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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上台以來，美國的資產淨值已

經萎縮近五成，經濟復甦舉步維艱的殘

酷現實勢必直接影響今年底的總統選舉

和國會選舉。美國1400萬失業大軍連同

相關家庭和親友，至少為奧巴馬「造就」

了4000萬張「負票」。為尋求出路，奧巴

馬現在已經完全放棄「如何復甦經濟」

這個正業，馬不停蹄地從這個州走到那

個州，尋求用非經濟問題來激活競選，

「國家安全」、「重返亞太」、「中國威脅」

等成為白宮的無奈選擇。換句話說，

「巨額負票」已經迫使白宮不惜犧牲中美

關係這個大局，鋌而走險靠轉移視線來

獲取選票。

希拉里近期圍繞中國團團轉，就是

想以「中國元素」刺激美國選民，希

望扮演「強硬對待中國的形象」來贏

得支持。美式民主的的經驗告訴他

們，「只有導演更多重大國際事件，

選民才可能支持現任總統」。「中國挑

釁」、「中國人想迫使美國離開西太平

洋」、「南海存在美國的根本利益」等

荒唐問題於是頻頻在美國各大電視台

出現。「重返亞太」既可圍堵快速崛

起的中國，又可更加「靠近」亞太國

家的巨額財富，可謂是一箭雙鵰。五

角大樓去年在亞太地區共舉行了172次

軍演，「環太平洋2012」特大規模軍

演等亦都是為了「佔領電視台」，刺激

選民神經。

亞太「錢香」吸引五角大樓
如果說，美國進攻伊拉克是為了石

油，華盛頓的「重返亞太」則是為了亞

太財富。截至2011年底，中國的外匯儲

備為32707億美元，位列世界第一。日本

為11377億美元，排第二。台灣為4191億

美元，印度為3187億美元，韓國為3113

億美元，香港為2772億美元位列全球第

10位。反觀歐美正處在嚴峻的經濟和債

務危機之中，失業率高企不下，亞太國

家的財富當然受到美國的垂涎。日本、

韓國早就是美國的囊中物，隨意找一個

借口，就可像提款機一樣從中獲取錢

財。富起來的印度等國堅持「不結盟」，

就是怕華盛頓借「重返亞太」來謀取自

己的錢財。

美國雖然與亞太的日本、韓國、澳大

利亞和泰國等結盟，但仍然覺得不過

癮，於是時時刻刻伸長頸窺視他們的

「錢袋」。當白宮得知新德里手裡有幾百億

美元的龐大軍火訂單時，由軍火商贊助上

台的奧巴馬立即放下手頭「如何應對經濟

復甦無力、失業率高居不下的重要會議」

而不顧，快速降臨新德里，以「美國支持

印度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誘餌，

企圖一舉拿下印度的「大蛋糕」。無奈的

是，印度並不買白宮的帳。奧巴馬、希

拉里、帕內塔等華盛頓官員頻頻光臨印

度，為的也是印度的「錢香」。

胃口過大實施困難重重
五角大樓雖然有周密的「重返亞太」

計劃，但由於胃口過於龐大，實施起來

卻非常困難。美國目前擁有285艘各類戰

艦，按照帕內塔的計劃，將有10%的海

軍增加部署至亞太地區，也就是說，需

要新增大約30艘戰艦。然而，在國防預

算削減的大背景下，美國仍然需要應付

伊拉克、阿富汗兩大戰場，還想教訓伊

朗、敘利亞，完全沒有能力增建新的艦

艇，如何有能力增派艦艇到亞太地區？

共和黨議員麥凱恩就公開表示，重心轉

移，但海軍艦隻數量卻因為需要退役持

續下降，「重返亞太」承諾不過是一句

空話。

美國要由中東「轉移」到亞太地

區，看來十分困難。中東的戰略利益

非常大，既涉及盟友以色列的安全，

也涉及龐大的石油利益。當年小布什

能夠說服國會揮軍殺入中東，今日的

議會就不會輕易放棄中東的利益。另

外，美國的盟友也不是完全聽從美國

指揮，澳大利亞國防部長近日就突然

在北京表示，要打消中國對澳大利亞

加強與美國軍事關係的擔憂。美國雖

然以「給印度提供導彈技術，要求印

度加入美國反導系統」，但已經遭到拒

絕。印度官員表示，「不渴望」加入

「任何多邊安全構想」。

巨額「負票」逼白宮鋌而走險

「國民教育」這四個字，近日可謂全城熱話，前所未有的熱烘烘。作為家長的
我，真有些不明白，「國民教育」真是會「洗腦」嗎？還記得小時候本人在一間佛
教學校讀書，佛學是必讀學科，但似乎沒有因讀了佛學而令人成為佛教徒，當然本
人是接受佛學當中的道理。至於本人的兒子是在基督教學校讀書，聖經也是必讀的
學科。還記得小時候，他無論是吃飯
或睡覺，都會先祈禱才吃飯或睡覺，
難道作為父母的我就認定孩子被「洗
腦」了嗎？

現時有不少民間團體都為青少年組
織赴內地進行考察交流活動，對於這
類活動，本人所見，對他們來說都是
一個難得的學習體驗。就以我兒為
例，暑假期間先後參加過不同辦學機
構和民間團體組織的交流考察活動，
對他來說既拓寬了眼界，又能了解到
內地的經濟發展情況，地理環境，難
道這些又是「洗腦」嗎？

於我來說，香港既已回歸了中國，
是中國的一部分，我想這點沒有人反
對吧！近日有人發起要撤回「國民教
育」科，認為該科是「洗腦」的，學
生學習後甚至會變成「紅衛兵」，我
想這些都是極端的想法。我相信學校
和教師都是有能力和持開放的態度教
導學生的，我更相信現時的學生都會
有獨立的思考能力，又何來存在「洗
腦」呢！

香港陷入政治鬥爭市民受害
社會安定繁榮，市民安居樂業，筆者相信這是大部分香港

人樂於看見的。但反對派只顧一己利益，以冠冕堂皇的詞句
包裝其自私的行為，多次對政府推行的政策為反對而反對，
他們的行為不但令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推出有利民生的政策
時受阻，還屢次策劃反政府的抗議活動，影響社會秩序。某
些政客煽動貧富對立，分化港人，煽動青年人參與暴力抗
議，唯恐天下不亂。如反對派繼續小事化大，蠱惑人心，香
港便會陷入政治鬥爭的局面，使經濟發展停頓，民生艱困。
反對派的意願並非香港的主流。他們希望擾亂社會秩序，從
而改變原來的遊戲規則，希望自己成為新制度下的得益者是
不會得逞的。

某些政客為了爭取選民支持，多次開出空頭支票，提出一
些看似完美但實際不可行的建議。反觀梁振英在3月25日當
選後的表現，顯示他言出必行，他在競選時所許下的承諾在
上任後逐步兌現，例如他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針對長者、房
屋及貧窮三大問題，公布了涉及約70億元的政策，包括增設
每月2千2百元的長者生活津貼、加快居屋流轉、興建青年宿

舍、增加長者醫療券及成立社會企業發展基金，從而改善民
生問題。相對終日無所事事，在當選後絕口不提競選承諾的
反對派，梁振英的惠民措施實在值得嘉許。

支持新政府「穩中求變」
據香港現時的狀況，筆者認為特首梁振英所提倡

「穩中求變」的政策大方向是最適合不過的。每項
政策均按一定模式循序漸進地執行，此舉保障大部
分香港人利益之餘，也不會影響社會穩定。反觀部
分激進勢力以「速變」、「革命」作號召，提出一
些看似完美但脫離現實的政策，煽動一群心智尚未
成熟的青年盲目跟隨。所謂「欲速則不達」，這種
揠苗助長式的改變不但不能帶領香港走出現時困
局，更會令香港持續內耗，好像物理學中的渦電流
(Eddy Current)一樣，因內鬥而消耗自身體力，窒礙
香港未來的發展。

香港的前途現正處於臨界點，要讓梁班子繼續施
政，發展香港；抑或讓激進反對勢力抬頭，在一片
暴戾聲中破壞香港？如果選擇後者的話，意味㠥將

會押上香港前途作為賭注，把現時的一切拉倒重來，後果不
堪設想。香港人，慎之慎之！

據香港現時的狀況，筆者認

為特首梁振英所提倡「穩中求

變」的政策大方向是最適合不

過的。香港的前途現正處於臨

界點，要讓梁班子繼續施政，

發展香港；抑或讓激進反對勢

力抬頭，在一片暴戾聲中破壞

香港？如果選擇後者的話，意

味㠥將會押上香港前途作為賭

注，把現時的一切拉倒重來，

後果不堪設想。香港人，慎之

慎之！

譴責政客禍港 支持政府施政

我相信大多數家長是支持國民教育的，即使

持不同意見的家長中，大多數也並不是反對國

民教育本身，而是對國民教育的推行模式、教

學內容與價值觀及師資等問題存有爭議。而這

些爭議是可以通過理性討論來凝聚共識的，完

全沒必要將爭議演化為政治議題。作為已經回

歸祖國十五年的香港，與內地交流愈來愈密

切，港人越發認識到香港發展與國家發展密不

可分，這些都是香港推行國民教育重要的基

礎，也符合香港「一國兩制」下的社會現實。

香港部分家長近日在媒體刊登聯署聲明，對由政府公
帑資助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冊》提出質
疑。一些團體藉機刻意將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政治化，
要求政府叫停原定今年9月於小學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課程。作為一名家長，我對此不能茍同。

加深對國家了解有何不對
我出身於一個華僑家庭，華僑的愛國情懷和愛國義

舉，我歷歷在目。小時候我母親把我送回廣州華僑外國
語學校讀書，幼小的心靈播下了愛國的種子。長大後，
我從一個普通工人成長為一名歌手，關鍵時刻又是母親
鼓勵我去內地演唱。每一次演唱《我的中國心》，我的內
心都激起濃濃的愛國情懷。這些年來，我致力推動香港
與內地青年交流與合作，對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有更深
切的體會。

國民教育說到底就是愛國教育的範疇。青少年是香港
未來主人翁，宜盡早認知和接受國民教育。通過國民教
育讓青少年學生加深對國家國情的了解，加深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增強對國家的身份認同，以便更好地配合香
港社會及國家發展，這有什麼不好呢？又有何不對呢？

有家長指國民教育內容「報喜不報憂」，無法讓學生認

識真正的國情，甚至
變成「政治洗腦」。對
此，政府官員多次回
應，為家長答疑解
惑，教育局對國民教
育課程業已作出最新
修訂指引。我近日特
意到教育局網頁瀏覽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
程指引》，看到《指引》
強調須鼓勵與引導學
生獨立思考、獨立判
斷，思考在個人、家
庭、社會、國家及世
界五個範疇內如何安

身立命，做有承擔、有理想的人。試問：這怎可能是政
治洗腦呢？

不應將爭議政治化
當然，香港是個多元社會，可自由表達不同意見，反

映多元訴求。我相信大多數家長是支持國民教育的，即
使持不同意見的家長中，大多數也並不是反對國民教育
本身，而是對國民教育的推行模式、教學內容與價值觀
及師資等問題存有爭議。而這些爭議是可以通過理性討
論來凝聚共識的，完全沒必要將爭議演化為政治議題。

遍觀當今世界，重視國民教育已成為國際慣例。西
方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等，我們周邊國家如日
本、韓國、新加坡等，無不以各種國民教育方式增強
青少年愛國情操和民族自豪感。作為已經回歸祖國十
五年的香港，與內地交流愈來愈密切，港人越發認識
到香港發展與國家發展密不可分，這些都是香港推行
國民教育重要的基礎，也符合香港「一國兩制」下的
社會現實。國民教育應及時推行，循序漸進，從愛開
始，愛我香港，愛我國家。我深信，讓我們下一代越
早理解、越早投入、越早融入祖國，是香港未來的福
氣。

致全港家長的一封信

理性討論國民教育

錢志庸律師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

張明敏
香港中華出入囗商會副會長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今年正值倫敦舉辦奧運，全球開始對體育運動熱切起來。除了早前有關轉播倫敦
奧運項目的爭議外，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聯合教院學生會，與青年智庫（Round
table Community）和圓思顧問有限公司在今年五月，以本地體育發展為主題，進行了
一次有關本港青年（包括教院大學生）的運動習慣及他們對本地體育發展的調查訪
問。今次訪問成功完成了674位青年人的調查，當中500位為15－34歲香港青年（以隨
機抽樣進行電話訪問），另外174位教院學生則在教院內以電郵發放網上問卷。是次
訪問調查數據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就人口特徵進行加權處理以保代表性。

青年人對本地體育活動留意程度
這次調查顯示本地青年普遍較少留意本地體育活動或比賽，33.6%受訪者表示「好

少留意」，24.4%則表示「完全無，非常少留意」。在留意項目上，較多留意本地體育
運動是足球（36.1%）,其次為籃球（15.5%）及羽毛球（12.3%），但受訪者中，有13.6
％表示並無留意特定類別的本地體育運動。接近一半受訪者認為，主流傳媒對本地
體育運動的報道不足，多以「一般」來評價本地報道之情況，另有26％受訪者認為

「不足夠」及12.2%認為「非常不足夠」。

青年人做運動的體驗
在被問及有關平均每星期運動時間時，接近四成受訪者表示每星期用不多於1小時

來做運動；另一方面，9.7%受訪者表示沒有做運動的經驗。而運動類型，最多受訪
者表示他們最常做「球類運動」（33.1%），其次為「跑步或遠足之類」的運動

（31.5%）及「健體或伸展運動」（16.9%）。而做運動的主因：接近一半受訪者表示，
做運動為了「強身健體」（49.8%），其次為「消閒」（21.9%）和「得到樂趣」

（14.5%）。

青年評價本港體育政策及設施
最多受訪者主要認為現時公共運動設施足夠程度是「一般」（47.3%），有近四成受

訪者表示現時公共運動設施不足（37.8%），表示足夠者只有12％。此外，過半受訪
者認為香港體育發展的目標應該是「推動全民普及體育」（51.8%），其次為「推動體
育運動事業全職化」及「舉辦體育盛事，吸引遊客」。另外有41％受訪者認為，要推
動香港體育發展，最重要是「在學校和社區推廣體育運動」，其次為「為全職運動員
提供培訓和財政支援」（28.6%）和「鼓勵及協助商界投資本地體育賽事」等意見。

推廣活力之都 體育事業產業化
作為亞洲國際都會，港府欠缺整全及全面的體育及推廣全民康體身心康健政策。

在推動平衡發展，新任政府可藉打造香港成為文化之都的同時，重新協調及統籌宏
觀體育及文化政策，力推全民體育文化，培育年青人參與體育的興趣。在地區內建
構便民體育設施，在教育體制內加強體育及全民健保的推廣，讓年青人可選擇參與
與體育有關的事業，推廣體育多元化及產業化，為香港創造另外一種新興產業。打
造健康之都，推廣體育普及化和產業化，也是香港可發展的另一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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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豪

走廊方西

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新一屆政

府應協調及統籌宏觀體育及文化政

策，力推全民體育文化，培養年青人

參與體育的興趣。在地區內建構便民

體育設施，在教育體制內加強體育及

全民健保的推廣，讓年青人可選擇參

與與體育有關的事業，推廣體育多元

化及產業化，為香港創造另一種新興

產業。

■張明敏

■反對派煽動年輕人參與暴力示威行動，拉扯鐵馬，製造混亂，影

響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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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加內地交流團可擴闊思維視野，以

「洗腦論」抹殺國民教育的意義是借題發揮

的伎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