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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
反對所有形
式的恐怖襲

擊，但互相尊重和寬容也是起碼的文
明。「9．11」是美國的「國恥日」，在
全球124個國家和地區設有軍事基地、
駐外軍事人員總數達到40萬、擁有能夠
將地球毀滅至少3次的世界超級核強
國，竟然無能力保護紐約市民的安全。
二戰以後，美國依仗自己的強大軍事、
經濟優勢和實力，在全球強行推行連美
國人自己都感到有毛病的「美式民
主」；對所有不順眼的國家政府，採取
支持反對派、中情局介入顛覆、軍事入
侵等手段，威脅、控制了許多國家，建
立名目繁多的傀儡政府，搞得世界很不
安寧。強權外交「順我者昌，逆我者
亡」，已經失去基本的人權和道義，必
然受到世界的唾棄。
正當美國在紐約集會紀念「9．11」

的「國恥日」時刻，卻傳來美國駐埃及
和利比亞使館遭襲，駐利比亞大使身亡
的消息。消息傳到美國，引起華盛頓官
員的極度震驚。美國近年致力「支援」
中東，揚言要讓中東走向「民主和繁
榮」，但結果卻令人眼鏡大跌。一波又
一波針對美國外交人員和機構的襲擊，

顯示美國的中東策略激發了伊斯蘭國家
的反美情緒。

伊斯蘭國家已極度不滿
美國駐利比亞大使曾經致力參與「利

比亞變革」，成功推翻卡扎菲後，自己
卻遇襲身亡，事件讓美國人不得不為此
進行深層次反思。奧巴馬命令美國駐世
界各地外交機構加強安全防範，並要求
各國政府為美國人提供更好的安全保
衛，還警告美國外交人員要加倍小心。
希拉里發表聲明說，向遇害人員的家庭
和受傷的人表達「哀悼與祈禱」。埃及
和利比亞的反美事件，引發了民主和共
和兩黨政客展開新的口水戰，卻絲毫看
不到有深刻檢討「強權外交」的誠意。
不痛不癢、隨我所需的「分析」無助

找到遇襲原因，口水戰也不能消滅中東
的「反美怒潮」。 「9．11」事件後，美
國傾全國力量開展全方位的反恐行動，
但實質卻是借反恐「教訓」、清除不聽
話政府。美軍在海外的犯罪頻頻發生，
但涉案者總是逍遙法外。美國宣傳的是
人權、民主，但總是肆無忌憚地羞辱穆
斯林國家。美駐埃及和利比亞使館遭襲
的現實在提醒美國，中東及伊斯蘭國家
已經對美國的「強權外交」表示極度不

滿。

79%埃及人不喜歡美國
美國《時代》周刊近期載文認為，華

盛頓應該從使館遇襲事件中得到教訓。
使館遇襲是阿拉伯權力爭奪的產物，班
加西、開羅和薩那使領館前出現的反美
示威，標誌 美國扶持的埃及政權極其
脆弱；「後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搖搖
欲墜。埃及等中東國家武裝組織可以自
由開展行動，美國扶持的傀儡政權和軍
隊只不過是一件華麗的外衣，好看而不
中用。媒體最新調查發現，中東國家民
眾普遍對美國表示反感，其中79%的埃
及人不喜歡美國；華盛頓在幾個主要穆
斯林國家的支持率比2008年還要低。另
外，有超過76%的美國年輕人反對繼續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駐軍。美國皮尤公司
的民調亦顯示，民眾認為穆斯林受到了
不公正待遇。
尊重不同國家宗教和文明、放棄「強

權外交」、平等待人，應該是美國人必
須檢討和反省的議題。要避免「9．11」
事件、利比亞大使遇襲事件不會重演，
必須防止單邊外交和極端主義，努力實
現宗教信仰之間的相互寬容與和平共
處。

華盛頓必須檢討「強權外交」

美國，又迎來4年一次的總統大選。
上個輪迴，美國華爾街危機使世界飽受

創傷，也警醒了寅吃卯糧的美國人。所
以，美國人放棄了高貴的第一夫人希拉里
和曾經的越戰英雄麥凱恩，而選擇了一位
名不見經傳的黑人小子奧巴馬。美國人求
變的決心可見一斑。
但美國經濟還沒有真正復甦，美國人還

看不到繁榮時代的願景。美國兩黨政治的
特性又決定了共和黨只會緊盯奧巴馬的軟
肋硬傷猛烈攻擊，以奪回白宮權力寶座。
在大選的關鍵時期，本可算作奧巴馬政績
的「阿拉伯之春」和重返亞洲「巧實力」
佈局反而成了大麻煩。
從突尼斯到埃及，從也門到敘利亞，阿

拉伯世界掀起街頭民主運動。美國視為死
敵的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被美歐支持
下的反對派殺死，敘利亞的巴沙爾政權也
岌岌可危。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曾讓美
國狂喜，小布什發動戰爭未達到的「大中
東計劃」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實現了。但是
一部粗製濫造的侮辱伊斯蘭先知的美國電
影，打破了美國人的意識形態幻象，美國
支持的民主利比亞卻發生了讓美國人震驚
的暴力事件，該國駐利比亞大使遇難。隨
後，針對美國的抗議在整個中東地區延
燒，甚至禍及整個西方世界。

「阿拉伯之春」迷惑了奧巴馬
這意味 ，從來就沒有什麼「阿拉伯之

春」，只有文明的衝突。可以說，美國對
「阿拉伯之春」是意識形態的誤判。若沒
有美國電影對伊斯蘭世界的刺激，敘利亞
問題的解決，或會拷貝利比亞模式。解決
了利比亞，伊朗可能就是下一個。現在美
國不得不反思，敘利亞問題並非那麼簡

單，而且將美國逼到了難以抉擇的十字路
口。
更糟糕的是，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前

提，是奧巴馬政府認為美國的中東困擾已
經化解。現在，中東地區變得複雜起來，
美國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財力甚至兵
力重返這一地區。這也說明，美國重返亞
洲的戰略佈局建立在錯誤的判斷之上，而
且面臨 中東地區的掣肘，在亞洲的「巧
實力」事實上變成了弄巧成拙。
即使是在東亞地區，雖然相關國家確

實對美有強烈的向心力，尤其是日本和
菲越等和中國有島嶼衝突的國家。但亞
太區域的地緣政治形勢也朝 美國不願
看到的失衡劣勢發展。中日釣魚島衝突
愈演愈烈，大有一觸即發擦槍走火之
勢。因此，美國防長帕內塔不得不到中
日兩國游說調停，雖然美國務院和國防
部堅持釣魚島衝突適用於美日安保條
約，但帕內塔釋放的信息是「不持立
場」。美國希望以亞制華給中國以地緣圍
堵的壓迫，但也不希望搞到局勢失控，
即如中日之間的針鋒相對那般。否則，
美國將處於難以抉擇的難堪境地。
在中東，美國顯得太樂觀，太高估西方

意識形態對中東地區的吸引力；在東亞，
美國顯得很急切，鼓動亞洲國家對中國的
壓逼又過於草率。因此，美國在中東收穫
的是恐怖襲擊亂局的重來，在東亞面臨的
是難以控制的地緣危情局勢。
看奧巴馬和羅姆尼的激烈選戰，中國成

為兩黨集中的批駁靶子，凸顯美國政府的
現實焦慮情緒。目前觀之，奧巴馬的勝算
要稍大一些。再給奧巴馬一個任期，他恐
怕也靜不下心來搞內政，前一個任期的兩
大誤判會耗費掉他不少的政治成本。

國民教育方案、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第三階
段諮詢，在前幾年都沒有遭受到反對，但到
了梁振英接手執行這些計劃時，突然遭到了
反對派的全面否定，提出了所謂「擱置」的
鬥爭目標。反對派當初不反對，現在發難，
這完全是置社會利益於不顧。擱置東北發展
令未來十年開拓土地儲備的計劃胎死腹中，
直接推高樓價，對七百萬人改善經濟和民生
絕對沒有好處。反對派當初說要維護香港人
的居住權益，現在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
彎，可以說是自打嘴巴。
反對派吸收了公民黨在三大官司出賣香港

人利益，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的教訓，現在
變得狡猾得多了，他們自己躲在幕後，採用
了操縱所謂「關注組」的方式進行鬥爭，只有
公民黨、人民力量的新界東立法會議員站出
來表示反對，他們並且攻擊這是一個「割地賣
港」的計劃，是一個把香港變成「香圳港」的
陰謀，這些指控是子虛烏有，荒謬絕倫的。

擱置東北發展 反對派自打嘴巴
他們的攻擊有兩個論點：第一、公屋和居

屋的比例偏低，增加豪宅區和商業區，只是
為了讓內地富豪得益。
第二、規劃的土地的教育用地面積，是為

了建立「雙非」跨境上學兒童的學校，完全
是為內地人謀取利益，把新界東北變成了

「雙非的新市鎮」。這些論點都是無中生有。
總面積達787公頃的古洞北、粉嶺北和坪輋/
打鼓嶺新發展區，扣除254公頃綠化帶後，
仍有533公頃土地可發展，當中只有167公頃
劃作住宅及鄉村式發展。公屋和居屋的用地
佔了百分之四十三。
公屋和居屋的申請條件，必須是在香港特

區居住滿七年的永久居民，反對派以諮詢文
件「沒有列明港人港地的規限」進行攻擊，
完全是無中生有。大家都知道，天水圍和屯
門大量興建公屋，區內並沒有創造大量就業
職位，造成了天水圍和屯門的居民貧困化，
領取綜援的人口比例偏高，變成了悲情城
市。廣大居民期望特區政府在未來的新市鎮
中加入商業用地和私營物業，這樣就創造了
大量就業，讓公屋和居屋的居民可以在當地
就業，減輕了交通負擔。把發展地區經濟和
房屋計劃一併來考慮，是完全符合民意要求
的，是有利於經濟民生的。反對派關於私營
物業是為了內地大富豪而興建的說法，完全
沒有事實根據。現在不少香港的大富翁和中
產階級，都住在綠化條件比較好的新界北部
和新界東部。難道香港的中產階級沒有權利
享受新界東北的綠化環境？
對新界東北未來的人口只安排十五萬人，

同新界東北的山地較多，興建公路和鐵路的
成本高昂很有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只能

興建十層高的低密度住宅，減輕了人口的負
荷。有人說：「現在的村屋，周圍都是農地
和果樹，已經是低密度，為什麼要拆了我們
的低密度房屋，興建另一種低密度房屋。」
這完全是歪曲了東北計劃。十層高的大廈模
式建築物，怎麼能夠和被田野和農田包圍的
村屋相提並論？新市鎮的低密度住宅，容納
的人口，比現在的鄉村屋宇高得多。如果要
興建高密度的三十層以上的住宅樓宇，那麼
就要首先開山劈石，興建大量的公路和鐵
路，開發的成本就大得多，增加土地儲備的
周期將會大大推後。開發成本的大幅度上
升，也將會推高樓價成本，對壓抑樓價不
利。

反對理由莫須有 志在打擊政府
關於教育用地的問題，目前，除了中文大

學、嶺南大學之外，不少大學的校舍都在市
區，不敷應用，以城市大學、浸會大學和香
港大學為例，大學的校舍和宿舍的樓面價值
為兩萬元一呎，這就大大增加了辦學成本。
本港大學的學位需要增加，滿足港人需要，
低成本的方法，就是大學搬遷到新界東北，
降低辦學成本。大學的校舍擴充到新界東北
之後，將會有大量的科學研究活動，也有大
量教師和學生在那裡消費，直接為社區的公
屋人口提供大量就業機會。至於國際學校和

私立醫院，也可以搬到新界東北，協助香港
教育產業和醫療產業以較低的成本發展。住
在深圳的跨境上學學童，他們都是香港的永
久居民，反對派有什麼道理要剝奪他們在香
港接受教育的權利？他們這種做法完全違反
了人權。如果香港的永久居民有這種需要，
作為政府，撥出一部分土地，增加學校，也
是應有之義。新界東北增加學校，首先受惠
的就是住在上水和粉嶺的香港居民子女，他
們今後不需要再跨區上學。
反對派現在反對的理由，都是莫須有，他

們的真正目的是要癱瘓特區政府施政，不讓
梁振英為香港人的利益做任何事情。所以羅
織了不少罪名，進行攻擊。大家都知道，這
一次諮詢活動，就是要吸納各方面的意見，
使新界東北十年之後的新市鎮建設，更加符
合港人的需要。如果人民力量和公民黨還有
一點為居民服務的誠意，就應該提出可行、
有建設性的規劃建議，例如道路不足，怎樣
增加道路？可使用的土地不足，怎樣擴大公
屋和居屋的土地來源？怎樣安排新界的農戶
和非原居民原區安置？怎樣安排低收入的新
界東北居民增加就業機會，提高工資收入水
平。他們不提建議，只企圖扼殺，「有破壞
無建設」的立法會議員，是最糟糕的議員，
擱置派議員是損害香港居民利益的立法會議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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擱置東北發展損港利益 反對派圖癱瘓施政

緊接 反國教運動之後，反新界
東北發展又成了反對派另一個主戰
場。

地產商佔有大量新界農地
反新界東北發展的支持者，是一

個很複雜的群體，其中包括反中
共、反港深一體化的人，也包括反
梁振英的人，包括居住在發展區內
不想搬走的人；當然，居住在發展
區可以搬走但想尋求更高賠償額的
人，也會加入反對陣營以叫高價
格；此外，還有沒出面，但可能在
背後推動發功的地產商及對任何發
展都反對的所謂環保分子，而環保
分子的背後，也可能與地產商有千
絲萬縷的關係。
香港樓價為什麼貴？土地發展不

足是一個主要原因。土地發展不足
是因為新界保留了大量的所謂農
地，而這些農地實際上是已荒廢了

的土地或已變成貨櫃場、廢鐵廠、
廢物回收場⋯⋯
但是，要開發這些土地並不容

易。因為這些土地多不屬於香港特
區政府所擁有，這些土地屬於地產
商，屬於新界原居民及少量非原居
民所有。
多年來，地產商通過補地價，把

他們在新界擁有的土地一幅幅地慢
慢開發，變成新的住宅區，開發的
速度由地產商決定。當然，補地價
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如果政府
官員在補地價的談判中寬鬆一點，
談判就容易有結果，地產商就會加
快建高樓，一方面為香港居民提供
住宅，另一方面為自己賺大錢。過
去許多年，香港好些地產商只靠補
地價改變土地用途而興建房屋，而
不是在土地拍賣場高價買地。在土
地拍賣場高價買地的風險較高，相
反通過長時間靜靜收購不值錢的農

地，累積土地儲備而開發，肯定可
以賺更多錢。

供應短缺樓價易升難跌
可是近幾年來，「地產霸權」一

詞流行起來，負責補地價談判的政
府官員深怕自己被套上「官商勾結」
的大帽子，在談判過程中寸步不
讓，補地價的談判遂經常不成功。
對地產商而言，補地價談判不成功
不是大問題，因為補地價不成功，
表示土地供應將持續短缺，土地短
缺，樓價易升難降。

政府應將反對者分開處理
多年前，香港有一批人反對維港

填海。後來，有一份周刊揭發反維
港填海的主持人是一名律師，他的
律師事務所與香港某大地產公司關
係密切，是主要的生意夥伴。該周
刊懷疑是地產公司通過提供生意來
鼓勵該律師反對維港填海。
如果說之前的反國教是單純的政

治運動，目前的反新界東北開發就
不是單純的政治運動，而是一個很
複雜的群體，並涉及龐大的金錢利
益。日前的諮詢大會上，反對新界
東北發展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發生劇
烈對峙。政府有必要分清楚各種各
樣的反對聲音來自何方，也許政府
有必要再舉辦諮詢，把不同的反對
者分開，把住在區裡的人、區內土
地擁有者、與區外的反對者分開處
理，分開諮詢。

分別應對新界東北發展反對者

徐　庶

曾淵滄博士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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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發表署名評論
文章，現譯載如下：
最近因為水貨客問題在上水港鐵站引發

了一些衝突，致使特區政府高層要研擬對
策，並表示要出面干預。筆者認為，特區
政府出面干預雖有必要，但應該是 眼於
疏導而不是堵截。
1、水貨客問題日益突出的根本原因是

內地經濟快速發展，民眾的消費水平明
顯提高。水貨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現
在的水貨與過去的水貨不是一回事：過
去水貨多為中高檔消費品，特別是內地
要徵收高額關稅的奢侈品以及內地不能
生產的工業製成品。例如，內地改革開
放初期，普通的電子手錶內地都不能生
產，可能是重要的水貨。現在水貨多是
嬰幼兒用品、日用化工品、食品等一般
性的日用消費品。有人說現在的水貨問
題主要是內地食品安全問題帶來的，這
是只看到了表象沒有看到實質。試問如
果內地還如改革開放前一樣生活水平低
下連吃飽穿暖都成問題，誰還有心思去
考慮食品、日用品和服裝的質量問題，
如何有能力購買從香港買過去的日用消
費品？實際上，現在內地的消費者不單
是到香港購物，世界各地哪裡不是成群
結隊的中國內地遊客大包小包地買東
西？因此，除非中國經濟崩潰，民眾的
消費能力極大地下降，否則水貨客問題
是無論如何堵不住的。如果特區政府在
上水圍追堵截水貨客，他們就會化整為
零擴散到全港各個交通樞紐，因此除了
提高一點水貨客的交易成本，並不能解
決什麼問題。
2、水貨客問題日益突出的基本前提是

內地日益開放，民眾出入境日益自由。正
如此間媒體廣泛報道的，過去水貨客多是

香港居民，甚至是一部分香港居民的生存
手段，加之貨物流量也沒有現在多，因此
大家並不太在意。現在水貨客多為內地居
民，不但貨物流量大，而且這些水貨客的
言行舉止可能也不甚文明，不但傷及部分
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也衝擊了他們的價
值觀，遂使矛盾更加激化。於是乎此間輿
論就呼籲內地（尤其是深圳）懲罰水貨
客，並且不問內地有沒有這樣的法律法
規，也不問水貨客是否違反了香港的法律
法規。
實際上，隨 內地越來越開放，以及

內地民眾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強，內地當
局越來越難以用行政的手段限制民眾包
括自由出入境權利在內的公民基本權
利。而且，現在如果已經賦予了公民某
項權利，內地當局即使有心想收回來也
是辦不到的，因為這將會引起民眾的強
烈反彈。筆者認為，鑒於這個原因，即
使諸如應特區政府的要求而暫緩推出的
擴大「一簽多行」，也是不可能無限期拖
延的。這並不是內地當局對香港有什麼
政治企圖，而是內地民眾希望擴大出境
的自由，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
雖然實行「一國兩制」，但內地出入境管
理部門長期為內地居民前往香港旅遊觀
光購物設置一些人為的障礙畢竟不是得
民心之舉。
鑒於上述兩個原因，筆者認為，即使今

後內地有關職能部門應香港特區政府的強
烈要求而對水貨客採取一些限制措施，也
只會是臨時性的措施而不可能是長期的政
策。因此，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形勢下特區
政府還是 眼於疏導，為這種並不非法的
活動提供更多的幫助，既盡量減少對部分
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擾，又方便有關商家銷
售和內地民眾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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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新界東北發展的支持者是一個

複雜的群體，既有出於政治考慮

的，也有為了千絲萬縷的經濟利

益。為了減少發展的阻力，政府有

必要分清楚各種各樣的反對聲音來

自何方，有必要再舉辦更多的諮

詢，把不同的反對者分開諮詢、分

開處理。

■曾淵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