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部分城市設
施老化，一些相關
的安全規管法例和
措施卻未能與時並
進，適時修訂，因
而衍生不少安全隱
患，甚而導致各種
意外事故，引致財
產以至人命的重大
損失，香港作為安
全城市的名聲亦蒙
上陰影。

安全城市名聲蒙上陰影

例如，近年，升降機安全廣受市民關注。2008年
大埔富善㢏曾發生升降機下墜事故，當局已立即檢
討法例，並加強巡查，但今年3月北角又發生升降機
因鋼纜斷裂而急墜的事故。《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
已於去年底生效，更清楚地列明不同持份者的責
任。但有法可依是一回事，如何令到新條例能夠有
效落實是另一回事。我於立法會曾向發展局局長提
出質詢，表達三項關注：其一，希望當局採取具體
配套措施，鼓勵從業人員持續進修，以符合專業資
格和註冊續期等方面的要求；其二，促請當局協助
業界處理行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如競投維修合約
價低者得、行業的品質保證等，並設法吸引更多新
血入行；其三，機電工程署必須增加人手，加強巡
查和落實規管，讓市民乘搭升降機和扶手梯時，搭
得安心，出入平安。

消防安全是另一項人命關天的重要議題。今年4
月，鴨㟓洲發生了近年罕見的屋苑高廈四級火，導
致多人受傷，為香港石屎森林中可能存在的消防隱
患敲響警鐘。發生火警的屋苑有不少中產人士聚
居，其設施和物業管理質素應已比很多舊式樓宇優
勝，但在火警中，該大廈的消防栓竟然失靈，當局
應該徹查原因。本港住宅樓宇有愈建愈高的趨勢，
不可能完全依賴雲梯救火，大廈內部消防系統的滅
火作用日益重要。當局應全面檢討現時有關檢查大
廈消防裝置或設備的規例，加強監管，以確保消防
裝置或設備時刻可以有效操作。同時，鑒於消防處
已完成兩輪公眾諮詢，建議為註冊消防工程師設立
新的註冊機制，以推行第三方參與消防安全審批計
劃，當局應根據諮詢結果，盡快制訂政策予以落
實，促進業界的參與和合作。

近年，電訊沙井內氣體爆炸的事故亦時有發生，當局曾於2010年公
佈自願性的《紓減電訊沙井氣體爆炸風險的實施指引》，列出三項措
施，包括在沙井蓋加設疏氣孔、密封連接沙井管道的管口、用三合土
封包連接沙井的管道。但據業界反映，該等措施未有全面落實。我認
為，當局應參考國家標準，例如《GB 50373－通信管道與通道工程設
計規範》，規定電訊業人士密封電訊沙井內的連接管道，以防止發生
沙井內氣體爆炸事故。

成立跨部門「城市安全督導委員會」

除了有形的安全隱患，香港亦要面對另一種無形的安全隱患。近年
區域網絡安全事故頻頻發生，對本港構成新的威脅。香港是一個自
由、開放的國際城市，各行各業的日常運作往往依賴安全、高效率的
電腦系統和互聯網，而網上交易、流動理財等服務亦逐漸流行。若本
港的網絡遭受惡意攻擊，後果不堪設想。2011年8月，香港聯合交易
所「披露易」網站遭受「黑客」攻擊，令部分投資者未能及時買賣而
蒙受損失。近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前技術員斯諾登向傳媒爆料，指美
國當局自2009年開始，便開始入侵香港的電腦系統並取得大量資料。
顯然，本港的網絡安全已亮起紅燈。當局應盡快在法例修訂、機構設
置和資源投放等方面，制定全面而周詳的對策。

一個城市的安全涉及到方方面面，既包括治安，包括市民能夠信賴
的司法制度和執法機關，包括疾病防治，包括職業安全與健康，包括
食品安全，包括有形的種種社會設施的安全，也包括無形的網絡安全
等等，範圍非常廣闊。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認真考慮成立跨部門的

「城市安全督導委員會」，賦予三大職責：其一，制訂具前瞻性的安全
城市發展政策，以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二，全面檢討本港
現行各項涉及城市安全的法例，並責成各政府部門改善執法情況；其
三，投放資源以推廣城市安全文化，令更多市民認識到城市安全的重
要性。家是香港，我深信，大家都願意為建構一個更安全的城市攜手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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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個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愛德華．

斯諾登匿藏香港的消息被曝光並不斷發酵，本港

社會、市民和網民特別關注，一些團體發起遊行

與示威，譴責美國中情局和駭客攻擊本港電腦系

統。這段時間內，楊甦棣等政客們閉口不予回

應，其總領館官方微博也是裝聾作啞，隻字不提

斯諾登事件，無意回應網民的關切。

沉默失語源於胡作非為

6月10日事件發生，直至日前斯諾登離港赴第三

國，美國駐港總領館官方微博相繼發佈20條原創

微博，轉發了17條其他微博，時刻宣揚㠥美國的

歷史、文化和價值觀，並不時借父親節宣傳奧巴

馬作秀的形象，而對成千上萬條香港網民關於斯

諾登的微博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不轉發、不回

應、不評論。

長期以來，美方習慣於對別國的事情指手畫

腳，從保障人權到言論自由，從我國西藏問題到

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不惜借助白宮發言人、國會

議員和傳媒機構等渠道發聲，無端指責，蓄意批

評。而面對斯諾登爆料這樣的危機事件，理應要

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迅速發佈權威資訊，表明

政府和駐港機構應有的立場和態度，總領館及其

官方微博卻一直保持沉默寡言。

事實上，對於此類政務微博，不論平時的形象

宣傳做得多好，不論平時多麼降低身段說話，網

絡語言用得多好、多有人氣，只要面對突發事件

時沉默失語，政務微博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就喪失

殆盡。

雙重標準陷入道德困境

「在網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這句話

道出互聯網的真面目。互聯網的問世，營造出了

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面具帝國狗」。而隨㠥斯諾

登的爆料，這句經典描述的另一層含義被表達得

淋漓盡致——「在網上，不知道有多少條狗正盯

㠥你」。

斯諾登在港期間的舉證，讓包括「稜鏡」計劃

在內的美國政府多個秘密情報監視專案曝光。儘

管美方尚未就此向國際社會作出解釋，但發酵已

久的網絡安全問題，由此更突出地擺在人們面

前。事實證明，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一直在進行

跨國網路監控和資訊竊取，這令本已嚴峻的網絡

安全形勢雪上加霜。在網絡安全和駭客攻擊問題

上，美國採取雙重標準，只會陷入道德的困境，

面對有口難言的尷尬。

持有雙重標準的不止美國、美領館，還有香港

反對派政團。這半個月來，公民黨、莫乃光等反

對派團體和人士，及其網路搞手對斯諾登事件前

呼後應、大肆抽水，撈取政治籌碼，甚至惡意給

行政長官梁振英貼上「Mr No Comment」標籤。

而對他們自己的「老闆」，即美領館這個大金主，

卻是倍加寬容、悉心呵護，捨不得批評和責罵，

把矛頭直指特區政府。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

就此事刊發報道39篇，不及主流報章報道總數的

3%，而且態度曖昧，還不忘通過評論為美國代

言、開脫，忠誠地履行美「藏鏡人」與「代理人」

的角色。

美國駐港總領事及官方微博管理員，你們裝聾

作啞的做法讓285448名粉絲情何以堪？政務微博如

果一味迴避、推諉、裝聾作啞，不介入突發事件

引導網民情緒，終將成為「殭屍官博」，不如及時

「關停併轉」。

美總領館裝聾作啞暴露偽善

特區政府上周日發表聲明，指斯諾登當日已自行循

合法和正常途徑，離開香港前往第三國。儘管斯諾登

已離港「遠走高飛」，但事件仍如一面照妖鏡，照出了

美國政府和香港反對派頭面人物的真面目。

照出了美國是人權危害者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規定：「任何人的私生

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

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

種干涉或攻擊。」但是「稜鏡」項目自2007年組織實

施以來，通過接入互聯網公司的中心伺服器，直接監

控全球所有使用者的音訊、視頻、照片、電郵、文件

和連接日誌等資訊，跟蹤互聯網使用者的一舉一動以

及他們的所有連絡人，可謂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被

侵犯者毫無人權和保護隱私可言。在過去的6年時間

裡，「稜鏡」項目經歷了爆炸性增長，美國國家安全

局的情報報告，很大一部分要依靠這一項目提供原始

資料。

「稜鏡」項目是美國政府滲透本國和全球的「深

喉」，全球網路安全、人權安全和各國核心利益安全

等，遭受到美國的侵害。斯諾登說，曝光「稜鏡」監

聽項目是自己良心上無法允許美國政府侵犯全球民眾

隱私以及互聯網自由。斯諾登在為世界的人權、自由

與網絡安全做出巨大貢獻之際，美國政府竟然不知羞

恥地將斯諾登稱為「叛國者」，聯邦調查局局長米勒在

國會聽證會上說，將採取「任何必要手段」將洩密者

繩之以法。這彰顯了美國政府的虛偽和霸道。

2009年美國高調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將海軍第

一、第三遠征軍以及美國陸軍第二十五步兵師重返亞

洲大本營，到2020年，60%海軍力量部署在亞太地區，

此外，還將把本土外60%空軍力量部署在亞太。同時，

美國政府自2009年開始入侵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電腦，

香港被監測的目標包括中文大學、公務員、商界人士

和學生。美國政府入侵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電腦，是為

「重返亞太」戰略服務的。2009年以來，美國赤裸裸介

入香港政改。「維基解密」2011年8月公開了近千份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的機密電文，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全面而深入，特別是在對本港影響

重大的政制發展、選舉事務上㠥力最深，並在幕後扮

演操控角色。難怪近幾年來，一些政府官員和建制派

人士的私隱被翻出，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備受打

擊。特別是今年以來，外國勢力發出了搶奪香港治權

的集結號，「佔領中環」行動已成為港版「顏色革

命」，大量「黑材料」不斷湧現，與美國入侵香港電腦

密切相關。

照出了反對派是美國利益維護者

斯諾登事件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了香港反對派頭面

人物，是美國利益的維護者和外國勢力在香港的政

治代理人。面對美國大規模侵犯港人人權的行徑，

反對派頭面人物「民主阿婆」、「李漢奸」、「傳媒

大亨」、「前主教」集體失聲，噤若寒蟬。前日斯諾

登離港「遠走高飛」後，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

居然說什麼「美國檢控斯諾登是6月14日，而香港發

臨時扣捕令其實只需一、兩天」，明顯抱怨港府未及

時將斯諾登引渡返美國，簡直是為虎作倀！連美國

國會都有議員質疑和譴責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網路侵

害人權的做法，香港反對派議員的表現，甚至比有的

美國國會議員還不如！

最近，鍾耀庭公佈了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為零」的民調，但是，作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

的斯諾登表示，他之所以選擇到香港洩密並接受採

訪，是因為香港有保護言論自由和異議者人權的承

諾以及司法獨立，並對此抱有信心。斯諾登之所以

選擇香港作為第一落腳地，說明中國政府實施「一

國兩制」的巨大成功，給予世人一個「可信中國」的

最樸素形象。這對反對派「佔領中環」心理戰是當頭

一棒。

「佔中」行動的虛偽和不義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斯諾登事件是一

面照妖鏡，有助揭露香港反對派「佔領中環」的虛偽

性、危害性和非法性。「佔中」主辦方計劃集結萬

人佔領中環，癱瘓香港政經中心，以駭人聽聞的

「核爆中環、核爆香港」來形容整場運動，並承認行

動可能引發暴力衝突甚至流血事件，連組織者自己

都承認「佔中」將是犯法的。反對派打㠥爭取普

選、人權和公義的旗號策動「佔中」，實際卻是破壞

香港「一國兩制」，阻礙香港普選進程，危害香港經

濟民生，損害市民人權和社會公義。這與美國一向以

「世界人權警察」自居，卻監控全球網絡大規模侵犯人

權，在某種程度上是異曲同工。難怪他們對美國侵犯

香港人權的行徑或鴉雀無聲，或「顧左右而言他」，這

其實是心有靈犀、惺惺相惜。他們對斯諾登事件的態

度，不僅暴露他們「雙重標準」的道德虛偽，也暴露

了「佔中」行動的虛偽和不義，這是反對派始料不及

的吧！

斯諾登事件是一面照妖鏡，首先照出了一向以「世界人權警察」自居的

美國，不但沒資格當「世界人權警察」，而且是侵犯人權和隱私權的人權

危害者的真面目。其次照出了一向將人權掛在口邊的香港反對派頭面人物對美國嚴重危害中

國國家安全和香港市民人權的行徑噤若寒蟬，這不僅將反對派頭面人物雙重標準、為虎作倀

的虛偽嘴臉暴露無遺，而且暴露他們是美國利益的維護者和外國勢力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

斯諾登事件不僅「令美國政府失去所有信譽」（《紐約時報》語），而且有助揭露香港反對派

「佔領中環」的虛偽性、危害性和非法性。

斯諾登事件是一面照妖鏡

斥美國賊喊捉賊栽贓陷害

劉夢熊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蒯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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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點指

美國遭遇斯諾登揭秘旋風，從其霸佔的民主、自由、人

權道德高塔頂尖上跌落下來，道德的「皇帝的新衣」被撕

破，偽善的面子、虛假的裡子被暴露，而且這不過是美國

政府侵害美國人和世人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冰山一角，

隨㠥斯諾登繼續爆料及其他揭秘的跟進，美國政府作為全

球最龐大的情報間諜基地組織、世界上最強大的網軍基地

大本營的猙獰面目將進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國際社會要求美國作出交代

現在僅斯諾登小試牛刀的揭秘，就激起美國人和世人對美國政府的
憤怒和群起攻之。國際社會和輿論都要求美國對其網絡、電信侵犯民
眾和獨立國家主權的間諜活動和黑客行徑做出解釋和交代，其中甚至
包括美國的盟國歐盟，例如德國從總理默克爾到司法部長都直接表明
了態度，要奧巴馬作出說明。

習奧會「開得很好」，使中美緊張關係出現轉機，雙方要在構建中美
新型大國關係上共同努力，這個來之不易的良好開局值得珍惜。但
是，中國不應因此而投鼠忌器。雖然中美在戰略安全對話框架下建有
網絡工作組，雙方可就網絡安全問題進行深入溝通。可是在美國安全
局和網軍司令部過去、現在、將來依然以中國為首要入侵攻擊目標的美
國既定方針下，中美網絡工作組是不可能解決中國網絡安全問題的。

為了擺脫在國內外四面楚歌的困境，經過幾天的驚慌失措的尷尬難
堪之後，緩過神來的美國政客們包括當政政客和過氣政客，在夥同前
些天還在聲討奧巴馬政府侵犯人身自由、新聞自由和網絡自由的媒
體，開始戰略戰術大轉移，再次使出了賊喊捉賊，栽贓陷害的伎倆：
無憑無據地公開叫嚷指控斯諾登是「中國間諜」，妄圖把斯諾登揭露
的「稜鏡」間諜門事件，轉嫁為中國收買斯諾登的間諜事件。令人意
外的是已經沉寂幾年的前副總統切尼，這個老牌的仇華反華政客，也
按捺不住寂寞，使出了慣有的無中生有的想像力，僅憑斯諾登之所以
選擇逃到香港，就捏造懷疑斯諾登是「中國間諜」。眾議院情報委員
會主席邁克．羅傑斯也宣稱，如果證實斯諾登是被中方誘降，美國情
報機關一定要查到底。

妄想把中國整成下一個伊拉克

更為荒唐的是，前中央情報局局長邁克爾．海登振振有詞地說，
「如果我仍然在政府任職，那麼我會命令下屬首先假設這並非一個隨

機事件；我們必須假設斯諾登已經
有或將有與中國政府方面的聯繫」，
而對此進行調查。這也是美國政客
的慣技。想當初正是切尼打頭陣的
小布什政府為了滅掉反美的伊拉克
薩達姆政府，首先就假設了薩達姆
政府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同
基地組織有密切聯繫，儘管事實是
與假設和調查相反的，且已為歷史
證明。但循此假設進行調查的最終
結果，把其假設變成「事實」，於是
美國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單方面發
動了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滅掉了薩
達姆政府，處決了薩達姆總統。造成伊拉克民族浩劫、國家災難，至
今數十萬死傷，美國也付出數千官兵傷亡的代價。伊拉克當前仍然深
陷於混亂暴亂之中不得安寧。切尼在美國政府庇護下，身負侵略戰爭
罪、反人類罪仍逍遙法外，仍不思悔改，似有不把中國整成下一個伊
拉克則死不瞑目之勢。

鬥爭是達致更好合作的重要手段

對切尼政客們為轉移國內外視線而污衊斯諾登是「中國間諜」之
說，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斥之為「無稽之談」，並首次要求美國對斯
諾登揭露的間諜門事件「給國際社會一個必要的解釋」，顯然這樣泛
泛而論是不夠的。中國對切尼之流的仇華反華右翼勢力切不可掉以輕
心。他們仍有足夠的能耐興風作浪。而且還必須對斯諾登事件重新審
視和檢討對策。中國政府絕不可太善良、太寬容、太謹小慎微，對待
美國這樣的蠻橫霸道而虛偽無道的對手，更不可心慈手軟，做謙謙君
子。中國政府必須理直氣壯地表達中國人民的心聲。

普京總統為了國家利益、世界和平、地區穩定敢於同西方直面相
對、勇於亮明觀點，敢於硬碰硬地鬥爭。當然鬥爭不是鬥氣，是說道
理、擺事實、亮觀點，鬥爭要講究方式方法、藝術、技巧，做到有禮
有道、有理有節、有利有力。中國同美國關係決不會因構建中美新型
大國關係而一帆風順、一馬平川，仍然是曲曲折折、磕磕碰碰、時好
時壞地向前發展，雙方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必然是既競爭又合作。
競爭免不了要鬥爭，鬥爭要做到鬥而不破；合作避不開讓步，讓步要
做到不損害國家核心利益。為了捍衛中國的核心利益和實現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要敢於鬥爭、勇於鬥爭、善於鬥爭。須知鬥爭也是達
致更好合作和爭取雙贏的重要手段、工具和途徑。

■盧偉國

■蒯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