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考試及評核局公布了本年度教師基準試評核報告，其中普
通話及英文基準試成績引人注意。普通話方面，拼音卷的合格率僅
得五成九，而英語寫作一卷更有近五成半考生不合格。當然，我們
要知道應考基準試者眾，未必全然是準教師。然而，新入職教師的
英語及普通話的語文水平每況愈下，為不少社會人士詬病，甚至推
衍到這些教師的教學水平等議題，這個問題值得思考。
首先，語文教師的教學能力與其基準試成績當然不能簡單地畫上

等號，因為教學除了教師自身的學識、課堂語言運用外，還兼及如
何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推動學生主動學習等不同的因素，這些往
往是教師「身教」與「態度」使然，亦非基準試可以直接量化評估
的。一個學識平平的教師，可能他有過人的教學技巧和感染力，講
課活潑生動，自然能夠令學生專注和持續學習，甚至讓學生對學科
產生濃厚的興趣，這已經相當成功了。因此，倘若坊間只是斷然
說，教師的基準試成績差令學生的中英語文水下降，這未免過於武
斷，對於矢志投身教育工作的準教師而言，並不公道。
再論，不能否認，近十年以來，特區政府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

委員會已就提升語文教師的素質做了不少切實的工作，當中包括資
助非主修語文的在職教師修讀相關的文憑，甚至碩士資歷，讓他們
在修畢課程後，符合「專科專教」的要求。至於短期課程、研討
會、工作坊更是多不勝數，在在有助教師掌握最新的教學方法，以
及鞏固其學科知識。由是觀之，在職語文教師在本科知識方面應該
已有所提升。
另外，準教師在基準試的成績下降，有報道指出不少考生在普通

話考卷出現詞彙不足、錯別字之況，而英語的表達能力欠佳，甚至
犯上好些基本的文法錯誤。不難發現，報告書陳述對考生的諸項評
語，跟考評局對文憑試考生語文科成績的評語相似，這說明青年一
代在語言運用上有共通的毛病，這是一個普遍的趨勢。筆者認為這
實與社會語言環境有關，人所共知語文學習並非旦夕可成，怎樣的
「輸入」就有怎樣的「輸出」，是故有要從小培養語文興趣這個硬道
理。有研究者指出年輕一代傾向「圖像思維」，對文字的敏感度減

低，目下青年人鍛煉中英文寫作的機會不足，而「網絡語言」大行其道，中英
夾雜，學生在耳濡目染下自然影響了語言的表達能力，不足為怪。
然而，隨 大學四年制，不少院校也自擬各項精修語文課程，規定大一學生

須修讀若干普通話和英語學科，加強新生的語文寫作和說話能力。除了課程的
配套，更重要也要端賴準教師自身的努力，提升語文水平相信指日可待，社會
對這方面不必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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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塔利班談判是華盛
頓先提出的，塔利班清
楚美國這個「舉動」說

明什麼，於是開出非常苛刻的條件。一是要以
「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名稱和美國談判；二是
要聯合國宣佈為塔利班正名；三是讓曾經襲擊
美國駐喀布爾大使館、被白宮定性為恐怖組織
的「哈卡尼網絡」參加談判；四是釋放在古巴
關塔那摩牢獄內的塔利班成員。如果在幾年
前，提這些要求一定被視為「神經病」。
塔利班現在的氣勢，和上世紀美國扔完兩顆

原子彈後和日本談判的姿態一樣，要麼照單全
收，否則「等 瞧」。對美國來說，接受塔利班
的要求是奇恥大辱，但時至今日，由於內外交
困，已經別無選擇，只好全盤接受，凸顯美國
在「事實戰敗」之下，無可奈何「舉起白旗」。
「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是被美國推翻的原

塔利班政權，這個政權從「被打」、到「轉守為
攻」、至今日雄赳赳和華盛頓談判，讓白宮在世
人面前變得尷尬難堪。最不滿談判的是阿富汗
總統卡爾扎伊，聲稱將用盡一切辦法「抵制」。
但美國顧不得那麼多了，因為阿富汗政權已

經成為「爛攤子」，美國已不想管，也無力管；
況且阿富汗政權背 美國和伊朗藕斷絲連，讓
華盛頓無法接受。更加可怕的是，伊拉克總理
馬利基也不聽話，竟然讓伊朗的運輸機飛越伊

拉克領空為敘利亞巴沙爾軍隊提供支持。

希望能夠「體面」離開阿國

「9．11」事件發生後，聲言要徹底剷除塔利
班的美軍入侵阿富汗，表示將在阿富汗「建立
一個民主、廉潔、高效、自立的政府」。12年過
去，美國投入了大量資金和軍力，不僅沒有建
立「廉潔理想」政府，反而建成世界第一腐敗
政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美國扶助建立
的阿富汗政府貪污腐敗成風，海關稅收貪污特
別嚴重，官員與商界勾結偷稅漏稅，政府財政
面臨巨大虧空。美國自己也因為龐大軍事開支
陷入經濟深淵，並衍生舉世震驚的金融瘟疫，
最後不得不向塔利班「認輸」，準備明年徹底
「打道回府」。

到今天，美軍已經山窮水盡，不得不同對手
塔利班喊話，希望通過「談判」方式握手言
和，然後「像樣體面」地離開阿富汗。在美國
的策劃下，聯合國已通過一項決議，宣佈塔利
班有別於「基地」。美方已經要求塔利班放棄武
力、斷絕與「基地」組織的所有關係。由於撤
軍是美國無可奈何的唯一選擇，剿滅塔利班也
已經被證明是一句空話。和昔日對手塔利班和
談，等於宣告擁有現代化武器、集北約盟軍的
世界最強勢軍隊，敗在「恐怖組織」手下。無
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是永遠的國際笑話。

阿戰已變得毫無意義

美國是世界超級強國，擁有的核彈頭比全球
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如狼似虎」、「無往
不利」的網軍有20萬；在120多個國家部署軍隊
和軍事人員；間諜衛星、無人機、高空隱形機
將全球天空當成是自己的「後花園」，隨時都可
以「自由自在」、神不知、鬼不覺地偵察和飛
翔。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無堅不摧」的部
隊，卻在21世紀向塔利班「舉白旗」。華盛頓是
不承認打敗仗的，但塔利班乃至全世界都心知
肚明，美國在阿富汗已經是「事實戰敗國」。消
滅塔利班是美國當年的戰略目標，和塔利班談
判卻是白宮現在的強烈願望。
白宮官員近日灰溜溜地表示，「已經與塔利

班組織就戰俘交換問題進行協商，以確保一名
被俘士兵返回祖國，並將在多哈與塔利班展開
對話」。塔利班發言人則雄赳赳地披露，「準備
釋放一名美軍士兵，換回被監禁在關塔那摩的
塔利班高級指揮官」。讓「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和「美利堅合眾國」對等談判，將關在牢獄的
「極端危險恐怖分子」拱手交還給塔利班，是華
盛頓的無奈，也是因為「事實戰敗」而不情願
的行動。美國撤軍後的阿富汗很大可能爆發新
的全面內戰，這意味 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
變得毫無意義。

「事實戰敗」迫使美國「舉白旗」

中國經濟第二季度增速放緩至7.5%，使那些唱衰中國

經濟，預斷中國經濟要「崩潰」的西方人士竊喜，當然

也增加了國內外及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國內某

些經濟學家更擔心，中國在近兩三年內爆發經濟危機。

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而認為中國會爆

發經濟危機則是杞人憂天，至於預斷中國經濟要「崩

潰」，那更是別有用心的無稽之談和惡毒詛咒。

穩增長目標定能實現
為應對經濟下行的壓力和風險，李總理提出要穩增

長。這是不同於過往保增長的提法。顯然，穩增長就是

要平穩、穩定、穩當地增長，而且要有利於保就業、保

民生、控通脹、防風險。這就要求政府不能像以往那樣

採取刺激經濟的政策來實現。當然到了迫不得已之時，

適當適度適切的刺激政策也是必要的。當前中國經濟下

行的壓力和風險，還遠沒有到那種萬不得已的境地。

對於李總理提出的穩增長和上下限各界議論紛紛。根

據李總理堅定明確表示今年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完

成全年發展目標，那就是李總理上任初確定的今年GDP

增速為7.5%目標。可以樂觀斷定，7.5%的目標今年一定

能夠實現，而且還有可能達到7.6%。根據中共十八大制

定的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到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翻一

番的目標，保持年均7%的增速就可實現。因此，李總理

提出的穩增長，近期或中長期目標的下限就是7%。當

然，對此是有不同看法的。有國內外經濟學家提出，中

國經濟需保持年均8%以上增長才能實現到2020年翻一番

的增長目標。但多數國內經濟學家認為，只要保持年均

6.5%至7%，中國就能實現翻番目標，而且能夠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並能在2020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炒作中國經濟「崩潰論」別有用心
然而，也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保持7%左右的增長

目標是不現實的，不可能的，完全不可持續的。理由

是，保持7%的增速，就不可能調結構、轉變發展方式，

就會導致不斷投資的增長、不平衡的增長，就會導致經

濟衰退，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從而引發社會不穩

定，甚至發生動亂。因此，他們為中國經濟開出了不同

的藥方。例如，近來被懷疑炒作「李克強經濟學」的巴

克萊資本公司，根據他們所謂的「李克強經濟學」，提出

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難題的「巴克萊方案」。這方案一提

出就被國內外經濟學家一眼看穿，尖銳指出這是一種變

相的「休克療法」方案。一些贊同「巴克萊方案」的經

濟學家和媒體，甚至直呼中國應實施「休克療法」。

想當年，美國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為俄羅斯開出

了「休克療法」方案，實施後俄羅斯一敗塗地，至今陰

影難消。更何況中國國情和經濟狀況與當年的俄羅斯大

為不同。經過33年的改革開放、和平崛起，中國發展壯

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具備了強大的發展能力和

定力、動力和潛力，具備了強大的基礎和自我組織修復

完善功能。儘管中國經濟出現下行壓力，但仍保持在李

總理所說的上下限合理區間內運行。李總理最近幾次重

要講話和中國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經濟政策表明，不僅是

對「巴克萊方案」的直接否定，也是對炒作中國經濟

「崩潰論」、「危機論」和亟須實施「休克療法」的斷然

回擊。事實上，看空、看衰中國，兜售「休克療法」，

在中國是沒有市場的。當然，無可否認所謂中國經濟金

融「危機論」和「休克療法」，在中國也有少數應聲附

和者。這是不足為奇的。

進行市場化改革提高生產率
關於中國經濟增長，傳統的看法是由三駕馬車驅動

的。這三駕馬車是出口、投資、消費。一般認為，現在

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可持續、出現下滑，是由於

嚴重依賴出口和投資，消費不足造成的。近幾年出口受

美歐日經濟不景氣、債務危機的嚴重衝擊，連續下滑，

加之投資過度造成產能嚴重過剩，實體經濟效益銳減、

下行壓力增大，消費在GDP中的比重在逐步下降，現已降

至35%以下。由此國內外經濟學家呼籲中國必須加快改革

步伐，抑制信貸投資，提振消費，從嚴重依靠出口、投

資的經濟結構、增長方式轉型為以內需消費驅動為主的

增長模式。然而，也有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贊同這種

觀點，尤其不贊同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世界

銀行前副行長、首席經

濟學家林毅夫，世界銀

行前中國業務局局長黃

育川等就持如是觀。他

們的理由是，在經濟學

理論中沒有消費驅動增

長這樣的概念。持續增

長只能通過勞動力和資

本等生產要素及提高生產率來實現。

筆者也認為，經濟持續增長應通過提高勞動力的素質

和效率，提高資本運營的質量和效率來實現；這應是中

國經濟體制進行市場化改革、提高生產率改革的方向和

道路。因此，那種主張通過人為刺激消費進行再平衡的

增長，根本是不能成立的。林毅夫一直對中國經濟的持

續穩定增長持樂觀態度，認為中國在10到20年內實現年

均7%至8%的增長是可能的，但離不開投資驅動。筆者

認為，林毅夫的觀點是可取的。道理說起來很簡單，因

為提高生產率，需要通過調整、重組、創新、升級來實

現，這些都離不開增加投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農

業現代化、城鎮化，中西部大開發建設，基礎設施、市

政工程建設等等都需要增加投資。通過抑制投資和人為

刺激消費來硬性調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是不可取的，也

是危險的。中國要在近期實現穩增長，中遠期實現持續

增長，從而實現調結構、轉方式、保民生、保就業、保

穩定、保繁榮，完全需要保持適度增長的投資，採取穩

健靈活的貨幣政策和積極靈活的財政政策，使經濟運行

保持在上下限合理區間內。這是極為必要和必須的。所

謂穩健靈活的貨幣政策和積極靈活的財政政策，也就是

增強政策的前瞻性、針對性和靈活性，適時適度預調微

調。上述可謂是李克強經濟學的精要所在。

李克強總理對穩增長、調結構、保就業、控通脹、防風險，充滿信心和決心，明確表示今年

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完成全年發展目標。7月9日，在廣西主持召開的部分省區經濟形勢座

談會上，李總理就提出，應對經濟下行的宏觀經濟政策，要穩增長。穩增長與調結構並不矛

盾，要使兩者有機結合，相輔相成，保持平衡。7月16日，李總理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

再次明確了應對當前經濟形勢進行宏觀調控的上限與下限。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就

是防範通貨膨脹，使經濟保持在合理區間內。

穩增長與上下限

黃毓民脫離「人民力量」後所引發的餘
波仍未有消退，繼前主席劉嘉鴻在外界壓
力之下斷然宣布辭職，繼而出乎所有人意
料，由前港姐袁彌明擔任「人力」新一屆
主席，這說明了一個情況：就是經過前一
段時間的整頓，蕭若元派系已經全盤掌控
「人力」，人民力量、前 、陳偉業等已經
全部歸邊。在大局已定之下，蕭若元可以
隨心所欲的決定「人力」主席人選，而在
政壇無資歷、無人脈、無影響力的袁彌明
自然是讓他垂簾聽政的最佳人選。同時，
袁彌明在接任主席後立即揚言「人力」要
走政黨化路線，並且政治路線上似乎有所
鬆動，這些都表明蕭派欲藉此清除黃毓民
的僅餘勢力，要將「人力」去黃毓民化。

「人力」權鬥元氣大傷

然而，黃毓民一直對權鬥失敗耿耿於
懷，尤其「人力」是他一手創立，現在不

但被掃地出門，其網上電台更被蕭若元迫
遷，令他與蕭派不共戴天，因此在前一段
時間蕭黃兩人已在網台上不斷開炮，而在
關鍵時刻「背叛」黃毓民投向蕭派的陳偉
業更成為重點攻擊對象，目的是要「拆走」
「人力」支持者，重演當年辣手毀社民連的
故伎。雖然「人力」一直堅稱執委並沒有
出現退黨潮，但問題是「人力」並沒有所
謂黨員，只有一班執委負責整個組織的運
作，而這些執委大多是蕭派人馬，既無黨
員，自然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退黨潮。但
「人力」支持者卻不可能對黃毓民出走沒有
意見，不少人在網絡上已經掉轉槍頭攻擊
蕭派，保守估計隨時有一半支持者會因為
黃毓民而離棄「人力」，而失去黨內最大的
政治明星，陳偉業、陳志全能否憑個人實
力保住手上議席已成疑問，更遑論增加議
席，經此一役「人力」已經元氣大傷。
而出走的黃毓民也不好過，經營多時的

政黨及老巢不保，只餘下自己一個議席，
雖然「教徒」仍在身邊，但與「人力」撕
破面皮，不可避免流失了不少支持者，對
於老謀深算的黃毓民來說，要扭轉劣勢必
須重施合縱連橫之計，於是他一方面大打
本土牌，藉此吸納一些激進團體擴大實
力；另一方面又與梁國雄重修舊好，與社
民連重新結成合作聯盟。事實上，在上屆
立法會選舉之後，陶君行一敗再敗，政治
生命幾乎已經完結，在社民連也被邊緣
化，黃毓民眼中刺已經不在，與政治投機
的梁國雄自然是一拍即合，出現了黃毓民
與社民連重新合作的一幕，不但令他的實
力大增，也令本已奄奄一息的社民連為之
一振，聲勢更重新超越「人力」。

反對派激進派光譜有所收窄

目前反對派激進派光譜已呈現群雄(或群
丑)割據之局，當中最大的兩翼為社民連與
「人民力量」，之後有偏處將軍澳的新民主
同盟，再之後就是一些零散的激進團體如
土地正義聯盟、反東北規劃團體、甚至是
一些鼓吹「港獨」的組織。而現在的情況
是，誰能爭取這些激進團體，誰就能成為
激進派的龍頭。因此，近日不論是「人
力」、社民連或黃毓民都故意打出所謂本土
牌，要以激進來吸納這些團體支持，目的
正是為了擴充實力而已。但問題是激進光
譜經過這一次分裂之後，肯定已收窄不
少，一些人或因為心淡、或因為看清他們
真面目而離開，激進派的生存空間將會愈
加困難，從另一方面看這也將迫使他們愈
走愈激。

黃毓民「出走」牽動反對派激進版塊重組

蒯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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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轍元

在上屆立法會選舉中成績一鳴驚人的反對派激進派，再次逃不過內鬥分

裂的命運。這次激進派版塊重組，肇始於黃毓民與蕭若元權鬥失敗，最終

被迫離開「人民力量」開始，最終引發反對派激進派各政黨團體之間的骨

牌效應：「人民力量」由盛轉衰、社民連與黃毓民結成利益同盟、其他激

進團體也因為這次分裂而納入不同反對派激進派政黨之中，但不論細胞如

何重組，貫穿這次分裂的成因也只有一點：就是權鬥。激進派在初嚐甜頭

後迅即互爭地盤，互相攻訐廝殺，所謂扶弱扶傾，不過是他們搶佔道德光

環的宣傳語句，說穿了還是利益行先。可以預期，經過這一輪的分裂，反

對派激進派將難以保住上屆立法會選舉中20多萬的基本盤，始終憤青也不

是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