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良的菲律賓人民，世界和平、國民安居樂業是我們共

同的心願。但請你們擦亮雙眼，看清楚政客的無賴伎倆，

不要被民族主義情緒蒙蔽真相，在大是大非面前作出正確

的選擇。與此同時，我國也作出了南海局勢惡化的任何準

備，並劃出動武底線，讓無能的菲律賓政府充分了解我國

的核心利益與基本立場，奉勸其不要挑戰我們的底線，更

不要低估我國人民捍衛領土完整的決心。

2010年8月23日，香港旅行團於菲律賓鬧市街頭被槍手挾持，最終釀
成八死七傷的血腥結局。在長達11個小時的對峙中，菲律賓特警的無
能、官員間互相卸責諉過的軟弱表現，通過攝像機的鏡頭真實地呈現
在全世界億萬民眾的眼前，香港人對這一切均記憶猶新。兩年就快過
去了，菲律賓社會依然混亂、官員依然貪污腐敗、貧富懸殊依然嚴
重；經濟依然千瘡百孔，人民生活依然貧困交加；政局依然動盪、持
續40年的內戰越演越烈；越來越多的國民為了求生、為了躲避內戰，
在別無選擇之下依然要背井離鄉⋯⋯

親愛的菲律賓國民，這就是你們長久以來所面對的局面。而你們的
無能政府，對此顯然束手無策，只能採用無賴政客的常用伎倆，罔顧

「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這一事實，一方面謀求美國主子撐腰，一方
面煽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以此轉移視線，掩蓋其施政不善、民不聊
生的國內現實。

正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些政客的如意算盤並沒有打
響。黃岩島衝突一個多月了，他們的美國主子從未堅決表態予以支
持；即便極盡煽動之能事，前往中國大使館遊行示威的市民僅200餘
人；而國內不同政治力量的反對聲音更是不絕於耳⋯⋯

中國自元代起已擁有黃岩島主權
中國乃泱泱大國、禮儀之邦，在黃岩島事件上不斷釋出善意，可菲

律賓政府卻置若罔聞，誤判形勢，以「倚美自重」之心態，極盡尋釁
之能事，一方面申請國際仲裁，為黃岩島改名，去除島上有關中國的
標誌；另一方面，不斷發表措辭強硬的言論，煽動民眾情緒，鼓動民
眾和海外僑民發起針對中國的遊行示威，將兩國推向戰爭邊緣。

黃岩島自元代以來已經屬於中國。日前，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南

海問題專家吳士存博士接受中新社
記者專訪，稱中國自元代以來就已
經透過各種形式管轄黃岩島，有效
行使和鞏固對黃岩島的主權，多個
世紀以來從未遇到過任何挑戰，並
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此外，
菲律賓投資家維克托．阿齊斯亦就
黃岩島主權問題於《馬尼拉標準今
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它屬於中
國》。

豐富的海底資源蘊含 巨大的財
富，驅動了外來侵略者的衝動和野
心。美國改變戰略重點，表示出對南海的極大關注，是菲律賓政府夠
膽無視黃岩島歷史上歸屬中國這一不爭的事實，再三挑起事端、孤注
一擲的重要因素。阿基諾三世甚至斷言，在黃岩島的主權爭議事件
中，中國不會主動開槍。他估計錯了。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關乎民族
尊嚴，任何人都不應挑戰中國的底線，更不能低估中國人民捍衛領土
完整的決心。小平同志曾經說過，在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問題上不能
讓步，擱置爭議不是放棄主權，和平崛起也不是放棄戰爭。我們已作
好準備，為了子孫後代，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我們別無他選，即便
付諸戰爭，也要奉陪到底。

海峽兩岸人民立場一致
在捍衛中華民族領土完整、民族尊嚴的問題上，海峽兩岸人民的立

場是一致的。兩岸實際控制東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太平島，以
及西沙群島，這是國際公認的事實。今天，兩岸人民通過經貿、旅
遊、文化等全方位的合作與交流已凝聚了大量的社會共識，人心所
向，並取得空前的成功。就共同捍衛南海領土、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
這一問題上，兩岸人民勢將齊心協力，眾志成城，加強民間往來，建
立南海問題共同協商機制，就南海問題共同舉辦高端論壇，共同應對
日趨緊張的南海危機。

此外，我們也是時候重新思考，「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一原則
需否與時俱進。多年以來我們的良好願望，並沒有得到對方真誠回
應，而是菲律賓政府不理我們的強烈反對，獨自開採海底資源，以實
際佔有造成既定事實，將侵略行為合理化。

候任行政長官的重組政府總部架構建議，主張增設
兩個副司長職位，為此我作出以下說明：

自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成立以來，特區在內
地的經濟和其他發展機遇日增，加重了政務司司長和
財政司司長在統籌和促進特區與內地合作的工作負
荷。加上香港政治環境的變化，高層官員須投放大量
時間及精神，往往沒有足夠時間兼顧中長期及結構性
社會及經濟發展的籌劃，例如人口和貧窮問題等重要
的民生議題，因而坐失時機，令社會矛盾惡化。

回歸十五年的經驗說明，香港作為高度自治的行政
區，政府的職能遠遠超過國內外的市政府，要兼顧中
央授權的職能、全港性職能和地區性職能，往往出現
統籌和協調問題。

為了提升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加強競爭優勢，我們有
必要進一步推動產業多元化。國家迅速發展，帶來了
無限的機遇。我們必須用好與國家以及廣東省和深圳
市的支持和機遇，發展體外經濟，促進香港的支柱行
業進一步壯大，也支援具潛力的新興產業萌芽發展。
CEPA為香港和內地建立了一個互惠雙贏的經貿平台，

但部分CEPA條文的落實差強人意，我們必須加大力
量，不失時機地切實做好各項優惠措施的落實工作，
並繼續在廣度和深度上豐富CEPA在貨物貿易、服務貿
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內容，令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
可以充分利用CEPA優惠措施，為更多青年人提供事業
發展空間。

副司長的職責
設立兩個副司長職位是體現候任行政長官「積極發

展經濟，切實改善民生」的施政重點；並加強行政與
立法機關的聯繫，冀施政更暢順。

政務司副司長專責協助政務司司長統籌發展人力資
源，滿足香港經濟及社會各領域對人力的需求，以保
障香港在21世紀人才競賽年代中的競爭力。具體工作
包括人力規劃，減少資源錯配；提升教育水平及文化
素養；為人口老化作準備，策劃醫療及養老服務、退
休保障；制訂青年和兒童政策，規劃福利服務等。政
務司司長可更專注於跨越多個政策局和影響深遠的政
策範疇，例如制訂人口政策、處理貧窮問題、推動可
持續發展；強化與內地的交往、繼續監督粵港合作和
關愛基金的運作；進一步推進政制民主化、加強地方
行政及促進社會和諧。

歐美經濟陰霾四佈，未來一段時間，財政司司長必
須專注和做好應對工作，同時因應外圍環境的最新變
化做好公共財政的收支平衡工作。因此財政司副司長
一職的需要更為突顯。

財政司副司長專責協助財政司司長發展經濟，制訂
和推動產業政策，為產業界創造條件，為香港創造財
富，為香港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具體職責是加強與

內地各部委和省市的聯繫，落實與內地簽訂的經濟合
作協議；按照國家的五年規劃，制訂相關產業政策，
支持工商業，發展航運、民航、物流和旅遊產業，以
及推動科技及通訊業和專業服務的發展。財政司司長
可更專注於進一步發展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及
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事務；策劃善用財政儲備，為
香港的長遠發展作金融、社會和經濟等投資；規劃香
港的整體發展，協調房屋和土地供應、發展新市鎮及
運輸基建。

概括而言，兩位副司長分別負責統籌推動人力和產
業發展，以提升香港的整體競爭力。

與司局長的工作關係
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下，政務司司長依然是問責團隊

之首，將如常每周主持政策委員會會議，與全體司局
長商討及協調重大的政策制訂工作，並每年與財政司
司長為財政預算案的資源分配訂立優先次序。增設副
司長並不影響各局長與兩位司長的接觸和溝通，也不
會削弱司長總覽全局的角色。

如上文所述，兩位副司長都有明確的任務，同時直
接監督兩或三個與職責有密切關連的政策局的日常工
作，並向司長負責，由司長按需要安排任務。副司長
的工作表現取決於是否能夠及時、適當和圓滿地完成
任務。

以人口政策為例，政務司司長是人口督導委員會主
席，但人口政策的範圍廣闊，包括人力規劃、人口素
質、青年和兒童政策、人口老化、「雙非」嬰兒、輸
入人才計劃、新來港人士、少數族裔、移居內地港人
等，每一項工作都需要深入研究，而且跨越多個政策

局。同樣地，全面研
究貧窮問題亦涉及多
個政策範疇，如教
育、福利、房屋、產
業政策、就業和再培
訓等，需要協調統
籌。副司長可以分擔
部分與教育局、勞工
及福利局和文化局有
直接關連的項目，就
人力規劃、人口素
質、青年和兒童政
策、人口老化等範疇
進行研究和制定應對的政策。副司長的統籌任務，並
不限於旗下的政策局，例如：研究退休保障便涉及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負責的強積金計劃，規劃老人服務要
包括醫療和房屋政策，並研究老人回鄉退休的配套措
施。就個別政策問題，副司長亦要負起統籌協調角
色，例如規劃地政與文化活動空間。

在分工方面，局長負責就其政策範疇具體制訂政
策，並指導其下屬部門落實執行。局長亦須站在前
線，向立法會、傳媒和社會各界解釋政策，爭取支
持。副司長則聚焦於需要跨越多個政策局的長遠規劃
及統籌工作。副司長和局長的具體分工及行事模式須
因事制宜，由副司長與局長按具體情況決定，大前提
是擴大能量，提高效率，及時行動，增收成果。

增設兩個副司長的職位是為了加強行政領導，改善
行政立法的關係，提高施政成效，強化部門間的統籌
協調，推進長遠規劃，更好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

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A18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2年5月29日(星期二)

就在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問印度東部城市加
爾各答，發表「建立印美更緊密夥伴關係，共
同拒絕進口伊朗石油」演說的同時，新德里卻
悄悄地高規格接待來自伊朗的貿易代表團，討
論如何拓展兩國貿易，商討使用印度盧比進行
貿易結算的具體細節。2010年底，由美國軍火商
資助登上總統寶座的奧巴馬接受老朋友委託，
專門訪問印度，游說新德里購買美國產軍火。
尚未進入正題，奧巴馬先來個鄭重承諾「支持
印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讓印度人非常高
興。正當奧巴馬通知軍火商大功告成之時，印
度卻將巨額軍火採購合同拋給巴黎和莫斯科，
和華盛頓玩起「躲貓貓」遊戲。

新德里之所以敢和華盛頓玩「躲貓貓」，是因
為華盛頓強加給印度「共同拒絕進口伊朗石油」
無法得到印度人的認同。美國和印度建立「更
緊密夥伴關係」，目的是游說印度不要進口伊朗
石油。白宮還揚言要對拒絕美國意見的國家實
施制裁，對此，印度財政部長的反應是：印度
只遵從聯合國的相關決議，而不是美國和歐洲
對他國的無理制裁，印度與伊朗保持的是正常
接觸，以保證印度的石油供給不受影響。印度
是一個發展中國家，80%石油依賴進口，是第二

大伊朗石油進口國。印度購買伊朗石油，比美
國的「更緊密關係」更加重要。

山姆大叔變「有苦說不出」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中，美國航空母

艦開進孟加拉灣支持巴基斯坦，在印度人心
中埋下反美種子，並深深地根植於印人心
中。印度左派政黨始終對「美帝國主義」保
持高度警惕，使新德里任何親美政策都受到
有力抵制。上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推行經
濟改革，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並致力追求實
現大國夢。儘管印度在提高軍事力量過程中
需要借助華盛頓的精神援助，但仍然強調自
己的價值觀和國家利益，所以無懼制裁並敢
對美國說「NO」。對於印度的反應，山姆大
叔可謂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據聯合國資料披露，在聯合國所有重要投
票中，印度與美國的一致性比美國和古巴的
一致性還要低。「美印夥伴關係」對華盛頓
來說是全球重要戰略，既可以牽制中國，又
可合夥制裁伊朗，但對新德里來說只是外交
禮儀。美國的戰略計劃是征服包括印度洋在
內的全世界，而印度則視印度洋為自家地
方。印度洋的控制與反控制，將永遠是印度
和美國之間的巨大疙瘩，永遠也無法解開。
印度恐懼華盛頓控制新德里的傳統思維，已

經成為印度人考慮外交策略的重要依據。

印度發展需要足夠石油
由於遭受帝國殖民統治幾百年，令印度對外

國強權入侵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按照美國人的
話說，華盛頓早已將印度定位為天然盟友，並
希望以《美印核協議》為誘餌，進一步進入印
度的政權、經濟和軍事領域。白宮積極游說新
德里與華盛頓站在一起，打倒「共同敵人」。但
印度人非常明白，自己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對石
油的依賴，只有保證穩定的石油來源才能使經
濟發展得以持續。印度絕對不會因為美國高壓
政策，或者「更加緊密夥伴關係」而減少從伊
朗進口石油。正因為如此，印度和伊朗才一致
同意用印度盧比結算兩國石油貿易。

印度是一個獨立國家，也知道華盛頓在國際
事務中的份量，但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並不盲從
白宮。儘管白宮花了不少口舌動員印度，還是
沒有效果。華盛頓終於翻臉威脅要制裁印度，
然而「人不畏死，奈何以死以懼之」，白宮政府

「吃力不討好」，上演了一齣國際滑稽戲。事實
上，新德里外交策略的中心，就是「互相尊重
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儘管印度希望進
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仍然步步以五
項原則為自己的行動依歸。

新德里和華盛頓玩「躲貓貓」

新屆政府的架構重組審議一波三折，反對派目前不斷在立法會
上增設關卡，務求將表決日子不斷拖延，其主流派的盤算是將表
決日延至7月18日立法會休會前才通過，既可令新屆政府未能在

「七一」就職前完成組班，向新政府施以下馬威，也可確保方
案在今屆會期內完成，以免受到民意反彈衝擊選情。反對派主
流派的盤算暴露其投機取巧面目，拖延表決只是為了政治需要，
讓他們可上演「政治騷」，但在選舉利益面前他們也不敢玩得太過
火。

然而，在反對派主流派對重組架構增設關卡之時，「人民力
量」黃毓民卻再度出招，表示會在財委會提出500項修訂，包
括職能及政策局的名稱，估計要進行多日會議。黃毓民此舉固
然是要阻礙政府架構重組，但實際對準的也包括其他反對派政
黨。事實上，所謂拉布與當年的「五區公投」在策略上是一樣
的。當第一次拉布戰打響後，黃毓民與陳偉業便儼如站在道德
高地，令其他反對派處於進退維谷境地，如果不參與拉布，肯定
會被黃毓民批評不堅定，要票債票償；如果參與拉布，又會引
發主流民意的反感，有誰可背逆主流民意？結果，黃毓民發動
的拉布戰，令反對派各黨派相當被動，左右為難兩面不是
人，成了拉布戰的大輸家，民望全線插水，相反黃毓民卻大出
風頭。

對黃毓民等人來說，拉布戰是為了拉抬選情，特別是為形勢最
危的陳偉業而設，所以他們提出的1300項修訂，絕大部分都是由
陳偉業提出，正是為了讓他出風頭。然而，拉布也是一場消耗
戰，浪費大量精神時間，甚至影響選舉工程，所以絕不能長久，
而且，拉布一直拖延，他們也怕有一日會引發民意的大反彈，結
果將得不償失。因此，當黃毓民等嘗到甜頭後，隨即以眼疾為由
鋪設下台階，主席的「剪布」其實正正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脫身的
機會，陳偉業甚至索性出國探望女兒，全體作鳥獸散，正是久戰
無益見好就收之意。

這說明拉布就像踏鋼線一樣，稍一失衡，隨時有粉身碎骨的危
險。現在黃毓民再次發動拉布，正正是看準此舉將令民主黨再次
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反對派雖然不斷增設關卡，但並沒有全力
出招，就是怕假戲真做，但黃毓民卻提出數百項修訂，這樣波便
會拋到財委會主席劉慧卿身上，究竟是配合拉布，還是依法阻止
這些無謂的修訂？最終不論民主黨等選擇如何，都肯定會引發各
方攻擊。再加上現時民意對拉布相當反感，而且政府重組與替補
法案不同，與市民利益息息相關，引發民憤將更大。黃毓民再施
拉布，就是要設下陷阱，令民主黨民望大跌，好讓「人民力量」
分食票源。可笑是民主黨還繼續參與這場拉布鬧劇，與黃毓民玩
政治權謀，水平是差得太遠了。

兩位副司長都有明確的任務，同時直接監

督兩或三個與職責有密切關連的政策局的日

常工作，並向司長負責，由司長按需要安排

任務。增設兩個副司長的職位是為了加強行

政領導，改善行政立法的關係，提高施政成

效，強化部門間的統籌協調，推進長遠規

劃，更好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增設副司長 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羅范椒芬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

張學修香港海南商會會長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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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爭取立法會下月通過政府架構重組建議，候任特首梁振英日
前承諾兩年後為問責制作「中期檢討」，但公民黨余若薇卻批評，
梁振英的建議欠缺誠意，只為討價還價，目的是希望政府改組建
議盡快通過。

反對派無理阻礙新政府重組，令人憤怒。梁振英已要求所有司
局長和一眾政治助理要走入民眾，多聽市民訴求，而他本人亦以
身作則，承諾每年走訪18區最少一次，可以預見，若然政府順利
重組，以往「山高皇帝遠」的情況將不復存在。假如梁振英沒有
檢討現屆政府的不足，他便不會作出這些針對性部署。反對派力
阻政府改革，要求政府「原地踏步」，他們是不吃人間煙火的政治
動物，將自己的利益完全凌駕於市民的利益之上。反對派不做實
事，亦要求政府不做實事，令人遺憾。

任何改革、任何制度得以成長，並且完善，都是一個Trial and
Error，從錯誤中學習的過程，就等如小孩子要跌過、碰過才會學
曉走路一樣。對此，梁振英承諾在「經過實踐、積累經驗後」，
會就政治委任制作中期檢討，包括歸納和總結問責制經驗，研
究問責制落實和公眾期望的落差等，並提議參考其他國家的做
法，提出對官員的要求和獎懲制度，及檢討薪酬調整機制、聘
用程序、離職後安排和「旋轉門」安排。梁振英並不是討價還
價，他是急市民所急，他並不是既得利益者，真正的既得利益
者是市民，反對派力阻新政府重組，等同阻礙政制發展，與民
為敵。

雖然無人可以確定政府重組的成果如何，但至少我們看見梁振
英銳意求變、願意改善的決心和誠意，而此等建議，亦正正貫徹
梁先生「穩中求變」的理念，可惜反對派議員還未看過新政府有
什麼作為，便一口咬定為「不理想」，究竟他們是先知，還是上
帝？反對派無理批評政府重整浪費公帑，卻對「人民力量」等拉
布議員虛耗公帑噤若寒蟬，隻字不提，究竟他們所抱持的是甚麼
樣子的邏輯呢？

希望反對派再不要抱持雙重標準，為反對而反對，要實事求
是，這樣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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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范椒芬

■張學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