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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時間，
全球頻頻出現類似
「北京意欲控制俄羅

斯油氣資源」、「中國是美國和俄羅斯的共同敵
人」、「北京很快躍升為太空第一強國」、「恐
怖分子將於近期對美國實施恐怖襲擊」、「華盛
頓向國民發出旅遊警告」、「美國罕見關閉22個
國家使領館」、「中國政治野心不亞於100年前
的美國」等聳人聽聞的「強震撼」新聞，頻率
之高、速度之快，均前所未有。根究新聞來
源，均來自白宮；分析真假，「水分」含量極
高。探其原由，凸顯「恐嚇術」已經失靈驗，
為了渾水摸魚，轉而頻頻施放「煙霧彈」、實施
挑撥離間戰術。
二戰以後，美國憑借自己的軍事、科技和經

濟優勢，經常對他國實施恐嚇、「制裁」。誰只
要被扣上「損害美國利益」的帽子，就會招來
無名打壓，甚至遭受滅頂之災，白宮也就達到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標。但在今天，不僅莫
斯科敢於高調為斯諾登提供庇護、在敘利亞問
題上抵制華盛頓，尼加拉瓜、委內瑞拉、玻利
維亞等拉美國家也無懼白宮的恐嚇，公開和美
國叫板。華盛頓已經意識到昔日「百發百中」
的「恐嚇」戰術，今天已經起不了作用。為了
轉移民眾對監控事件的不滿，白宮於是頻頻導
演出台了「含水量」極高的「震撼性」新聞。

俄羅斯讓美國傷透腦筋

華盛頓近日發出公告，稱從攔截的「基地」
組織電子通信顯示，恐怖分子將於近期對美國
實施恐怖襲擊，警告美國民眾不要到外地旅

遊。美國還罕見關閉22個國家的美國使領館，
以保證「安全」。白宮在與中國政府的人權對話
中，不顧事實，也無視自己在種族歧視等嚴重
人權問題，反指責中國人權狀況嚴重惡化。美
國參議院甚至通過「譴責中國行為」法案。國
會山上的議員則旁敲側擊，要提案對俄羅斯實
施經濟制裁、並停止美國和俄羅斯的系列外交
活動等。所有這些，都顯示美國企圖將水攪
混。
俄羅斯決定給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庇護

前，美國官員就放出空氣，稱庇護斯諾登將損
害兩國關係。但俄羅斯的行動給華盛頓一個非
常清楚的事實：俄羅斯不會按照華盛頓「設
計、引導」的方向前進。莫斯科因美國在歐洲
部署反導系統一直和美國鬧得不愉快；俄羅斯
反對美國推翻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也讓美國傷
透腦筋。其實，不僅莫斯科敢於利用斯諾登事
件向華盛頓叫板，美國自己「培養」的伊拉克
政權，也無視白宮的警告和反對，讓伊朗使用
其領空運送武器支持敘利亞政權；搖搖欲墜的
阿富汗政權，也公開反對美國與塔利班和談。

白宮心理變得「氣急敗壞」

從美國總統奧巴馬、國務卿克里和司法部長
的講話可以看到，華盛頓對莫斯科的公開威脅
和私下要求，都無法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俄羅
斯關於斯諾登的最終決定表明，美國對俄羅斯
實施的「恐嚇」已完全失敗。依據俄羅斯法
律，斯諾登獲得政治避難後，可以保證不會被
驅逐出境，不會在違背其個人意願的情況下被
遣返美國。普京還充分利用斯諾登事件，屢屢

取笑華盛頓，一邊稱斯諾登必須停止損害「我
們的朋友美國利益」，一邊又嘲諷美國送來「及
時大禮」。俄羅斯不僅不怕斯諾登可能帶來的麻
煩，反而覺得能夠借此攻擊美國，是件十分過
癮的事。
白宮對俄羅斯向斯諾登提供避難表示「極度

失望」後，美國媒體、「學者」和相關政府官
員就相互配合，出台「中國正企圖控制俄羅斯
的自然資源，華盛頓應同莫斯科聯手制止中國
在亞洲的擴張」，拋出「美俄應該聯手抗華」主
張。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齊默爾曼的「莫斯科
和華盛頓的『共同威脅』是中國」、「中國的政
治野心並不亞於100年前的美國」、「亞洲力量
平衡正在向不利於美國和俄羅斯的方向改變」、
「美國應該同俄羅斯建立戰略聯盟以抗衡中國的
實力」等言論，凸顯白宮心理已經因為斯諾登
事件而變得「氣急敗壞」。

「恐嚇」失靈 華盛頓頻放「煙霧彈」

1963年夏，我第一次與林福孫先生見面。

正於醫科第二年求學的我，正在圖書館埋頭苦讀。突然，

高年級文科的宿生趕來，號召到學生會開會。原來宿生對一

段時事，極度不滿，正商量有所表示。事情是這樣的：九龍

半島現稱將軍澳的地方，當時稱「西貢坳」，當地人愛稱「七

號墳場」（確實沿山脊頗多墳墓）的地段，建有好一批無牌木

屋，住 上千的貧民。市區發展，老是給貧民製造麻煩，限

令兩周內全部搬出。

上世紀六十年代，殖民政府保守得很，制定政策便要求絕

對遵守，不容許任何干擾。大學內同學大都懦弱怕事，對社

會問題充耳不聞。七號墳場遷拆，竟打動了大學生的良心，

一下子得到了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和幾間「書院」的響應，

浩浩蕩蕩，遠赴西貢坳，給貧民義務遷拆、築路、搬運等。

幾天之內，隊伍自主成立了「大專社會工作服務隊」，是為香

港殖民時代的第一次、第一個學生服務組織。

我身體又瘦又弱，擔當不起搬運，自然被編到修路組。修

路組的領隊非常專業，要求又高。據說，他在美國讀的是建

築，因此對小工程頭頭是道。那人高個子，額前頭髮稀，說

不正宗廣州話，凡事要求準確，改正你，但亦容得下錯誤。

解釋錯漏之前總是格格兩聲笑。那人是新亞書院輔導長，同

學們盡力依照他的吩咐和建議去做。據說他從美國來了不

久，人人都能看得出，因為作風確實不同。他帶了妻子和幼

兒來工地，本地人哪會這樣做。林福孫先生便是如斯的大專

親善大使和技術指導。50年前的那段日子，留給人的印象便

是這麼深刻。

大專服務隊之後也經過頗一些寒暑。林先生據聞到了英國

牛津大學，研究文化大革命。當醫生的實在慚愧，天昏地暗

攢的都限於一個皮囊。林先生倒真了得：讀建築、又神學、

又哲學、又社會革命，我們欣羨不已。

突然，林先生回來了。而且一家老少，準備到四川家鄉去

親歷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多麼轟動的決定。今天要算浪漫，

當日是令人詫異的決心。

很多年後，林先生返港，經營集運箱，為我國剛開展的航

運企業作實務。之後又經營旅舍、電腦等等，都以關注國家

需要為目的。

我們殷切希望，林先生一家的文革經驗，能經他的筆墨加

以細述。結果他寫了中國發展的分析。我們未能看他的革命

歷史，至今仍殷切期望。

小學女教師「爆粗罵警」事件，通過不同渠道發酵

後，引發軒然大波。支持與反對陣營近3,000人，日前

分別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行集會，但集會最終演變成

衝突，癱瘓整個行人專用區。

事件令人擔心，類似的情況，將會不斷上演。如果

到明年7月，學者及政團發起萬人「佔領中環」，而

「反佔中」的團體，又發動支持者到場表態，雙方在

街頭怒火對峙，再加上數目難以預計的旁觀者，場面

想必難以控制。所謂的「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最終

會否以癱瘓香港經濟命脈及釀成流血衝突收場？

「佔中」後果難以控制

今次發生兩陣營在街頭對峙事件，場面非常混亂，

癱瘓整個行人專用區，嚴重影響居民生活及商舖做生

意，更有記者及示威者被推跌，險象環生。西洋菜南

街近銀行中心一帶的店舖，下午兩時許相繼落閘，直

至人群散去才重新營業。不少商戶向我反映，單日生

意額大跌，損失不菲。

對於香港近日的情況，我是擔心的。當前香港面對

的情況是，社會變得愈來愈政治化，明明是小事一

樁，卻透過不同渠道無限發酵，贊成和反對兩陣營的

對立和矛盾，一發不可收拾。

香港很快便要展開政改諮詢，我們都知道，現實

上，沒有一個方案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如果這種

「非我即敵」的風氣延續下去，怎能產生一個各界都

可接受的政改方案？

我認為，不同政見的黨派都應該深思，是否應該讓

兩陣對峙的情況，一直發酵下去？是否想看到政改停

滯不前，但市民卻打到頭破血流？我們的社會，的確

需要多一點包容，多一點尊重。小事化大的風氣，應

該是時候叫停了！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應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邀

請，與全體立法會議員午宴。這是回歸16年來，首次

有中聯辦官員與全體議員飯敘交流。我樂見大家的溝

通大門打開，並期待香港的政改困局能有所突破。

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如果大家都能夠藉對話尋

找出路，才是香港人最大的福氣。

另外，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運作，亦急待政府有關方

面檢討。旺角行人

專用區設立多年，

原意是減少人車爭

路情況，保障行人

安全，令市民和旅

客逛街消費暢通無

阻。可是，近年行

人專用區除被電訊

傳銷攤檔及賣藝人士佔用外，更經常舉辦論壇和集會

等活動，將行人路塞得水洩不通，其混亂嘈雜的環

境，令商戶及居民難以忍受。

我認為，行人專用區的運作，除考慮不同團體舉辦

活動的需求外，亦必須考慮行人安全、居民及商戶訴

求，以及環境市容等因素。

近日，有社會人士建議檢討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

間，我認為值得研究。更重要的是，有關部門在批准

不同團體舉辦各類活動前，亦應充分評估活動性質、

參與人數、需要佔用的面積，以及可能產生的噪音問

題等，盡量減低集會對居民及商戶的影響，避免釀成

不必要的衝突。

對於香港近日的情況，我是擔心的。當前香港面對的情況是，社會變得愈來愈政治化，明

明是小事一樁，卻透過不同渠道無限發酵，贊成和反對兩陣營的對立和矛盾，一發不可收

拾。香港很快便要展開政改諮詢，我們都知道，現實上，沒有一個方案能滿足所有人的要

求。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如果這種「非我即敵」的風氣延續下去，怎能產生一個各界都

可接受的政改方案？我認為，不同政見的黨派都應該深思，是否應該讓兩陣對峙的情況，一

直發酵下去？是否想看到政改停滯不前，但市民卻打到頭破血流？我們的社會，的確需要多

一點包容，多一點尊重。小事化大的風氣，應該是時候叫停了！

和平集會受衝擊 警惕「佔領中環」

最近， 隆集團陳啟宗批評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理財未能「應使
則使」，而曾司長又在網誌上說明已向綜援、生果金、長者生活津
貼和傷殘津貼受助人多發一個月津貼，有110萬人受惠。又強調商
界、社福界、學術界和政界各有不同的主張，特區政府已經盡力
而為了。

特區政府理財原則不算保守

其實，香港在回歸前、回歸後都貫徹審慎的理財原則。根據楊
奇主編的《香港概論》的介紹，從1974年起，財政司郭伯偉就以
過去財政預算的經驗，概括了「五項財政預算準則」。1981年繼任
財政司夏鼎基對有關比率作了調整。該準則是：
（一）經常收入最少為總支出的88%（夏改訂77%）；
（二）經常支出不得超過經常收入的80%（夏改訂85%）;
（三）經常賬盈餘最少為非經常支出的60%（夏改訂33%）；
（四）經常支出不得超過總支出的70%（夏改訂65%）；
（五）非經常收入最少為非經常支出的20%（夏改訂33%）；
在上述比率中，前三項郭伯偉比夏鼎基嚴格，後兩項夏鼎基比

郭伯偉嚴格。香港基本法第107條的理財原則也許就是根據有關比
率提煉出來的。然而，如將香港回歸後的財政預算與上述預算準
則相比照，即使前三項採用夏較寬鬆的標準，後兩項採用郭較寬
鬆的標準，大部分預算數據都未能滿足。到底甚麼原因，特區政
府未曾說明，其實這是應當值得解釋的事。
回歸後，香港特區似乎採用了兩種預算準則，特別是近幾年和

未來預測的預算尤其如此：一是採用公共開支相當於GDP百分之
二十的比率；二是採用財政儲備不低於GDP百分之三十的比率。

以過去的比率來衡量，特區政府已算不保守了。但以當今發達
國家的財政來看，似乎偏於保守。例如法國公共開支佔GDP
53%，德國44%，美國39%，日本37%。雖然香港特區的國防、外
交事務由中央負責，給特區省下不少錢。但只要控制好經常支出
與總支出的比率，20%的比率是可以考慮突破的。財政儲備的情
況也是如此，量入為出只要求至少預留一年的政府開支，但現在
已經至少超過一年半了。

借鏡新加坡開發土地

這些錢應當怎麼用呢？筆者認為應當用以開發土地，填海造
地，有長遠的打算。在這方面香港遠不如新加坡。香港現在的土
地面積只有1100平方公里，比回歸時增加了不到3%。但新加坡
1960年時的面積是582平方公里，2013年已達到704平方公里，到
2030年將達到804平方公里。70年之內增加了220多平方公里，增
加了接近四成，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香港也有這樣的成就，
則堆填區將不再是問題。即使不用「辣招」，香港的房屋問題也就
不難解決了。
香港還可以化害為利，開闢新的財源。丁屋建築面積的僭建已

有40多年的時光，豪宅地積比率擴大的僭建有更長的歷史。由於
牽涉到數萬個家庭，回歸前的港英政府也不敢處理。回歸後，處
於弱勢的特區政府反而要解決，進行懲罰、拆除回填。在筆者看
來是不自量力，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當然，弱勢政府如採用適
當的辦法，也可以變成強勢。特區政府應當考慮採用以下一整套
政策：（一）非刑事化；（二）不必回填，也不必拆除，以免增
加房屋供應的緊張，但要按市場價格補地價。（三）補地價所得
款項拿來扶貧、開拓新市鎮、興建公屋、解決房屋、 房等問
題。特區政府此舉不但會得到廣大市民和立法會的支持，而且會
得到數萬戶僭建者的歡迎。這樣一來，弱勢的特區政府很快就強
勢起來了。而財政儲備在短期內就可以從7,000億突破萬億了。
香港學術界不喜歡短期紓困措施，希望能有長期的解決辦法。

政界則要求解決香港短、中、長期的問題，不論是否可能。社福
界唯恐扶貧不足，以提高福利開支的比重為己任。但商界又擔心
走向福利主義，而希望政府再增加在醫療、教育和基建的投入。
而筆者以上的建議，雖然未必能滿足社會上的全部要求，但至少
是為解決上述大部分問題創造了條件。在實踐中，前面的三個關
鍵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林健鋒 立法會議員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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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的媒體似乎很重視「民意」，對各種機構作出的「民意
調查」，往往重視報道，照本宣科，廣而報之。除了報道，還
作出種種解讀評論，這些評論負面的偏多，能鼓勵士氣，提
倡正能量的鮮見。對於「民意」，筆者也來議論議論，無非想
拋磚引玉。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水者就是民意，是各方爭取的對

象。民意關係政府政策、施政能否順利推行，特首及問責官
員自然非常重視；立法會議員不論是建制派還是反對派，都
在意民意走向，因為民意直接關係選票，得不到民意支持，
即無法進入議會。
民意本來源自民眾的意見和看法，但是，民眾的看法往往

又易受各種傳媒的左右，受到某些輿論牽制。從這個角度
看，對社會上各種「民意調查」就要非常小心了。「民意調
查」是一門科學，但是若由帶有偏見的機構和團體來進行，
設計帶偏見誤導的問題，結果就會出現偏頗。較早前的關於
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調查問題設計，就引起過社會爭論。有問
題問：「你覺得你是香港人？」另一問題是：「你覺得你是
中國人？」然後將「覺得是香港人」的數據大肆發揮，說多
少人不認是「中國人」，離間港人與內地的關係。其實，中國
人就包含了香港人，香港人就是中國人，硬將兩者對立起
來，問題設計本身就有嚴重錯誤，結果只能誤導人。同時，
調查的樣本數據太少，問幾百人就算一個調查，根本不具代
表性，難怪這些調查結果往往自相矛盾，對同一樣事情得出
截然不同的結果。
「民意調查」須得法，要嚴格科學、真實可靠、實事求

是，調查要能真實地反映出香港的社會整體的情況，才能使
市民信服，具有公信力。香港市民要擦亮眼睛，對各種機構
的「民調」既要重視，又不可輕信，以免被人誤導。
前些時候內地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劇《尋路》，描寫中國共

產黨如何尋找「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成功之路。當年毛澤東
這個正確主張，在民主投票時常被否定。就是說，這個正確
主張未被多數民意所接受，使中國險些兒尋不到出路。歷史
事實再次證明，有時真理並不掌握在多數人手裡。上世紀70
年代，因為鄧小平等領導人堅持真理撥亂反正，引導民眾改
革開放奔小康，中國才會有今朝的雄厚綜合國力和前所未有
的國際地位，這也說明了民意需要正確引導。
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講過：「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

需要。」民意與世潮都要重視，才能找到適合的發展方向。
期盼我們的特區政府、立法會、媒體既要重視民意，也要成
為洞悉世潮的俊傑。作為「一國」之內的香港特區，更應該
正確引導民意，齊心共圓「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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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

「應使則使」與公共理財原則
宋小莊 法學博士

■白宮不時向全球放出「煙幕」消息，在國際

間挑撥離間，凸顯美國過去的「恐嚇術」已經

失靈。

筆者無意介入官商之間的爭

拗，有錢應當怎麼用，本來就

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沒有絕對的錯，當然也沒有絕對的

對。關鍵的問題是：（一）公共開支應當相當於GDP多

少百分比才能與GDP的增長率相適應？（二）財政儲備

應當達到甚麼水平？（三）香港基本法規定的量入為

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是否要在具體收支上體

現？

篇惑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