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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太戰略新舉動，在策略上與冷戰時期
對付前蘇聯有相似的一面，但最大不同之處有
三：一是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使
中美已形成相互依存、互有所求的關係，兩國
都難靠一己之力或組建集團同盟去解決自己和
世界的所有問題；二是冷戰時期是美蘇兩大
國、北約華約兩大集團、東西方兩大陣營在地
區和全球範圍的爭奪和對峙；三是美國應對朝
鮮、伊朗核問題等，需要中國的參與、調停和
協助。

兩國戰略變化與思維是前提

在美國一些精英看來，中國向世界開放、追
求發展強大，其進程實際上是向美國和西方

「看齊」，勢必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爭奪資源、能
源、市場和影響力，也勢必促使一些有利美國
和西方利益的國際秩序和規則必須改變。這種
思維在美國外交、軍事和戰略界中根深蒂固，
並居於主流，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和戰略意圖
憂心忡忡、深懷疑慮。去年11月，美國際與戰略
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邦尼．格拉澤（Bonnie
Glaser）就聲稱，「美國必須展示實力，定出底
線，就中國的行為設下界限框框」。

就中國而言，在經歷了30多年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正在全力建設小康社會，謀求民族復興，
堅持奉行獨立自主與和平、發展、合作的對外
政策。無論是實現近代「富國強兵」、當代「強
國夢」、「中國夢」，還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其
主要內涵就是，洗刷近代百年來受外國列強殖
民侵略的歷史恥辱，徹底改變落後窮困的社會
面貌，建成一個富強、文明、民主、統一的現

代化國家。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需要一個
和平穩定的地區與國際環境，長期奉行的和
平、發展與合作的對外戰略是穩定的，維護國
家獨立、主權、領土完整與安全的核心利益是
堅定的，不搞對抗、不稱霸的立場是真切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國力得到大大增強。
儘管如此，中國對外戰略追求的主要目標仍然是
發展、穩定、安全、統一和應有的尊重與相應的
國際地位，而不是挑戰美國謀求世界霸權。換言
之，中國對外戰略的目標有四個層面，即經濟發
展與政治、社會穩定；國家主權、安全、統一和
領土完整；和平穩定的亞太周邊地區環境與睦鄰
友好合作；參與國際事務與多邊合作，維護自身
的國際利益和提升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中美關係
是中國對外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國強調「五個
堅持」，冀望與美國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
的合作夥伴關係」和共同探索構建二十一世紀的

「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關係仍將經受磨練

奧巴馬第二任期將提名前參議員約翰．克里
接替希拉里出任新政府國務卿。儘管克里被認
為是「溫和派」、「務實派」和較為了解中國，
但他的對華態度和政策將取決和符合於美國的
國家利益。可以預料，克里會承襲奧巴馬--希拉
里的對華政策框架、要旨和經驗。中美之間有

共同的利益自不待言，但分歧和矛盾愈益鮮
明，無法規避和繞彎。在奧巴馬未來4年任期
內，中美關係仍會發生磕碰和出現起伏。

首先，面對經濟復甦的困境，奧巴馬實行貿易
保護主義傾向和做法非常明顯，中美經貿爭端會
首當其衝。美國還會就人民幣匯率問題指責中國

「操縱匯率」。針對美國續推「量化寬鬆」、大量
印發美鈔，中國會強烈要求美國確保中國在美資
產的安全、不受損害。其次，美國將繼續推進其

「重返亞太」和「再平衡」戰略，推動美主導的
《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軍
事上將反導防禦系統引入亞太、部署X-band和C-
band雷達、向盟國出售先進武器等，不可避免會
加劇相互的猜忌和不信任感。再次，兩國在經貿
領域關係惡化對兩國都不利。因而，美國會在人
權、民主、西藏、宗教與網絡自由等「軟問題」
上更嚴厲指責中國，拋出一些措施，干預中國內
部事務。中美雙方在這些問題上的爭執會突出。
此外，美國會在太空、網絡及通訊等新領域、新
議題上對中國施壓，「設門檻」、「定規矩」。最
後，雖然決定和影響中美關係好壞，主要取決於
雙邊關係上相互分歧矛盾與共同利益及合作有多
少的程度，但也受到「第三方因素」的影響。以
前是「台灣因素」，當前是中日釣魚島之爭等。
美國採取怎樣的態度和做法將直接影響雙邊關係
的好壞。

儘管如此，由於兩國關係從正常化至今經過
了30多年的碰撞、摩擦，已經形成首腦熱線、高
層互訪、戰略對話、聯委會、軍事交流等多種
方式和途徑的有效機制。中美在亞太與國際事
務上也離不開彼此的磋商與合作。因此，雙方
能夠通過及時對話、溝通、協商和談判，通過
彼此權衡利害得失以防止戰略與政策誤判來

「管控分歧」，使兩國關係保持基本穩定，避免失
控而導致發生全面的對抗和衝突。在確保兩國
關係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力求相互適應，並積
極探索和規劃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路線圖」。

（原載《鏡報》2013年2月號，本報有刪節。）

中美關係會向何處去

反國教分子藉反對國教成科而否定國教。他們對國教作
了許多歪曲和醜化，誤導了不少人。有些教育界人士受到
影響，對推行國教產生疑慮，甚至懷疑原已實行多年且行
之有效的國教方式、方法帶有洗腦性質，要重新檢視。

教育局被迫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之後，有
人主張將國民教育納入公民教育中，作為公民教育的一個
部分，亦有教育社團認為香港模式的德育、國民及公民教
育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公民素質的培養，包括相關知識、技
能、態度、價值和品格，並以公民價值為主軸，建基本地
社會共識和國際普世標準，根據學生的道德發展階段，逐
步引導他們學習多元價值，在不同的生活情景中作出道德
判斷，反思個人實踐，成為良好公民。

將國民教育「融入」公民教育中，莫非以後者取代前
者，今後大家只講公民教育，不提國民教育，這是否適
當？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有甚麼相同和相異之處？國教應
否以培養公民素質為主要目標，以公民價值為主軸？

探討這些問題，不妨首先界定國民與公民的含義。國民
指的是本國的人民。公民則指具有本國國籍，依照憲法或
法律規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由此觀之，國民教
育的主要範疇是有關本國的知識以及國人與國家的關係，
主要目標是增強國人對本國的認識和感情。公民教育的主
要範疇是有關公民的思想意識，包括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公民公德、公民的政治及社會參與等等。兩者的側重面不
同，但可以相互滲透。

香港回歸後，顯然公民教育有關國家部分的推介有所增
加，但在整體上則側重於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念的
推廣。部分學界人士 眼於香港的本土化和國際性，對香
港與內地同呼吸共命運的血肉關係，對「一國兩制」應以

「一國」為前提，對推行國民教育的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
認識不足。他們尊重「兩制」的差別，卻忽視「一國」的
原則。他們對公民教育寄予厚望，對國民教育卻感到疑
慮，他們雖然重視公民素質的培養，卻忽視了國民教育的

「國家」元素。
國民教育之所以堅持推行，除了因為九七年前港英推行

殖民地教育，港人（特別是青少年）的國家民族觀念有所
削弱，因而需要「迎頭趕上」之外，還鑑於祖國的崛起，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更趨密切，這是客觀現實，也是歷史潮
流。前者不能迴避，後者不可阻擋。

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可以並行不悖，彼此並不存在誰取
代誰的問題，只要處理得當，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近期各大媒體的關注焦點都是內地人搶奶粉、水貨
客攻陷本港各區、港嬰缺糧等報道，並再次把火頭扯
到與兩地矛盾進一步惡化作討論，將一個經濟利益議
題，演變為兩地矛盾問題。當中誰是誰非？政府應如
何妥善處理？

水貨客問題與貧窮問題有關

要探究解決水貨客問題，先要解構到底誰人當水貨
客？有調查指水貨客當中有內地人及港人，港人比例
更高達六成，即是當中四成是以自由行或一簽多行出
入境的內地人。而港人水貨客當中不少是貧窮長者、
失業青年及低收入人士等，都是香港收入較低的基
層。從人性角度看，他們不是偷呃拐騙、殺人放火之
徒，只是一群靠自己的雙手及汗水辛勞去掙錢，沒什
麼不對。的確水貨客充斥上水等各火車站，導致當地

居民出入極度不便，也影響香港市容。但港人水貨客
問題反映出香港目前社會的核心問題：貧窮老人老無
所依、青年雙失難就業，上游能力差、就業人士收入
低追不上通脹等問題。試想想，有正常工作、收入穩
定的人又怎會一天走幾轉，提 沉重的貨品穿梭兩
地，為了幾十至百多元酬勞而奔波。

貧富懸殊一直是香港社會問題，香港社聯數據指本
港2012年上半年的貧窮人口達118萬7千人，較前年增
加3萬多人，即是6個港人中，就有一名窮人。長者貧
窮人口創10年新高，首次衝破30萬關口，達30.5萬
人，貧窮率為33%，即平均3個長者中，就有一人處於
貧窮狀態。而兒童的貧窮率為22%，青年及中年群組
貧窮率有改善，但仍有惡化趨勢。另外，在職貧窮人
口亦較前年增加1.5萬戶至20萬戶，當中一半家庭須供
養兒童及長者。而貧富差距亦創10年新高，高收入住

戶與低收入住戶的入息中位數相差3.6倍。雖然政府指
今年內會制定貧窮線，但沒有具體的扶貧措施，就算
有貧窮線也是毫無用處。解決問題要從根源入手，香
港政府要先解決老無所依，青年人教育及就業、居住
環境改善、公共醫療資源等問題，確確實實讓更多的
低收入港人能夠脫貧，改善生活環境，這才是解決香
港人當水貨客的關鍵。

限制自由行有違香港核心價值

解決內地人水貨客，不是撤銷一簽多行，限制自由
行來港就可以，香港零售服務業及旅遊業，若不是靠
內地旅客所帶動，早已難以經營。自由行實施快十
年，至今內地旅客為香港帶來逾萬億元收益、當中所
帶動的經濟收益巨大，增加多個行業的就業機會。旅
發局指出，2012年訪港旅客超過4,861萬人次，較2011
年上升16%，當中近3,500萬人次為內地旅客，比2011
年急增24%。若為阻止近4千萬內地旅客入境購物，或
水貨客搶購日常用品，而限制他們的出入境自由，撤
銷一簽多行，這不單影響香港自由市場的國際形象，
甚至打破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人權自由的核心價值，
這不是香港自由的大倒退嗎？

設邊境購物城三贏之舉

近日為解決本港部分地區出現的奶粉荒。有建議將
奶粉列為香港的法定儲備商品，這也是治標不治本之
法，法定儲備商品只能限制某些列入儲備名單的貨品
出境，就算今天將奶粉列入名單之中，解決了燃眉之
急，紓市民之憤，那麼明天難道又要將益力多、尿
片、金莎等日常生活用品一件一件列入法定儲備商品
中？其實奶粉荒最大元兇是奶粉供應商及各銷售商中
有不法商戶囤積居奇、抬價，甚至故意不賣給港人，
也有內地人五、六百元買罐奶粉。政府應再積極或用
法律手段迫使供應商加大供應及改善銷售手法，密切
監督各銷售商要依法銷售，必要時須殺一儆百，這樣
才能有效阻嚇不法商戶。

其實香港可參考外國做法，在邊境附近設立購物
城，相信這可收治本之效，甚至可考慮與新界東北
發展結合起來，一來可令鄰近地區興旺，也可在該
區創造更多就業；二來旅客可以在市區旅遊完畢，
在離港前在邊境購物城盡情購物，集中購買心儀貨
品，疏導市區過多旅客購物的情況；三來邊境購物
城可劃出特定區域予水貨客作交易集散地，到時水
貨客自然全都轉移陣地。試想若政府拍板，相信政
界、商界及坊間反對意見必定少，這是一個三贏之
法。

在邊境附近設立購物城，相信對奶粉水貨問題可收治本之效，甚

至可考慮與新界東北發展結合起來，一來可令鄰近地區興旺，在該

區創造更多就業；二來旅客可以在市區旅遊完畢，在離港前在邊境

購物城盡情購物，疏導市區過多旅客購物的情況；三來邊境購物城可劃出特定區域予水貨客

作交易集散地，到時水貨客自然全都轉移陣地，是一個三贏之法。

建邊境購物城 妙解水貨問題

中共十八大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發表
了《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文章，解
讀了認識和實踐《基本法》的要點，特別
是在這時刻對香港人和關心香港百業的人
很有發聾振聵、激濁揚清的作用。在這啟
發 下 ， 我 在 《 論 壇 》 發 表 了 學 習 心 得

（2012年12月8日）《滋滋及時雨 昭昭指路
燈》。此後不久，今年1月10日，張曉明春
雷初綻，在青年論壇上對香港青少年嘉言
勉勵，恍如在百川競流的濁水中劃出一條
正確的航道，導引 漫漶的思潮找到正確
的依歸。他向青少年指出要「識大勢、明
大義、講大局」，明確了方向，端正了態
度，闡清了承擔。這番講話是及時而且具
正能量的。隔了數天，全國人大常委會副
秘書長喬曉陽在深圳會見新一屆港區人大
代表時表示：中央非常關注香港青少年工
作，留意到香港青少年中有少數人對「中
國人」、「殖民統治歷史」、「國民教育」、

「祖國歷史和狀況」等等課題都認識不足甚
至誤解，因此呼籲人大代表要協同政府做
好對青少年的工作。張曉明和喬曉陽短時
期內發表了類似的重點談話，並不簡單，
必有涵義：說明了當今香港青少年問題和

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青少年要「識大勢明大義講大局」

我們國家一貫以來就非常重視青少年工
作，他們是社會建設中一支最敏感、最活
躍，也是很重要的力量。把青少年工作做
好，可以培養出人才，也可以為社會輸入正
能量，試看我們新一屆的中央以及基層的領
導者，不少是在人民群眾中歷經過考驗和具
有青少年工作經驗的良材，因此，他們都深
刻地認識到青少年工作的重要性和擁有青少
年工作的實戰經驗。

香港有些青少年看不到祖國的發展和成
績，以為美國可以統治世界，依附 美國就
可以穩坐在自由和人權的安樂椅上，昏昏然
不知天下大事，聽從 某些人的鼓動和催
眠，羽翼未豐的黃口小兒就跟 某些人的指
揮棒瞎嚷嚷，沒受過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政府
欺凌的青少年竟然揮舞 外國旗幟叫囂「鴉
片戰爭勝利萬歲」、在代表 中央政府的權
力機構門前焚燒國旗和 起外國旗。

回到港英年代是倒行逆施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香港曾經歷殖

民統治的老人尚有不少，請向他們一問港
英時代歲月如何；再遠一點，請看上世紀
三十年代我國被列強欺侮的日子，尊敬的
老舍先生曾經在英國倫敦生活過一段時
間，他以親身的體驗寫進《二馬》中去：

「普通的英國人全咧 嘴笑我們，因為我們
的陸海軍不成。⋯⋯我父親那一輩的中國
人是被外國人打怕了。」那時往中國傳教
的殖民統治掮客有這樣的心態：「中國人
不叫英國人管起來，這群黃臉黑頭髮的東
西，怎麼也升不了天堂！」現在香港這群
叫囂 要回到殖民地歲月的人，不就是和
這些掮客有 同樣語言？因此，愛國的知
識分子如老舍者就如此呼籲：「 中國人！
你們該睜開眼看一看了，到了該睜眼的時
候了！你們該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
時候了！—除非你們願意永遠當狗！」八
十多年前這位曾經被諾貝爾文學獎遴選委
員會看中了的大作家就曾這樣說過，這些
話到現在還應該在耳邊迴響。

與祖國同胞共同建設幸福家園

今日香港的青少年正應該用他們敏銳的觸
覺和旺盛的精力去高舉反帝反殖民反霸權的
大旗，和祖國同胞一起走上建設自己幸福前
途和家園的大道。我們是重道義的國家和民
族，一貫以來遵循 傳統的春秋大義，並不
以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之歿而失傳，中國人民
一貫堅持明辨是非、正邪、善惡和褒貶，清
楚認識敵友；一貫以來廣泛地團結絕大多數
的人民，正是：「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
民者必成」（《晏子春秋．內篇》），我們深信
正義的為民謀福祉的事業一定會勝利。

大音希聲 大成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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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台灣保釣船全家福號再度起航，攜媽祖像前
往宜蘭縣「治下」之釣魚島。期間，遭日艦攔截並
遭水炮攻擊，海巡署船艦所謂「奮力反擊」之餘，
卻警告不遠處的大陸海監船「不得進入中華民國領
海」，佔足了戲份。

台有關部門解釋，此舉是為了避免造成「兩岸共
同保釣」之印象， 實令人唏噓，不由得想起蔣公
那句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內」。此內，可有兩層，
小內與大內。小內，為台灣內部。其一，保釣在台
灣內部缺乏共識，特別在青年人群體中缺乏關注與
熱度，保釣主力仍是70、80年代活躍的熱血「青
年」。其二，國民黨內部缺乏強力整合，面對來自
綠營的壓力亦常自縛手腳，雖當局曾有「不惜一戰」
的高調表述，但象徵意味頗濃，鮮有應對政策與手
段。

大內，則是包含兩岸的大中華之內。去年以來，
隨 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保釣運動的主導權悄
然發生了轉移。大陸政府一改慣有的冷處理，以前
所未有之強硬姿態強勢介入釣魚島事端，大規模派
遣海監艦艇，甚至出動飛機巡航。相比之下，台灣
部分政客視大陸之舉動為「侵犯台灣主權」、「造成
台灣屬於中國之假象」而橫加抵制，台受制於「先
經後政」乃至「只經不政」緊箍咒，不敢同大陸合
作，以避免授人「親共賣台」之口實。同時，台日
美特殊之軍事合作（如情報交換）與微妙的三邊關
係使台灣成為保釣的潛在障礙，亦給大陸政府出了
難題：倘若大陸政府對釣魚島實際控制進一步增
強，是將控制權交予台政府、與台分享，還是如
何？2016年台灣若再次政權更迭，對大陸的釣魚島
控制持敵意態度，大陸又該如何避免將台灣推向日
本？釣魚島之殤，核心不在中日，而在兩岸。

20世紀30年代，國共內戰，中華不安，國土遭
蠶。終西安事變，國共二次合作，共拯國難。時過
境遷，兩岸隔閡，釣魚島落淚。內雖不安，攘外不
可言棄。何不換個思維，從互不干涉做起，逐步建
立保釣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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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會上各種雜音不少，有時確令青少年難以抉

擇審察，因此，政府和有關人士確實要認真負起青少

年導師的責任，做好青少年德育工作，不要和稀泥。

剛發表的《施政報告》中第「129」段「青年發展」中有200字的工作計劃，

希望能加以充實發揮認真實行，在青少年教育工作上取得主動，讓政府工作

更全面和進行得更順暢、有 更堅實廣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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