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用一句話來評說：美國人愛槍甚於愛命！一點也不過分。
這種現象不只是從日前在康涅狄格州的市鎮發生一名二十四歲青年用槍

殺死二十名六、七歲的學童後強烈看到的問題。事發後美總統奧巴馬立即
發聲明表示深切悲痛，要全美家長攬緊他們的孩子，給他們安全感，要痛
惜孩子，使他們無災無難，不要讓這事再發生。隨後二十名幼孩加上六名
大人舉喪時，奧巴馬還發表悼言，也是一片悲天憐人的言語，也說不想再
看到這種無辜生命受殺害的情況，可就是沒一句說要禁槍。小孩們在他們
上課時眼見槍手瞄準自己開槍，而且還是多槍致命，是人都會立即感到要
立即禁槍。可是奧巴馬一句話也沒提到槍，更不曾說要立法禁槍。此刻不
說，為甚麼﹖要禁槍也只有權位最高的國家元首有權有辦法可做得到。為
甚麼總統不去做，而且過去也有數不盡類似的慘劇，總統也同樣表示同情
和痛心，可就是不提禁槍，到底有甚麼難處？除了說美國人愛槍多過愛他
們的命，沒有更貼切的說法了。

美國槍禍連連
如果說無辜小孩被槍殺，不足以促使美國政府禁槍，大家不要忘記，美

國史上總統被兇手近距離遠距離開槍射殺身亡的，遠的有著名總統林肯，
他在進劇院時被兇徒用手槍近距離射殺。上世紀的六十年代，約翰肯尼迪
和其弟羅拔肯尼迪，都被槍殺。哥哥在德薩斯州高速公路上以時速八十公
里的車上，被槍手遠距離用足配套的高性能大槍一槍射中其額頭，當場要
了他的命，他左邊有太太右邊有州長陪坐，倒不下去，頭卻低下來，太太
和州長還沒及時發覺，可見兇徒的射擊身手有多高強！更不可思議的是疑
兇被捕後在出庭聽審的法庭大廈路上，在路邊圍觀人群中突有一人趨前舉
槍在握手距離內將兇嫌射殺，真是光天化日、眾目聚焦下，看㠥人殺人，
更諷刺的是，美國一向講人道，又說怕暴力血腥，偏是血腥場面當眾用真
人真命上演。還更荒唐的是肯尼迪被殺、連串發生的案中案，不但嫌兇被
殺，調查下去，發現黑手黨涉事其中，就在目標人物被鎖定，被命令出庭
調查前也告失㢁或被槍殺，多可怕！一個號稱世界上最講法治最講民主的
國家，就是人命如此難保，還發生在總統身上。

羅拔肯尼迪之死則發生在他參選總統的競選握手人群中，也是被人近距
離開槍射殺。之後，肯家三弟愛德華肯尼迪原本也想競選總統，但被人勸
止，因為估計他也會命難保。他心有不甘，轉而發動禁槍，就是寸步難
行，因為國會兩院過不了關。

六十年代如此不幸，到了八十年代里根總統也被槍徒槍擊，但只受傷，
沒送命。

大家不要以為槍殺事件只是因為總統和小孩被殺，極具新聞轟動效應，
因此才天下驚聞，平日不會有那麼多開槍殺人事件吧！？

不說不知道，事情剛好相反，因為平日被槍殺槍傷的普通美國人太多太
濫了，已不是新聞，只有無辜天真小孩太可憐才掀起新聞潮，只有總統身
繫國家安全也才惹起關注。其他一切閒雜人等，住在幾個高犯罪率的大城
市，例如底特律、芝加哥、三藩市、紐約、休斯敦等，人人懷槍，個個準
備被人殺和殺人。而且往往發生在青少年之間互相射殺。筆者曾在美國親
身體會到這種危險，有一次駕車路過芝加哥城市準備找汽車酒店過夜，才
進詢問處，便見登記㟜設在鐵窗裡頭，只開一個正方不到一本書闊度的窗
口，上面寫㠥「這裡裝上防彈設備」，一見便知這裡會發生什麼！於是掉頭

便走，連夜開車遠離芝加哥。甚至在高速公路上，也常見長途貨櫃車司機座位車門寫
上：「司機有槍！」或寫上「司機身上沒現鈔！」至於路邊的時速告示牌或路標牌，被
槍擊到面目全非的也很常見。還有一次和一位美國白人朋友出門同遊，他一上車便將三
把手槍分頭放在左右兩邊，還有一把放在座椅下。問他有無如此緊張？他答道：「隨時
隨地！」我幾乎要下車不敢奉陪，但他沒察覺我形色，早已開車出發；更有一次，鄰居
搬來一對老夫妻，是從紐約退休來的警員。一天夫婦邀我到他們的家作客，還沒坐定，
他問我懂不懂得「空手道」？我才舉手作勢要空手砍他的頸，但他早在他座位的㟜下拔
槍指向我，還怕我沒看見，要我看他手上的槍！意思說，若當真打架，空手道早就送
命！

美國人愛槍不愛命源於國情
說了這麼多美國人愛槍不愛命的事，大家也許會問為什麼美國不禁槍？其中有什麼因

由？大家有所不知，美國這個國家的開國歷史，早年是十三州獨立建國和英帝國開戰
過，那是暴力的開始，後來十三州建立邦聯繼續往內陸擴張，不斷用血腥殘殺手段去消
滅印第安人，當時土地大，人少，政府軍要用大面積土地保護這群無法無天搶劫掠奪新
大陸的新移民，沒法周全，便在221年前的憲法修正案第二條寫明：「一位有良好紀律的
民兵，正因一個自由國度有安全的必要，有權擁有和攜帶武器，不能被阻止！」這條是
憲法制訂後的修正條文，說明建國後，不斷在北美擴張領土，不斷追殺印第安人和彼此
爭奪地盤的鬥爭，早已造成人人
荷槍殺人的習慣，而且認定這是
人生而帶來的安全自理的權利，
不能被剝奪。之後的二百多年，
全國的槍械組織早已發展到百萬
個之多，他們堅持持槍的人權自
由，牢不可破，再加上美國經過
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力崛起到全
球之最，不但武器之多，殺傷力
之大（如投在廣島和長崎的兩枚
原子彈）已是史無前例，今天的
美國已將自己利益建築在全球每
個角落，單是要控制這些利益，
只能是嫌不夠，不會嫌太多。處
在如此國情下，美國會禁槍？做
夢而已，反正美國建國的口號
是：美國夢（American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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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報告提出處理「一國」和「兩制」關係的原
則之一，是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
相結合。我個人體會，所謂堅持「一國」原則主要是
兩句話：一是尊重、維護中央政府由於擁有對香港的
主權，而享有對香港的憲制性管治權；二是香港特區
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政府的法定授權。

鄧小平所講兩個不變
所謂尊重「兩制」差異也主要是鄧小平講的「兩個

不改變」：一是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改變，二
是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改變。這兩者長期共
存、求同存異、互相借鑑、共同發展。這些話蘊涵於

基本法的立法理念中，多年來也一再被國家領導人和
香港許多有識之士所闡發。

主權和治權歷來不可完全分割。當年中英關於香港
問題談判時，英人就曾有過「以主權換治權」（香港主
權還給中國，英國保留對港治權）的企圖，遭到了鄧
小平先生的嚴詞拒絕。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在治權方
面，中央和香港特區都有份。

香港大學法學院學者們編寫的《香港法概論》指
出，中央政府對港管治權不止外交國防，而是擁有10
大權力；近來再讀被港人譽為「4大護法使者」之一的
蕭蔚雲前輩的《香港基本法講座》（香港文匯出版社編
印），他認為，中央政府對港權力也不止外交國防，而

是擁有如下7大權力：
一、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
二、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
三、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這是一種國家主權

的體現，是行使國家主權與高度自治的結合。
四、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某些事項須報中央備案。香

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同時，通過備案的方
式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

五、有些重要政治經濟事項須經中央授權、許可或
批准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才能實施。因為這些事項

「涉及國家統一、主權和安全問題」。
六、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
七、在特定情況下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施。

中央須保持某些權力
鄧小平先生說過：「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

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
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基本法要
照顧到這些方面。」

我此篇短文純粹是學習鄧小平、習近平等領導人講
話和基本法之後的一點感想，沒有任何透露甚麼新訊
息的用意，甚至可以說是舊調重彈。

（本文轉載自2012年12月24日《新報》）

準確理解「一國兩制」及基本法

近年由於外圍經濟不明朗以及信貸收緊等因素，令本地中小企
面對不少經營困難。日前，立法會討論如何改善「中小企融資擔
保計劃」，以扶持本地中小企。但我認為，應該擴大思考範圍，㠥
眼於為中小企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我最近與工程業界、科技業
界的朋友交流對本港科技發展和產業政策的意見，其中包括一些
來自中小企的朋友，讓我了解到他們的一些訴求和聲音。究竟，
政府對於本地中小企，應該有甚麼扶持政策呢？

優化採購政策和投標機制
首先，政府應該從本身做起，優化其採購政策和投標機制，令

本地更多中小企受惠。以政府採購為例，當局一直聲稱，香港作
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已加入WTO《政府採購協
定》，政府在採購貨品和服務時，必須向本地和外地供應商提
供一個公開及公平的競爭環境。政府應參考其他地區包括
WTO成員的相關經驗，為鼓勵本地科技的發展，帶頭應用本
地研發的科技產品，令中小企可以利用香港本土市場作為產品試
點。至於投標機制，政府的投標要求往往不利於中小企，業界朋
友對此有很強烈的意見。當局應完善目前的投標機制及合約條
文，倡導良性競爭，包括適度分拆工程項目，顧及大中小企業的
發展需要，讓本地工程、科技專才和產業界得到更多參與和發揮
的機會。

其次，政府應以實質的經濟誘因，鼓勵中小企參與研發，藉此
提升它們的競爭力，進而推動產業創新。政府近年推出「投資研

發現金回贈計劃」，為企業在兩
類應用研發項目的投資提供相
等於其投資額30%的現金回
贈，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有助
於鼓勵企業投放資源於高增值
的產品研發及建造品牌的工作
上。然而，上述計劃只限於兩
類研發項目，包括獲創新及科
技基金資助的項目，以及由公
司全費贊助並與指定本地科研
機構合作的項目。為了令更多
中小企積極參與研發，不但需
擴大上述計劃的適用範圍，而
且應該為企業提供更大的經濟誘因。例如，政府可以考慮推出研
發、設計及營造品牌開支享二倍甚至三倍的稅務抵扣優惠，這樣
做可謂一舉數得：既符合市場導向和效益導向的原則，企業盈利
愈高，稅務優惠的得益愈大；又適用於所有企業，政府不會被指
偏幫個別行業；也有助於促進大學和研究中心與業界緊密合作，
將更多科研成果商品化、商品產業化，令中小企更有動力去從事
具備商業價值的研發、設計及建造品牌工作。

積極支持中小企拓展市場
此外，政府應該更加積極支持中小企拓展市場，尤其支援它們

在內地發展。近年來，相當多香港的中小企和專業人士前往內地
發展，卻碰到不少疑難甚至糾紛，十分需要有系統和全面的支援
和協助，亦需要適當的融資安排。目前，香港設有四個駐內地的
辦事處，分別位於北京、上海、成都和廣州。業界朋友認為，政
府應該加強這些駐內地辦事處的職能，相應在內地不同地域成立
中小企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配套資源和服務設施，協助中小企
於內地開展業務，包括註冊行政諮詢、法律諮詢、有關內地業務
拓展的融資諮詢等。亦應配合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提供技術諮詢和
顧問服務，鼓勵以創新和科技去提升競爭力，並配合香港貿易發
展局推廣香港品牌和建立合作伙伴網絡，令香港中小企可以擺脫
在內地單打獨鬥、孤立無援的困境。

香港中小企對於推動本地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成績是有目共
睹的。特區政府應該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制訂相應政策，扶助中
小企，令公共政策和資源可以為中小企營造有利環境，給中小企
更好的發展商機。

扶持本地中小企 政府責無旁貸

郝鐵川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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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國

本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梁振英先生時所發表的講話，一方面強調十八大報告提出關

於港澳工作的大政方針與中央長期以來對港的方針一脈相承，絕無改變；另一方面指出關鍵

是要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尊重及維護《基本法》權威。我覺得習總書記的這段話體現

了他一以貫之的求真務實、實幹興邦的領導風格。香港社會是個多元社會，沒有多元，社會

就難有活力，但如果只有多元、沒有共識，社會就難免無序。香港多元社會中的共識就是基

本法，基本法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

香港中小企對於推動本地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

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特區政府應該發揮更積極的作

用，制訂相應政策，扶助中小企，令公共政策和資

源可以為中小企營造有利環境，給中小企更好的發

展商機。首先，政府應該從本身做起，優化其採購

政策和投標機制，令本地更多中小企受惠。其次，

政府應以實質的經濟誘因，鼓勵中小企參與研發，

藉此提升它們的競爭力，進而推動產業創新。此

外，政府應該更加積極支持中小企拓展市場，尤其

支援它們在內地發展。

■《基本法》體現香港多元社會的共識，是保持香港

繁榮穩定的基石。

■美國人有愛槍傳統，禁槍談何容易？

「法輪功」把台灣人的臉丟光了
台灣中華華夏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沈智慧博士22日在一個兩

岸學術論壇上發出深深的歎息：「法輪功」丟了台灣人的臉。
沈博士說，台灣民眾素有中華民族熱情待客的傳統，台灣各界
人士，即使政見不同，信仰各異，對於「法輪功」的做法頗不
以為然，以各種方式表示不滿與不屑，認為「法輪功」的所作
所為「丟了台灣人的臉」。

兩岸學者指「法輪功」成兩岸互相合作一大障礙
12月21－23日，上海台灣研究所、上海東亞研究所聯合舉辦

「兩岸民間互信」論壇，海峽兩岸30多位知名學者就兩岸民間
互信現狀、增進互信路徑等暢所欲言、深入交流研討。

與會學者有台灣真理大學宗教系主任張家麟教授，台灣中華
華夏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沈智慧博士，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中心湯紹成教授，台灣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宗教系主任劉
國威教授，台灣苗栗縣南莊鄉獅善勸化堂董事長黃錦源，以及
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上海台灣研究所副所長倪永傑，
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張新鷹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
人文學院執行院長任定成教授等。

與會學者一致認為：目前兩岸關係發生歷史性的深刻變化，
和平發展已成為兩岸主流民意，獲得台灣同胞熱忱歡迎。但兩
岸互信仍然不足，遭遇各種非正常因素干擾。比如，大陸赴台
交流團組以及陸客、陸生、陸資、陸媒、陸配等在台期間，時
常遭遇「法輪功」人員的無理糾纏取鬧、滋擾，影響了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鞏固及深化，理應引起台灣當局有關方面的高度關
切。

呼籲台灣當局以維護島內民眾利益為重
依法管束「法輪功」

與會台灣學者認為，「法輪功」雖然活動頻繁，但根本代表
不了台灣島內社會主流。有學者質疑有些「法輪功」滋事者是
拿㠥薪水辦事。

目前台灣當局無視「法輪功」對民眾的危害，對「法輪功」
的法律監管失之無規範，導致台灣「法輪功」成為近十年來島
內一大毒瘤怪胎，引起島內普通民眾極大反感。

台灣真理大學張家麟教授認為，不應迴避台灣和大陸之間確
實存在「法輪功」問題，台灣有關方面應該換位思考。還有學
者呼籲，應重視大陸方面的關切，通過海基會或者其他更多的
渠道，採取適當方式，讓台灣的真實全貌展現給大陸民眾，而
不是任由「法輪功」破壞島內形象。

創造性思維推動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
「歡迎大家到獅頭山來，我們這邊沒有『法輪功』！」台灣

勸化堂董事長黃錦源的開場白令全場為之一粲。和黃錦源董事
長一樣，來自台中慈惠堂的陳文田董事長也呼籲，在藉助兩岸
共同宗教基礎上，加強民間互信是一條重要渠道。

兩岸學者建議，兩岸雙方應充分認識增進兩岸民間互信的重
要性，激發兩岸民間活力，增進兩岸民間團體、機構及人員的
交流交往及合作，從總體上創造性地、積極地維護並持續發展
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良好局面，順應兩岸民意，確
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螺旋上升、不可逆轉。

(本文轉載自凱風網)

台灣學者歎息：「法輪功」把我們的臉丟光了！
淨　儒　銀　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