一道，以誠意和善意為維護

中美關係大局做出更多的努力，任

何損害中美關係大局的行為都不會

有好結果。

想必陳光誠和他的扶持者們心裡

也很清楚，這樣的拙劣表演除了讓

一小撮人逞一時口舌之快外，根本

得不到他們所希望的中國社會的廣

泛應和。13億中國人並沒有那麼好

瞞哄，也沒有那麼好利用，指望借

此來干涉中國、要挾中國，未免太

過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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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柔芬

隨㠥創黨元老李柱銘不斷被邊緣化，改革派被迫退黨，民主黨主

流派已經再無敵手，可以放心在黨內安插親信，排位出戰，將全部

有利位置包攬無遺。不過，主流派的專橫態度，已經引起不少地區

樁腳及年輕黨員的不滿，在選戰時期，會否全力為主流派的人抬

轎，確實令人疑問，甚至可能出現甘乃威等實力人士乾脆退黨參

選，與主流派一較高下的情況。看來民主黨參選立法會選舉前，先

要處理黨內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