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大陸海峽兩
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
與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林中森在上海舉行兩會恢復協商以來的第9
次會談，並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簽
署。大陸市場空間廣闊，將為台灣業者進軍大陸市
場帶來新的契機，提升台灣服務業競爭力，大陸老
百姓也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務品質，對雙方是互惠雙
贏。
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兩岸自2008年開始推動經貿

正常化及自由化最具指標性的協議。兩岸服務貿易
協議開啟了兩岸在傳統製造業之外，台商進入大陸
內需巿場的關鍵，對台灣具有實質效益。長期以
來，香港在兩岸關係發展中有㠥非常特殊的地位和
作用，特別是在兩岸經貿往來方面。《海峽兩岸服
務貿易協定》的簽署表明台灣的服務業今後將進一
步擴充大陸業務，可充分利用香港的現代化服務，
配合發展需要，在兩岸關係發展中找到新增長點。

香港可為台灣提供平台
應該看到，香港擁有獨特的區位優勢和深厚的港台

淵源，始終是兩岸之間溝通、交流、合作的視窗、橋
樑和平台。回歸祖國後，港台關係更成為兩岸關係重
要又特殊的組成部分。港台兩地繼續保持和發展民間
交往，保持和發展海運、空運直航，繼續保留台灣駐
港機構。這些對於密切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加
快人流物流與直接「三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進
作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也為台灣未來的和
平統一予以借鏡和鼓舞，對台灣起到一定示範作用。
2009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香港和台灣均造成

重大衝擊，雙方積極謀求合作共渡難關。台灣當局
及民間亦期盼改善和強化與香港的交流，利用香港
作為區域和國際金融、航運、服務中心的重要角
色，為台灣參與區域整合提供平台。台灣民眾則希
望通過與香港交流，豐富兩地互動內涵。港台在加
強金融合作、促進港台交流互利互惠、「共建東方
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化兩地股市合作、推動指數股
票型基金（ETF）跨境上市、共同編制兩岸三地代
表性指數、推動台資銀行在香港的19家分行經營人
民幣業務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港台優勢互補共謀發展

香港參與大陸經貿等互動經驗豐富，可發揮先行先試作用，為
兩岸深化交流合作提供示範。香港當前正成為連接兩岸金融市場
的「大集市」，未來則將繼續在資本市場、資產管理、人民幣國
際化等方面為兩岸金融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香港擁有全亞洲最先
進發達、最具有效率的金融服務業和運輸業，培養了大批了解大
陸、具有英文能力，並且清楚西方商業模式的專才，為世界各地
企業提供優質服務。早在2009年10月，香港特區政府發表的新年
度施政報告就提出，將積極開展港台在經濟、文化、民生等各方
面的合作。時任特區政府官員還明確表示，港台之間可以服務業
為主調，加強兩地的經濟合作。
據報道，在《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中，大陸對台灣開放共

80項，以最大的力度開放服務市場，使台灣服務業有更大的發展
空間；台灣對大陸開放共64項，雙方市場互為開放，涉及商業、
通信、建築、分銷、環境、健康和社會、旅遊、娛樂文化和體
育、運輸、金融等行業。業內人士認為，《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
定》的簽署，有利於推動兩岸服務貿易正常化和自由化進程，相
互開放服務業市場，港台優勢可互補，共謀發展。

港台合作符合共同利益

誠然，香港的現代化服務業擁有獨特的優勢。港台合作既符合
共同利益，又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港台亦應全面提升兩地的經
貿關係，增加港台政策的確定性和延續性。在中央的支持下，香
港現在已可發展人民幣貿易結算和發行人民幣債券。以香港長久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經驗，相信可以在兩岸人民幣結算業務中扮
演積極的角色。值得關注的是，兩岸「三通」推動兩岸三地經濟
整合進入新階段，逐漸形成了「兩岸三地經濟圈」，隨㠥相互間
資金、物流、人員往來更加頻繁，區域資源配置更加優化，香港
在區域金融、服務中心等方面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為順應兩岸同胞民意，促進大陸居民赴台旅遊持續發展，經兩

岸協商，大陸赴台個人遊新增13個試點城市。香港可充分發揮兩
岸三地「一程多站」所帶來的機遇，爭取香港的旅行社在內地經
營赴台的業務，以及積極研究進一步發展三地「一程多站」的航
空及郵輪旅遊。可以相信，港台兩地合作互利共贏的趨勢不會改
變，兩地應該把握當前大陸和亞太地區發展的難得機遇，增強互
信，更有效地推出一些能夠切實惠及港台民眾的安排，共創雙
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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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口教師」林慧思在辱警事件發生後，一直
裝出一副「含冤受屈」的樣子，博取同情，與她當
日潑婦罵警的形象有天淵之別。但實際上，她暗
地裡卻策動社民連黨友和激進派人士還以顏色。
事後，不少家長致電及去信校方投訴林慧思的行
為，為了保住教席，她隨即發動一些激進派人士
去信校方支持她，導致校方電子郵箱差點癱瘓，
激進派甚至準備好統一的內容和信封，供一班支
持者隨手就可寄出信件，他們更威脅學校不能懲
處林慧思，否則就是政治打壓，他們就會對學校
展開一連串報復行動。結果林慧思完全不用受
罰，恐怕將來不少教師都會參考林慧思的經驗，
只要激進就有了「免罪金牌」。
在穩住教席之後，林慧思及激進派人士隨即展開

了反擊行動，目標主要針對兩個：一是警方，二是
家長團體。於是《蘋果日報》之流不斷將事件責任
推卸到警方身上，指林慧思當日的醜態完全是因為
警方偏幫青年關愛協會造成，因為警方當日只是以
封鎖線圍㠥衝突雙方，沒有馬上將「青關會」人士
拘捕，沒有馬上為法輪功騰出地方讓他們繼續宣傳
及進行「解剖騷」，所以林慧思的發飆是可以理
解，是仗義出手云云。可謂顛倒黑白，莫此為甚。
對於所有衝突案件，警方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將雙方

分開，再調查事件，但當日警方才剛圍起封鎖線，
這位一直在法輪功身邊的林慧思就跳出來直指警方
偏袒，但問題是衝突的原因並非林慧思一個人說了
算，不是法輪功所做的就是真理，難道這樣就可以
公然以粗口辱罵警員？在事件中，外界看不到警方
有任何做錯的地方，林慧思搗亂罵警完全是借題發
揮，怎推卸得了責任？
事後不少家長團體都表達了關注，甚至連教協

也發聲明表示林慧思行為不當，不敢「力撐」其
行徑，原因是眾目睽睽下粗言穢語不論用哪把尺
都絕不能接受。為此，家長團體發起遊行集會支
持警方執法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林慧思卻與
社民連在網絡上發表大量抹黑家長團體的文章及
圖片，其父親林森成更日日在facebook指責警方及
批評家長團體，更呼籲激進派人士出來還擊。這
種做法似曾相識，對於外界不同或是批評的聲
音，激進派的故伎就是將他們污名化、妖魔化，
配合《蘋果日報》的造謠抹黑。這次家長團體仗
義執言，自然成為激進派重點打擊的對象。經過
近一個星期的動員，在周日的家長團體集會上，
激進派公然以暴力來打壓其集會自由，高聲叫
囂，不文手勢，喊打喊殺，目的只有一個，就是
不讓他們說話，最終導致集會草草收場，這與黑

社會恐嚇市民有何分別？
由此看來，這位林慧思並不簡單，不但將個人失

德扭曲成針對警方事件，更策動激進派對不同聲音
開火，而她自己則一直在幕後指揮，讓一班憤青為
她衝鋒陷陣。然而，這次事件表面上是一宗辱警事
件，但反映的卻是近年激進反對派不斷衝擊警權，
打壓不同聲音的趨勢。香港警隊的專業、克制、禮
貌一向深受國際社會稱道，如果社民連等憤青在美
國或韓國公然辱罵警員衝擊警隊，警員立即可以武
力制服，並且控告他們侮辱警察，但在香港，警員
不斷受到激進人士的挑釁、羞辱，卻只能忍氣吞
聲，甚至在網上訴苦，也隨時被別有用心者去警察
投訴科投訴。在香港，真正的動輒得咎正是一班警
務人員，這是香港法治社會的莫大諷刺。
警隊是香港的法治基石，但近年屢屢受到激進反

對派的衝擊，反對派的借題發揮，警權已在不斷退
後，如果最終令警員因為怕被追究而不敢執法，讓
激進派有恃無恐，香港還是法治社會嗎？還是市民
安身立命之所嗎？林慧思的事件讓全港市民看清一
個事實，就是警隊目前正受到激進反對派的挑戰，
市民應該為警隊提供支持，這不是為了警隊，而是
為了市民自身的利益，不能讓激進反對派無法無天
下去了。

辱警恫嚇家長 香港還是法治社會？

在西方唱衰中國的人士中，有一位美國著名經濟學

家特別引人注目，他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

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作為諾貝爾獎經

濟學家克魯格曼帶頭唱衰中國，既具有較大的煽動

力，也具有較大的欺騙性。克魯格曼不僅帶頭唱衰中

國，而且一直堅持唱衰中國。他唱衰中國不但沒有提

升其學術地位，反而使其頭上的諾貝爾獎光環黯然失

色。因為克魯格曼唱衰中國的同時，還為美國政府如

何制裁中國出謀劃策。從其打前鋒的程度看，不啻為

美國政府的御用文人。但不知為何，他並不被小布什

前總統和奧巴馬總統重視重用？這實在耐人尋味。

中國「崩潰論」被無情戳穿

說克魯格曼唱衰中國，並非是筆者的主觀臆斷，而

是中外不少學者的共同看法，其中也不乏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例如施蒂格利茨、蒙代爾等批評克魯格曼

唱衰中國的觀點和論點。現僅以7月23日美國《福布

斯》雜誌上的一篇評論克魯格曼的文章為例，管中窺

豹，可見一斑。該文作者史蒂芬．里伯開宗明義地

說：「唱衰中國的人錯了。」克魯格曼說中國正走向

嚴重崩潰，過度建設，面臨大規模信貸危機，不能再

指望靠廉價勞動力維持高增長。他認為：「中國增長

的引擎已燃油耗盡，噴氣式飛機將摔到地上。」克魯

格曼一直不厭其煩地詛咒中國要崩潰，只是有時候把

話說得冠冕堂皇些，還用經濟學理論進行包裝。然

而，這些都逃不過智者的慧眼，被無情地戳穿。

史蒂芬．里伯在《克魯格曼說中國錯了，正如他當

年說新加坡錯了一樣》中指出，早在1994年克魯格曼

就曾預斷，新加坡即將耗盡所有潛在資本和勞動力資

源，隨時會倒下。克魯格曼不僅對新加坡，對當年的

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香港、台灣也曾武斷預言

會同新加坡一樣走向「崩潰」。歷史事實早已戳穿了

克魯格曼的偽科學預測。儘管當年的「四小龍」和當

今崛起的中國龍相比已風光不再，但「四小龍」非但

沒有崩潰，而且都靠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效率，跨過了

中等收入陷阱，繼續在向前發展。因此，里伯相信，

如同新加坡一樣經歷快速增長非凡時期的中國，依然

可以依靠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效率來實現持續增長和繁

榮。更何況，中國比當年的「四小龍」擁有更多更強

的促進生產力和生產效率提升的因素和堅實基礎。

中國可實現持續增長和繁榮

克魯格曼詆毀中國經濟、詛咒中國崩潰，雖然使用

了經濟學術語，祭起了經濟學理論幌子，但仍然不能

掩飾其政治偏見和意識形態本性。不管他自覺與否，

他已成為西方仇華反華勢力的先鋒。上文提到，克魯

格曼唱衰中國，說中國正走向嚴重崩潰的「理論」依

據是，他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瑟．劉易斯的模

型可以解釋中國嚴重衰退、崩潰的原因，因為中國過

度投資、過度建設、過度使用廉價勞動力的快速不平

衡增長，將導致「中國模式即將碰壁，而且是像長城

那樣厚的牆壁」。

針對克魯格曼的論點，世界銀行前中國業務局局

長、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在英國《金融時

報》7月23日發表題為《不平衡增長將助中國避免衰退》

的文章，作出有理有據有力的反駁。黃育川旗幟鮮明

地指出，克魯格曼僅憑「劉易斯模型」，認為「中國經

濟需要迅速再平衡以避免嚴重衰退。但這種說法理解

有誤。同許多人一樣，克魯格曼將再平衡視為解決『中

等收入陷阱』之道」。事實並非如此。亞洲「四小龍」和

日本，這些經濟體都

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

不平衡增長，並沒有

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中國似乎也在

經歷這種過程。實際

上，只有不平衡經濟

體成功躋身高收入行列，而『落入陷阱』的拉美經濟體

和止步不前的東南亞國家都有平衡的增長模式。」黃育

川尤其強調：所謂更平衡增長意味㠥工資或消費增長

更快的主張根本就不能成立，「危險的是，通過人為刺

激消費和過早進行再平衡，中國有可能失去提高生產

率的機會。生產率的提高可以通過更加有效的城鎮化

進程所推動的改革計劃及讓私營部門充分發揮潛力來

實現」，更何況中國的新型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

化、中西部大開發，以及企業的創新升級等都會推進

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只要中國政府實施必要的

改革，實現生產率提高，2020年前中國將成為世界最

大經濟體，並能輕鬆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筆者十分贊同黃育川的觀點，而且堅信：中國的成

功、中國的發展道路，還將再次證明：再平衡不是可

持續增長道路上的內在目標，而是副產品。這必將會

改寫被不少人奉為經典的經濟學某些過時陳舊的理論

和觀念。

作為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帶頭唱衰中國，既具有較大的煽動力，也具有較大的欺騙

性。然而，克魯格曼詛咒中國的「崩潰論」，即使把話說得冠冕堂皇，用經濟學理論進行包

裝，這些都逃不過智者的慧眼，都被無情戳穿。筆者堅信，中國經歷快速增長非凡時期，依

然可以依靠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效率來實現持續增長和繁榮。

唱衰中國 克魯格曼錯了！

為什麼越來越多大陸音樂選秀節目能夠引起兩
岸三地樂迷的共同關注？不是因為這些節目籌辦
得多麼華麗，而是因為這些節目凝結了兩岸音樂
文化的共同回憶。大陸音樂選秀節目轟動兩岸三
地這個現象，清楚呈現了兩岸三地交流的深化，
既折射兩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滲透
中取長補短，這是兩岸三地文化互動的一個現
象。明白事理的人其實都很清楚，香港一些人
「去中國化」就像「台獨」一樣，都是只能搞一
些小動作的假議題，並不能真正做到。相反，若
是我們能認清楚「中國化」在當今世界的競爭
力，從而積極作為，則兩岸三地可以共贏。

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是歷史大勢

其實，台灣和香港的電視節目和流行歌曲也曾
在大陸大行其道，早些年，港台電視劇和綜藝節
目在大陸處於黃金時代，近些年《康熙來了》等
一些綜藝節目仍在大陸擁有廣大市場。兩岸三地
文化的勃興，就在於開放視野下的交流、融合與
創新。同文同種，文脈相通下，兩岸三地間的文
化交流是歷史大勢。兩岸三地以及整個華語文化
圈中，依賴的正是開放之下的交流去承繼中華文
化，去延續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
上世紀隨㠥大陸的開放，港台流行歌曲進入大

陸，讓大陸民眾感受到流行音樂的魅力，成為大
陸歌手的流行樂啟蒙老師。幾乎每一個想成功的
港台流行歌手，都把大陸作為他們的主打市場之
一。台灣的蘇芮、羅大佑、李宗盛等，香港的張
國榮、譚詠麟、張學友、劉德華、陳奕迅、李克
勤 、梅艷芳、陳慧嫻、莫文蔚、陳慧琳、林憶蓮

等，都為大陸歌迷傾情奉獻了許多好歌。大陸李
谷一等率先使用流行歌曲唱法，朱明瑛、成方
圓、沈小岑、程琳、鄭緒嵐、蘇小明等以第一代
歌星的面目出現。80年代中期，大陸歌手和音樂
人開始模仿借鑒港台音樂人的創作手段和舞台風
格。到了90年代，大陸流行樂壇開始和港台同
步，兩岸三地的流行樂基本上臻於融合。
這期間，對大陸流行樂發展影響最大的台灣音

樂人有鄧麗君、劉文正、梁弘志、羅大佑、齊秦
等。當時的劉鄧風靡全中國，歌手也無不以模仿
兩位的演唱為榮，「男學劉文正，女學鄧麗
君」，成為當時大陸的口頭禪。羅大佑的作品隨
㠥劉文正、鄧麗君等傳到大陸，並且被大陸許多
歌手翻唱。齊秦的歌被大陸和香港很多大牌歌星
翻唱，像劉歡、屠洪剛、張國榮、黃凱芹、甄妮
等。從齊秦開始，台灣很多創作型歌手像童安
格、張雨生、李宗盛等也帶㠥自己的原創歌曲專
輯闖進大陸音樂市場，為大陸的原創歌曲繁榮樹
立了一塊里程碑。
有香港歌壇教父之稱的顧嘉煇，創作了超過

1,200首作品，他創作的中式小調流行曲，開闢了
中國流行音樂新的紀元。黃霑是公認的香港「詞
壇教父」，寫出2,000多首歌曲，其中《上海灘》、
《笑傲江湖》為「經典中的經典」，被冠以「流行
歌詞宗匠」。顧嘉煇和黃霑對兩岸三地流行音樂
的互動發揮了巨大影響力。
就延續中華民族的文化脈搏而言，當今兩岸三

地樂壇走「中國風」的歌手比比皆是。所謂「中
國風」類型的歌曲並不是今天才有，也並不是從
周杰倫才開始的。20世紀30年代，黎錦暉等一批

早期的中國流
行音樂創作人
就在探索流行音樂的中國風格。繼黎錦暉之後，
陳歌辛、黎錦光和姚敏的音樂掀起了中國流行音
樂文化的第一個高潮，造就了一大批早期流行歌
手，並為我們留下了一大批膾炙人口的經典之
作。上世紀80年代有香港黃霑的《上海灘》、
《滄海一聲笑》，台灣梁弘志的《但願人長久》，
以及中國大陸「西北風」原創風潮；90年代，兩
岸三地很多流行音樂也帶㠥很濃的中國元素。
21世紀台灣流行音樂對大陸造成極大影響力的

是周杰倫，周杰倫靠㠥從西方舶來的曲風，加上
方文山操刀「中國風」的歌詞，風靡兩岸三地。
周杰倫在一系列中國風格的歌曲中大量使用揚
琴、二胡與琵琶作為襯底音樂，如《東風破》、
《七里香》、《煙花易冷》、《青花瓷》、《千里之
外》等，塑造輕靈淡雅的儒人氣息，旋律優雅和
緩，具有濃郁古典中國風。

兩岸三地詮釋中華民族情感世界

大陸音樂選秀節目加強了三地文化藝術的資源
分享，開拓了兩岸三地在文化藝術領域全面的、
深入的互動局面。大陸勝在市場大、資金多、文
化底蘊深厚，因此出現文藝界「港台開花、大陸
結果」的現象並不為奇。特別是兩岸三地的年輕
世代正以他們的自然方式，表達一些共同的生命
體驗，這不但是兩岸三地的文化現狀，也是兩岸
三地文化的未來，這個趨勢不斷發展下去，兩岸
三地將以更溫柔的文化體驗來詮釋同屬中華民族
的情感世界。

蒯轍元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楊
孫
西

兩
岸
服
貿
協
議
促
進
港
台
服
務
業
合
作

激濁清揚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從音樂選秀節目看兩岸三地文化互動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資深時事評論員

大陸的《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中國最強音》等音樂選秀節目掀起

熱潮，這些節目不僅包括了兩岸三地的歌手、導師和學員，參賽歌曲更包括了

兩岸三地各個歷史時期膾炙人口的歌曲，這些節目之所以火爆，是因為凝結了兩岸三地音樂文化的共

同回憶。大陸音樂選秀節目爆紅台灣，讓民進黨和親綠媒體心裡很不是滋味，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稱，

這是大陸對台灣的「統戰」，要台灣民眾警惕大陸對台「入島、入戶、入腦」云云。而在香港，極端

本土主義也指兩岸三地文化的互動，是大陸文化對香港文化的入侵云云。但大陸音樂選秀節目轟動兩

岸三地這個現象，清楚呈現了兩岸三地交流的深化，台灣綠營人士和香港的極端本土主義者應該放下

仇恨與恐懼，好好正視這些節目所呈現的兩岸三地文化的微妙互動現況。

時評強志

■楊志強

■蒯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