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9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3年8月3日(星期六)壇論

7月30日，中日韓自貿協定(FTA)第二輪談判在上
海舉行。第二輪談判就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原產
地規則、海關程序和便利化、貿易救濟、《世界貿
易組織貿易技術壁壘協議》/《實施衛生與植物衛
生措施協定》(TBT/SPS)、競爭政策、知識產權、
電子商務等議題進行了磋商和交流。

自1999年，中日韓領導人在菲律賓出席東盟與中
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期間啟動中日韓合作進程以
來，建立三國自貿區一直是三國重點探討的問題之
一。2012年11月在柬埔寨金邊舉行東亞峰會期間，
中日韓三國經貿部長宣佈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中日韓具備自貿區條件

作為亞洲經濟的支柱，中日韓三國也是全球重要
的經濟體。據統計，中日韓三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佔東亞GDP的90%，佔亞洲的70%，2012年三
國的GDP合計達到15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20%
左右。與此同時，三國也是全球貿易大國，2012
年，中日貿易總額3,294億美元，中韓貿易總額2,563
億美元。2012年三國的直接投資流入量為1,268.88億
美元，佔全球的8.3%；流出量為1,998.25億美元，佔
全球11.8%。

中日韓自貿區一旦建成，一個人口超過15億的大
市場將被整合在一起，同時也將成為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聯合起來的自貿

區。中日韓三國之間日益緊密的經貿聯繫，也將
使三者成為互為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和目標市
場。

就中日韓三國而言，中日韓從宏觀經濟聯繫和微
觀企業往來層面都具備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初步條
件。在過去10年間，中日兩國貿易和中韓兩國貿易
的結構逐漸趨同。在中日兩國貿易方面，中國對日
本的機械設備和電子產品的出口比重明顯增加，其
中很大比例是加工貿易方式，大部分為日本在華企
業產品出口，屬產業內和公司內貿易。韓國從中國
進口的商品也逐步從初級產品轉變為工業半成品或
製成品，產業內貿易也日益普遍。中日韓產業優勢
互補成為自由貿易區成立的基礎。相對發達的日本
和韓國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上競爭優勢明顯，
中國的競爭優勢目前仍主要集中於資源或勞動密集
型產品上。在後金融危機時期，當一個傳統的出口
市場可能出現萎縮時，找到新的具有廣闊成長空間
的出口目的地就變成了很迫切的任務。中日韓三國
恰恰就具有彼此互為出口市場的潛力。中日韓三國
間貿易額僅佔三國對外貿易的11％左右，相互間投
資額也僅是三國對外投資的10％，這對於三個經濟
互補性極強的國家而言，說明蘊藏 無限商機。這
意味 三國自貿區是一個可以迅速整合且開發成本
低、收益預期高的共同經濟空間。中日韓三國在經
濟結構調整過程中，正沿 自貿區道路走向共同繁

榮。

談判難度不小 障礙須克服

為了改善各自經濟，提升東亞的競爭力，中日韓
三國都需要建立FTA促進彼此。中日韓FTA的形成
必將提升三國總體的福利水平，具體對於中國而
言，則會提高國內的經濟效率並催生新的市場。據
預測，中日韓自貿區如若建成，中國的GDP將獲益
1.1%至2.9%，日本會獲益0.1%至0.5%，韓國則將獲
益2.5%至3.1%。

韓國總統朴槿惠訪華期間，中韓兩國發表了面向
未來的聯合聲明，指示兩國談判團隊加強努力，使
中韓自貿區談判盡早進入下一階段。加速的中韓
FTA談判很可能會先於中日韓FTA完成。

就具體談判而言，日本的敏感產業有農業、鋼
鐵產業、能源產業、服務和紡織等加工工業、造
船產業。韓國的敏感產業有農水產業、能源產
業、服裝和紡織等加工工業。中國的敏感產業則
包括化工產業、汽車產業、電子信息產業、機械
設備產業、金融業、零售業、中高端製造業和運
輸設備。對於日本和韓國而言，產業及出口產品
的高度同質化也令兩國在談判中博弈的難度不
小。此次談判結束後，下一輪磋商將於年底在日
本舉行，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將在克服障礙中向前
發展。

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入「深水區」

剛過去的「英超」球季冠軍曼聯（Manchester United）

訪港作友誼賽一場，曼聯粉絲和一眾球迷當然都會熱

情歡迎，據說有些擁躉甚至從內地或外國飛來以求一

聚。港府和足球界人士也很重視，做了各種適當準備

以迎貴賓。

可惜天不作美，連日大雨傾盆，以致香港唯一的可

容數萬人的大球場水浸，球場大部分變成爛地，匆忙

中鋪上去的砂粒竟又混上貝殼甚至玻璃碎片，以致原

定與本港傑志的友賽幾乎流產。可幸，球賽當日天公

放晴，陽光普照，球場水分蒸發，加上管理部門想盡

辦法搶救，球賽可以如期舉行，獲得廣大球迷和市民

讚賞，完成了體育界的一件盛事。

影響香港形象非小事

事前事後港府和體育界都對球場十分關注，特首和

民政事務局局長親臨現場視察並向市民作出解釋，不

單止對大球場此次澇害發表意見，而且循此也論及香

港體育場地的發展和展望。據說，數年後啟德體育城

將會落成，會有另一個大型的草地足球場，但是這幾

年內，可以容納數萬觀眾的球場就只此一個，因此，

如何維護此場可供正常使用便成了急需解決的課題。

有關人士提出，球場已老化無用，或有提出草地積水

難排草已老朽，應該重鋪。想不到一場球賽和一個球

場惹起了港府和港人如此關注，幾份報章竟然發了

「社評」。事緣由此問題引申，大家會論及香港的民生問

題和國際形象，情非事小。

不負所托圓滿完成大球場首次鋪草工程

本老農息耕多年，現下只是稍作經營方寸的自留

地。回想約二十年前，曾致力於蹠耒。1994年香港大

球場重建，愚負責的公司中標分判執行球場首次鋪草

工程。工程時間緊迫而且要求甚高。球場的基礎建設

由總承建進行，我公司則負責輸入表土及最重要的草

皮鋪裝工作（因時間緊迫不容直播草籽）。由於該年國

際欖球七人賽準備在新建的球場舉行，此乃國際盛事

亦是本港體壇及市民生活中的大事，球場的質量十分

重要。我等簽了合約接受任務後也很重視，緊密注意

工程進度全力進行準備工作。由於基礎的排水設施及

疏水工程並非我等負責，所以我們的重點內容是保證

表土和草皮的質量，要非常優質並且在工程進行過程

中完全保證符合規格。我公司專業人員盡力尋找優質

表土資源及安排輸送程序，我本人則偕同伙伴往南

海、番禺、中山一帶遍覓良草。二十年前園景事業不

似現時發達及先進，幾經辛苦才在小欖一地找到一位

農戶可以及時生產所需的草皮。基礎工程完成後，我

們立即進場，密鑼緊鼓爭分奪秒，輸入表土鋪上草

皮，過程中層層細節認真貫徹，記得我們由於沒有草

地打孔機械，要厚 臉皮親往黃泥涌峽木球會商

借，承他們義助，那就是那天在電視上看到類似的

在大球場活動的打孔機車，為我們鋪下的草皮壓實

並打孔。我清楚記得，不單止民政署的官員經常來

監工，欖球會的洋人也常來視察叨嘮，因為欖球員

與草地接觸比足球員還親密，如果有尖銳砂石往往

便會遭擦傷。他們很細心檢查場地，不但要絕無貝

殼、玻璃碎片等物，甚至對砂料的顆粒直徑也有一

定要求。結果我們不負所托，達標完成任務，欖球

賽如期上演，為重建的大球場揭開序幕。幾天賽事

下來，草地完整無缺。我們抹了一額汗，歡慶工作

圓滿完成，鋪草合約也遂滿意交貨。場地於是奉回

康文署由他們保養。此後的故事，大家在近日來媒

體的報道中可知，只不過報道都沒有提及大球場的

第一塊草皮的來歷和故事。

管理草地球場並不容易

一塊草地球場，尤其是在亞熱帶季風和颱風區，加

以使用頻密，要保持良好狀態確實不易。首先是排水

要暢通，要求基層排水系統好，每層的砂石底土要達

標合格，表土質量腐殖質和有機質適當，草種要合

適。至於場館的通風採光等則要依賴建築師的專業知

識水平；草地的經常性保養維修則要拜託管理人員，

內容包括保持土壤和透氣疏水、灌溉施肥、病蟲害防

治以及場地的合理使用。有人問：香港跑馬場的草地

經常使用為什麼狀態仍這樣好？實際上，第一，跑馬

場的草跑道最常用部位可以用木欄調整，而且還有砂

跑道可供練習和惡劣天氣時使用；第二，跑道的剖面

建造得很科學而且用料高級，草種經專門研究擇優配

套，先天條件十全十美；第三，馬會對草跑道有專家

及專門隊伍護理，器械農藥肥料配套齊全，後天的栽

培養護亦臻至善；第四，賽馬每年並非全年進行，頻

密使用之後有一段休養期可使植物復原生長。稍為了

解一下一塊良好的草地所需，對症下藥，自然可以得

到改進的良方妙計。歐美可以見到不少漂亮宜人的草

坪，他們說，要照顧一片靚麗草坪，功夫不比管理一

片花園少。

一場動人賽事 一座驚心球場

特區政府施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的狙擊，什麼
政策都受到阻撓，反對的原因，並不是這些政策
損害廣大香港市民的利益，而這些阻撓，又恰恰
關涉廣大市民要求特區政府拿出具體政策和方案
去解決的問題。發展新界東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蘋果日報》發表社論，極力主張「既然新
界東北發展一波三折，當中又耗用大量公帑，向
原居民及囤地的人輸送數百億元利益，政府實應
暫時擱置計劃。」也有反對派的論者說「新特首
將帶 『不民主的原罪』上任，特區政府的管治
將倍加艱難。中央政府為了支撐無認受性和嚴重
失效的特區政府，將對香港的管治事務愈陷愈
深，變為實際上接管香港，越俎代庖，完全違反
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和原意。香
港將成為中國政府沉重包袱，『一國兩制』模式
實質上提早宣示失敗。」

否定憲制 忽悠香港

這一種論點，就是把當前香港對抗的局面完全
歸咎於《基本法》，說《基本法》是行不通的，

《基本法》45條規定循序漸進推行民主也是不應該
的。除非普選行政長官，才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房屋問題可以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可以解決，行
政和立法的對立可以解決，香港競爭力下降的問
題可以解決。

他們漠視了一種實際情況。回歸以來，一些政
黨從來就不承認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從來是掛
兩個招牌，一個招牌是政黨，另一個招牌是支聯
會，他們從來不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紀念日，從
來只是在7月1日舉行反對特區政府的遊行示威。

是否將來推行了行政長官普選，香港的反對派
立即擁護中央的主權，擁護《基本法》，擁護《基
本法》23條立法，尊重和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他們今後的主張是否就不會把香港
引導到「香港本地立憲」、「公投」、「去中國
化」、「中港邊界不能模糊」、「跨境的大型工程
應該落馬」的局面？看來未必。

有人更加說，如果中央政府有任免行政長官的
權力，即使選出了陳水扁，也沒有所謂。因為5年
之後，選民就不會再選舉他。何況，中央政府也
可以半途就把他罷免，安全得很。是否如此，原
來提出這些論斷的人，也不相信。他們舉出了如
果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方案，得不到反對派的三
分之一的票數的支持，香港就會政治制度原地踏
步，這樣就被人視作「完全違反了『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的政策和原意。香港將成為中國政府
沉重包袱，『一國兩制』模式實質上提早宣示失
敗」。若果香港選出了一個陳水扁，然後中央又把
他罷免掉，反對派和外國勢力會怎麼說？還不是
說：「這是假選舉，中國政府違反承諾，『一國

兩制』已死」，更何況是反對派早已經準備了「佔
領中環」的後 ，到時候號召起義，進行顏色革
命，豈不是更加糟糕？所以，「不民主原罪論」
和「選了陳水扁一樣可罷免論」，都是脫離實際
的，忽悠香港的。《基本法》45條早就寫上了行政
長官如果普選，就執行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
產生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偏偏這些論者就是要否
定憲制文件的安排，認為按照提名委員會產生的
行政長官就是要背上「不民主原罪」。

須尊重法治 勿背離民意

有關的論者其實心裡有兩條原則：第一，反對
派的候選人一定能夠入閘；第二，反對派的候選
人一定要在普選中當選行政長官。如果實現不
了，那麼就是「中國政府違反了普選的承諾，

『一國兩制』失敗」。
但是，他們就是不承認《基本法》，不承認中央

政府在政治制度改革中的主導權和實際任命權。
他們一定要製造一種中央任命權和香港選舉權互
相衝突的局面，證明「『一國兩制』失敗」。任何
選舉，任何政治制度，都要按照憲法辦事，才能
有可操作性，以保持政局的穩定，保證經濟的發
展。如果衝擊憲制，抵觸憲制，另搞選舉制度，
其實是製造動亂，製造憲制危機，就會後患無
窮，給香港市民帶來極大的損失。香港的民意調
查顯示出，大多數人希望2017年的選舉按照《基
本法》行事，這正是維護香港經濟繁榮、民生樂
利之道。另外一項調查也表明，有69.33%教師認
為「佔中」不可能迫使中央取消提名委員會，只
有13.12%認為可以，而63.77%教師贊成按《基本
法》規定設計特首普選方案，14.68%表示不贊
成。尊重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論者反對提
名委員會，離開了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基本法》
45條和附件一提出任何建議，可行性不高，也完
全背離了民意。

「不民主原罪論」企圖否定《基本法》

韋　剛

徐　庶

汪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每年都會對中國的城
市進行競爭力調查，香港過去多年在城
市競爭力都排名第一。競爭力的背後有
文化、經濟、社會等因素，香港能否長
久保持較高的競爭力？香港要怎樣方可
以保持競爭力呢？我們在具有競爭力之
餘又怎樣以此作為城市行銷的內容呢？
這些問題都是要我們進行思考的。競爭
力本身有 品牌效應，我們應該好好利
用本身的競爭力進一步推銷香港，這樣
才是充分利用本身競爭力的「正道」。

城市可以藉 各種不同的行銷方式，向
外傳達自身的特殊和優越條件，並且建立
獨特的城市形象，來進一步提升競爭力。
將一個城市作為市場導向的產品來推銷，
並不是新鮮事物，例如德國的漢堡在1996
年進行都市改造來進一步提升城市的競爭
力。整體的做法是將城市的基礎建設、觀
光名勝、都市形象等，向潛在的目標市場
進行推銷之餘進一步鞏固現有的市場。為
此政府必須為城市增加其吸引力及提高城
市形象，讓「受眾」了解城市的獨特性。

內耗拉後腿 推銷力不足

近年韓國政府在推銷其城市及文化方
面，成績突出。韓國城市文化，包括電
視劇、食品、服裝，尤其是音樂及舞蹈

（一個大叔騎馬舞就是例子，使韓國城市
文化更為世人熟悉），讓我們感受到「韓
流」的「衝擊」及「影響」。香港過去的

「文化」輸出也有其獨特之處，香港的電
影、音樂及次文化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及
吸引力。這些都是我們競爭力的一部
分，有必要進一步提升。可惜，現在香
港政界忙於「內耗」及互相「拉後腿」，
政府也沒有周詳的推銷香港的計劃。我
們看到鄰近地區的首長常粉墨登場為其
城市「賣廣告」，例如台中市市長胡志強
出現在為台中市旅遊宣傳的廣告中。筆
者不是說一定要梁振英特首為香港拍廣
告，然而，怎樣向外宣傳及推銷香港，
也必須要有周詳的計劃。現時雖有資源
投放在這一方面，不過沒有整合力量，
效果不佳。特區政府有駐外辦事處，也
有旅發局和貿發局等機構在外介紹香
港，但推銷力度還是不足。

每一個城市都應為自己進行定位，即品
牌、意象及認同的具體表現。在城市發展
的過程中，城市定位本身就是「形象商
品」，是城市推銷策略的一環。城市往往
可以藉 舉辦節慶嘉年華與大型活動，硬
體上打造體育及文化設施。近日大球場由
於草地問題而淪為國際笑話，設施管理也
要進行檢討。軟件方面則以文化藝術為主
軸內涵，來創造城市獨特的風貌活力，來
達致推銷城市的目的，這也是提升地區創
意特色與本身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在回歸16年後
也應該再擦亮一點，使其更加明亮發
光。把「香港」作為品牌來經營及推
廣，更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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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須為香港打造城市品牌，增加吸引力並提高

城市形象，以加強香港競爭力。

大球場這幾天成了本地熱門話題，如今之計，大球場確實要下決心重

鋪和稍為改革硬件。此工程至少要半年，這期間一方面可與有關使用者

商量安排，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他較小型的地區球場。同時，啟德體育城應優先興建球場，

而且要妥為設計，要因時因地因人制宜，要實際適用，使香港這國際之都不要貽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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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和反對派認為，因為梁振英是「小圈子」選舉產

生，所以就沒有公信力，所以政府提出什麼方案和政策，都不應

該付諸實行，都要進行反對，除非香港出現普選行政長官。事實上，這些論者就是要否

定憲制文件的安排，認為今後按照提名委員會產生的行政長官，也是要背上「不民主原

罪」。然而，尊重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論者反對提名委員會，離開了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基本法》45條和附件一提出任何建議，可行性不高，也完全背離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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