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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

美國利用絕

對的軍事和

經濟優勢，外交上到處煽風點火、挑撥離

間、獲取漁翁之利；經濟上不顧他國利益

讓美元貶值、「無限寬鬆」、實施貿易保

護；軍事上支持所有國家的反對派，充當

「世界警察」。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

專打別國主意，做「損人利己」勾當。然

而，無論美國經濟多麼富庶、軍事有多強

大，中情局、聯儲局、五角大樓有「通天

本事」，卻無法避免走向衰落。日本是被美

國魚肉最多的國家之一，但時至今日，卻

「師從」美國，到處煽風點火、無所不用其

極、唯恐天下不亂，盡幹「損人利己」的

勾當。

由美國帶頭，歐盟、英國、澳大利亞

等發達經濟體紛紛跟風「貨幣寬鬆」政

策，希望通過貨幣貶值刺激經濟。進入

2013年，安倍政府「青出於藍」、變本加

厲，很快推出比美國更大規模的「超寬

鬆」政策，計劃在兩年內將日本貨幣量

擴大一倍，到2014年底達到270萬億日

圓。事件使日圓迅速從每75日圓兌1美

元，貶值到目前的近100日圓兌1美元。

貨幣量擴大一倍後，日圓兌美元有望下

跌至每160日圓兌1美元。日本的做法已

經引起包括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烈不

滿。很明顯，東京政府是「師從」華盛

頓，又超過華盛頓。

企圖離間中俄毫無收穫

日本在《舊金山和約》生效61周年當

天，高調自欺欺人地舉行「主權恢復日」

紀念儀式。安倍雖然沒有參拜靖國神社，

但卻對參拜行為表達「崇敬之意」；近期

又拋出所謂的「侵略定義未定論」，引發世

界各國的強烈不滿。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

知道，安倍的祖師爺曾經用武力搶佔了中

國、朝鮮和東南亞等國領土。安倍在接受

美國傳媒採訪時，竟然顛倒黑白稱「要讓

中國明白，不能使用武力奪取別國領土」、

「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不能容忍日本領土

受到任何挑戰」。安倍顛倒黑白、賊喊捉賊

的狂言亂語，充分顯示東京的野心。

安倍近期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俄羅斯，

要和普京「建立相互信任的個人關係」，

「擴大和俄羅斯的經貿合作」。日本媒體充

分配合撰文煽動稱，「中國東北有1億人

口，已經湧入俄羅斯境內超過300萬，等於

俄境內當地人口600萬的一半；中國已計劃

進出鄂霍次克海以及北冰洋，將與俄羅斯

爭奪在該地區的制海權和資源開發權。」

企圖借此離間中俄，殊不知莫斯科完全不

買東京的賬，對俄羅斯和日本的「北方四

島」領土爭端，以「不能指望所有問題在

明天都能得到解決」作回應，凸顯安倍離

間中俄的動作毫無成果。

按照「套路」無限狂印鈔票

上世紀70年代，日本隨㠥汽車等行業的

革新，經濟迅速發展，產品快速進入美國

市場，外匯盈利猛增，是美國國債的主要

顧客。東京議員甚至狂言要買下整個美利

堅。華盛頓隨後使出絕招，聯合英、法、

德逼迫日本簽訂了《廣場協定》，迫使日圓

從每250日圓兌1美元，迅速升值至120日圓

兌1美元，使日本經濟受到毀滅性打擊。

2008年美國出現金融瘟疫後，汽車業一

籌莫展，通用的股票更加從200多美元1股

下跌至0.8美元1股，到達破產境地。華盛頓

隨後導演了一場「豐田存在嚴重質量問題」

大會戰，讓媒體故意誇大豐田汽車存在

「剎車質量」問題，羅列豐田的用戶遭受到

的巨大損失。國會山又上演了一場聲討豐

田汽車的大戰，傳令豐田總裁到美國國會

聽顧客對豐田剎車問題引起生命垂危的控

訴，控訴者一聲淚、一聲罵，現場全球直

播。最後迫使豐田召回大量汽車，導致日

本經濟再次遭受巨大打擊。

日本在吃了美國的幾次大虧後，現在竟

然向美國「偷師」，將經濟危機轉嫁他國。

美國近期連續推出四輪「量化寬鬆」後，

安倍按照師傅的「套路」，也針鋒相對來個

「無限寬鬆」、狂印鈔票，以獲得刺激經濟

復甦資金。「無限寬鬆」可降低美國對日

本外匯儲備的侵蝕，刺激出口，但引發的

全球「貨幣戰」，最終讓世界經濟慘遭株

連。

日本「師從」美國無所不用其極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有關

城市競爭力報告，香港在大中華地

區城市中「十一連冠」，但報告書一

方面報喜外，另一方面亦指出香港

經濟優勢增速放緩，報告書指出：

香港經濟高度依賴金融和房地產

業，但是土地供應不足導致租金高

企，樓價增長太快，經濟呈虛擬化

及泡沫化，阻礙中小企發展。即使

港府已經不斷採取措施，避免樓市

泡沫化，以免泡沫爆破時金融等各

行業產生骨牌效應，但要提升競爭

力，關鍵在於鞏固原有優勢外，再

找尋其他帶動發展的「火車頭」。

港失優勢要警誡

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沒有成功

地進行產業結構轉型，即使香港在

金融業表現不俗，但單靠傳統產業

難以拓展新增亮點，香港是成熟型

的市場體系，再上層樓並不容易，

又缺乏類似美國科網創新的經濟引

擎，推動經濟要靠新興市場帶來的

增長機遇。在港口物流業受到鄰近

貨櫃碼頭不斷挑戰下，香港港口物

流業的光輝將逐漸減退，我們預計

深圳快將超越香港。此外，如若我

們不能維持作為航空樞紐地位，我

們將會逐步喪失在地區的中心樞紐

角色。因此，在拓展機場事宜上，

我們應加快推動，否則，香港會再

失地區領導地位。

強化新興產業 拓展經濟亮點

如若香港不能有策略及有計劃地

拓展六大新興產業，我們新增經濟

實力將無可避免地落後於形勢。如

今社科院有關香港未來競爭力預

測，深明本港憂患，指出發展新興

產業的迫切需要。因此，在創新科

技、高等教育（特別國際化教育）、

安老醫療等項目，政府可銳意發

展，亦可與深圳政府合作在邊境以

至於深圳地區發展採用香港管理模

式的新興產業，為經濟注入新動

力，創造更多就業機遇，否則，香

港優勢漸失，難以提升競爭力，前

景更困難。

去年4月11日筆者在《文匯報》發表《正確理解中
聯辦在港職能》一文，認為民陣惡意圍攻「西環」，
叫囂「西環離場」有違「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
4月17日李柱銘在《明報》回應說，筆者的「正確理
解」一點也不正確。4月18日筆者在《文匯報》再回
應，並說明中聯辦不等於中央政府各部門，中央政府
及其各部門在港設立的機構是有區別的。

中聯辦不等於中央各部門

筆者以為此事當是「清光照毫髮，皎潔照群情」
（唐．李白《贈清漳明府侄聿》），在理論上已經解
決，但上星期三（5月15日），特區政府律政司發表聲
明，持與李柱銘和民陣相類的觀點，以為中聯辦是根
據香港《基本法》第22條設立的駐港機構，才知道不
但香港民間問題仍在，連特區政府的人士也有誤區，
才發現回歸16年誤區還相當廣泛而深入，竟然把中央
與中央各部門、把中央與中央各部門設立的機構等問
題混淆起來了，實在有「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
後世者」（宋．歐陽修《濮議序》）之嘆。
不少特區政府官員和市民至今不知道中央的範

疇，有人認為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有人認為是中央
政府，有人認為是國家主席，有人認為是中共中
央，有人認為是港澳小組，等等。其實在法律上，
中央是中央國家機構的簡稱。根據憲法的規定，中
國的中央國家機構有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
國家主席、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法院、最高檢
察院七個機構。
由於實行「一國兩制」，某些中央國家機構受法律

的限制，不再對香港特區行使權力，例如最高法院和
最高檢察院。但其餘的五個中央國家機構都是可以對
香港特區行使權力的。例如全國人大制定《基本
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發回條例，國家主席頒
佈《基本法》、接受行政長官述職，國務院總理接受
財政預決算備案、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中央軍委根
據《駐軍法》行使職權等等。
根據憲法的規定，全國人大設不同的委員會、國

務院設部、委、辦公室等，在法理上都可以稱為中
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部門一般也都可以對地方行
政區域的政府各相應部門行使在其職權範圍內的權
力。由於實行「一國兩制」，根據《基本法》第22條

第1款的規定，「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特區
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但如這樣就以為中央
各部門對香港特區無事可幹，也不對。中央各部門
雖沒有中央的權能，但都可以接受中央的委託處理
受託事項。
上文提到「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應當指出，不

等於中央政府本身，也不等於中聯辦，不能把中央和
中央各部門等同起來。中央政府有權任命行政長官和
主要官員，當然就有權向被任命者過問香港的總體及
其各部門的事務，包括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把基本法
規定的「獨立的司法權」擴展到「獨立的行政權」是
不正確的。
從香港《基本法》第12、18、158條的規定來看，香

港特區的事務分為中央管理的事務、中央和香港特區
關係的事務、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三類。上述
事務有交叉，不能截然分開。中聯辦在處理中央管理
的事務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方面具有重要
職能。例如外交部特派員公署與駐軍的協調，內地和
香港種種涉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事務的應對，難以窮
舉。

中聯辦的協調職能不減反增

中聯辦的前身是新華社香港分社（香港新華社），
但香港新華社原來就不是單純的通訊機構。在回歸
前，香港既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但又在英國管治下，
中國政府不可能派遣外交機構，就只能由香港新華社
處理有關的外交事務了。
在回歸後，根據《基本法》第13條第2款的規定，

有關的外交事務由外交部在香港設立的機構（特派員

公署）處理。又據第14條第3款的規定，香港的防務
由香港駐軍處理。然而上述國防、外交事務，是與國
家的內政事務以及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糾結在一起
的，成為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因此，在
回歸後，中聯辦的協調職能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顯得
加重了。
凡此種種，都說明中聯辦並不是中央任何一個部

門派駐香港的機構。果如是，支持香港反對派的媒
體還不大肆炒作嗎？因為根據《基本法》第22條第2
款的規定，不論是中央各部門，還是各省市在香港
特區設立機構，須徵得特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政府
批准。而中聯辦的設置只經中央政府同意並批准，
並不必徵得特區政府同意。如果中聯辦的設置須徵
得特區政府同意而沒有這樣做，「一犬吠形，百犬
吠聲。」香港《蘋果日報》等媒體還不在頭條炒作
嗎？

設立中聯辦的法律依據

最後可能有人要問，中央設立中聯辦的法律依據何
在？筆者認為有兩個依據：一是主權的依據。在香港
《基本法》序言中，兩次提到中央政府恢復行使主
權，只要憲法和法律沒有相反的規定，中央政府是完
全可以在地方設置行使主權所需要的任何機構。二是
憲法的依據。《憲法》第89條第（1）項授權國務院
制定行政措施的職權，所謂行政措施，是包括設置機
構在內的措施。既然中聯辦不是《基本法》所說的中
央政府各部門設置的駐港機構，該機構和人員當然被
賦予與中央各部門駐港機構和人員不同的權利和待
遇。這也是自然的。

應當糾正關於中聯辦認識的誤區

近年反對派暴力示威行動有越演越激的趨勢，民陣報告
對這些暴民行為隻字未提，內容避重就輕。其實，每年元
旦遊行或七一遊行之後，反對派激進分子都會乘機擾亂中
環或附近一帶地區的公眾秩序，這已經成為常態。今年反
對派元旦遊行後，部分激進分子晚上便突然「大鬧」中
環，佔據多條行車線，導致中環交通大癱瘓；去年七一遊
行後，人民力量示威者繼續前往中聯辦，佔據德輔道西行
車線及電車路集會，擾亂交通；2010年元旦遊行後，中聯
辦更成為衝擊對象，激進人士與警方發生爭拗推撞，更在
門外焚燒旗幟，情況極為混亂，有如騷亂。然而，民陣的
報告避開遊行激進化的問題，反而批評警力過大，並不公

允。

民陣為衝擊法治行為護航

遊行中這些激進違法行為不為法治社會包容，但是民陣
的報告只強調警方不應壓制示威者，卻沒有提及示威者行
為超越法律底線，這顯示民陣報告內容偏頗膚淺。立法會
議員黃毓民及陳偉業被控於前年七一遊行期間，非法組織
遊行及衝擊警方防線，日前分別被判監6星期及5星期。裁
判官杜浩成宣判時便說，以激烈行為破壞法治，絕不可
取；這充分說明激進遊行破壞社會安寧，將受到法治社會
的制裁。杜浩成在判詞中更提到，集會向警員防線衝擊極
為危險，任何法律，即使個人有強烈意見，除非被法院頒
令有違《基本法》或人權法，否則都要遵守。的確，維護
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如何捍衛法治社會是更值得
大眾深思的課題，但是民陣報告一味誇大警權過大或濫用
武力，為暴力示威者衝擊法治的行為護航，這暴露出民陣
報告偽善的性質。

「佔中」的實質是違法和暴力，本不為法治社會所容

許，發起人需要為參與者尋找生存空間，尤其「佔中」

預演時間緊迫，更需要反對派組織的配合，給予行動口

實。民陣的報告針對警方，立論偏頗，挑戰警權，其目

的就是要為激進暴民尋找違法抗爭的借口，減少激進暴

民擾亂社會的法律枷鎖，為未來的「佔中」行動製造衝

擊空間。報告極力扭曲警方合法合理的行動為「濫權」，

這助長了激進暴民的氣焰；但是，警方有責任維護公共

安全和社會安寧，在涉及混亂、阻塞通道和破壞安寧的

情況下，警方必須採取行動；近年暴力政治抬頭，極端

人士時常利用遊行場合製造肢體衝擊，推撞警察，故意

違反秩序，尤其是「佔中」行動甚至意圖癱瘓政府運

作，破壞社會秩序，性質極其嚴重，這突顯警方不但要

維持現有警力，對「佔中」行動更須及早加強部署，不

能容忍違法示威者衝擊香港法治。

民陣挑戰警權「佔中」衝擊法治

宋小莊法學博士

馬 彥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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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不等於中央政府各部門，中央政府及其各部門在港設立的機構

是有區別的，不能把中央和中央各部門等同起來。中央政府有權任命行

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當然就有權向被任命者過問香港的總體及其各部門

的事務，包括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聯辦是中央根據主權和憲法的依據設立的，被賦予與中

央各部門駐港機構所不同的權利和待遇，在處理中央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

事務方面具有重要職能。

在現代社會，法律始終是最大的
社會力量，也是最大的政治。
自特區政府於3月1日實施《2013

年進出口(一般)(修訂)條例》（俗稱
「限奶令」），嚴禁任何人攜帶過量
奶粉離港以來（24小時內不得攜帶
多於1.8公斤奶粉，約2罐），頃刻
間，香港奶粉市場徹底變天，較有
名氣的奶粉由「供不應求」轉為
「供過於求」，本來一罐難求的名牌
奶粉，現時卻滯銷，部分藥房內的
奶粉堆積如山，不得不暫時搬往店
外路面，甚至減價促銷。不少藥房
老闆本來寄望藉「五一」大賺一筆
「奶粉財」，積極購備奶粉，如今當
然美夢成空。

實施限奶令引發爭議

港九藥房總商會代表說，自限奶
令實施以來，業界銷售額平均下跌
了約兩成。筆者看過一些報道，個
別藥房的奶粉銷量甚至大跌一半！
早前，港九藥房總商會與香港的7
個主要奶粉供應商簽訂「供應充足
約章」，向外界展示香港藥房對確
保奶粉供應充足的決心，說穿了，
其實也是希望特區政府早日撤銷限
奶令。
筆者知道，限奶令在內地亦惹來

不少非議，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以
遊客身份攜帶大量奶粉以作商業販
賣用途，其本質是走私行為，會對
國家財稅收入造成損失，更損害了
健康的營商環境，是不容於國家法
律的。某程度上，香港實施限奶
令，也是對現況的一種撥亂反正，
值得任何守法的公民支持。
為什麼內地同胞不惜長途跋涉、

以身犯險，蜂擁至香港購買奶粉
呢？歸根究底，是對內地奶粉及銷
售商不信任的表現，為挽回人民信
心，內地奶粉工業必須改革圖強，

中央政府亦應加強抽檢奶粉品質，
提高透明度，嚴懲生產和販賣劣
質奶粉的商人，嘉許優質的奶粉
生產及銷售商，重建內地奶粉商
的品牌。中央政府亦須加倍重視
奶粉生產工業，提供更大誘因，
鼓勵奶粉生產商投入更多資源研
製更優質的奶粉。最後，政府亦
應積極推廣餵哺母乳的好處，減
輕家長對奶粉的依賴。事實上，
連世界衛生組織也強烈推薦婦女
以母乳餵哺出生6個月以下的嬰
兒，研究顯示，母乳所提供的營
養是完全足夠的，也更加天然和
環保，母乳餵哺很值得鼓勵。

凸顯香港購物天堂金漆招牌

從積極的一面看，數以萬計內地
旅客湧至香港搶購奶粉，正正反映
了「一國兩制」的實踐是成功的、
是行得通的，香港的金漆招牌仍未
褪色，仍然是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城
市。筆者以為，港人應冷靜審視香
港的優勢和條件，勿被主觀情緒影
響客觀判斷；要充分利用香港優
勢，擴大旅遊業容量，開發更多的
商業購物區，增強交通運輸等硬件
配套，加強文化建設，把好材料煮
成一碟佳餚，人人共享。為什麼近
年兩地衝突有惡化趨勢？說穿了，
任何地方及配套所能夠承受的人口
都是有限的，同一屋子裡，房客愈
來愈多，衝突也必然愈來愈多。回
到香港，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大
多數港人與內地關係密切，即使不
是新移民，其父母亦可能在內地出
生，斷絕兩地交往是不切實際的，
特區政府唯一可以做的，是擴大本
地的容量，增強配套，同時，合理
合情地限制旅客數量，像內地不少
熱門旅客景點也會訂立人數限制一
樣，減輕兩地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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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惑解

民間人權陣線警權關注組在學聯成員於調景嶺

一公開活動衝擊特首梁振英後3日發表警權報告，

就警方檢控示威人士、使用胡椒噴霧，以及聲波

炮和攝錄機的裝備問題提出質疑，表示擔心警方

以檢控、武力及錄像監控，會收窄本港的言論及

集會自由云云。事實上，學聯以至社民連和人民

力量等激進組織的示威，近年屢發生肢體衝撞和

霸佔馬路等暴力行為，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在今

年年初提出「佔領中環」的暴力主張後，激進分

子的行動更加囂張，民陣報告卻對擾亂公眾秩序

的示威者避重就輕，為激進分子日後參與「佔中」

時減少被法律制裁的機會，縱容激進分子挑戰警

權。隨㠥示威遊行越來越激進，警方維持適當警

力保障社會秩序確有必要，以免激進分子借「佔

中」威脅公眾安全，衝擊香港法治。

■莫家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