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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羅河畔、
位於開羅市中
心 的 解 放 廣

場，周圍是中央政府大廈、國家博物館、
阿拉伯國家聯盟、尼羅河酒店，是埃及第
一廣場，這裡的一舉一動都影響㠥埃及和
世界。2011年春天，在美國的鼓動下，埃
及人在這裡起步，推翻白宮的貼心盟友穆
巴拉克。最近，亦是在美國的慫恿和默許
下，埃及軍人軟禁了民選總統穆爾西，並
將穆兄會打入「另冊」。現在，支持和反
對「政變」的埃及人在廣場上對抗，使廣
場變得很不平靜、血腥濃濃。埃及軍人清
楚，推翻穆爾西是得到白宮的首肯才取得
成功，軍政府必須聽從白宮指揮，才能繼
續獲得資金和武器支持。

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是石油，是能源，要
保證這些利益，美國需要以色列做先鋒，
以色列的安全也就成為美國的當然利益。
原埃及總統穆爾西因表示「優先維持國家
情勢穩定」，要求「美國支持他的變革，
改善民生」，犯了白宮「一切從美國中東
大局出發」的大忌，被奧巴馬進行了「手
術」，日子變得很不好過。根據奧巴馬的
指揮，中情局不僅與埃及軍人會談，並與
反對派協調溝通，埃及於是又進入了災難
深淵。軍事政變成功後的埃及，根本沒有
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所有行動必須服從
華盛頓，左右開羅解放廣場未來的仍是美

國利益。

美國式民主猶如卡通片

民主、人權是華盛頓最常喊的口號。
但民主標準卻很不正常，白宮順眼的是
民主，即使像沙特阿拉伯等眾所周知的
專制國家，也被美國裁決為「民主」國
家。而美國看不順眼的伊朗，則被列為
獨裁、邪惡軸心，並通過不同場合、手
段加以打擊。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曾
經被美國冠以中東「民主鬥士」而大加
讚賞，但在2003年又被美軍當作獨裁國
家，給予致命打擊。伊朗在並不太長的
時間裡嘗試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待遇，顯
示「美式民主」的標準很不一致、反覆
無常，猶如是瞬息萬變的卡通萬花筒。

伊拉克薩達姆早期在美國情報部門和軍
方支持下，帶領復興黨推翻原政府，登上
總統寶座，所建立的政權也被華盛頓冠以

「民主政權」。薩達姆掌權後，在華盛頓的
授意下，和伊朗打了8年的仗，成為美國打
擊伊朗的最佳工具，成為五角大樓的武器
購買大客戶。兩伊戰爭結束後，這位梟雄
又被白宮以「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莫須
有罪名，慘遭攻擊，並將其送上絞架。美
國曾經用「特別手段」在中美洲推翻了包
括巴西軍事政變等11個民主投票選舉出來
的合法政府，導致中美洲人民承受了巨大
災難。

隨心所欲瞬間「朋友」變「敵人」

伊朗石油產量居世界第四，地處歐亞
非三大洲的連接處，為兵家必爭之地。
二戰後，伊朗國王巴列維緊緊依靠美
國，王室政權被華盛頓視為「民主」國
家而大力支持。巴列維依靠美國提供的
軍事人員和武器援助，擊潰了佔領伊朗
北部的蘇聯軍隊，將俄國人趕出伊朗，
完成了對伊朗的全面控制。在美蘇「冷
戰」期間，巴列維跟隨華盛頓，「堅定
地」站在美國一邊，是白宮的「好朋
友」。美國為了控制伊朗的石油，將高
度專制的巴列維王國列作「民主」，巴
列維王室政權需要美國的支持，兩個

「民主朋友」緊抱在一起。
1979年2月，什葉派精神領袖霍梅尼

不滿美國對伊朗資源的操控，趁巴列維
到美國度假的良機，發動政變，輕鬆地
推翻了美國一手扶持的巴列維政權，宣
佈成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霍梅尼政府
隨後廢除了美國在伊朗的所有特權，使
美國支持巴列維政權的政策遭受到徹底
失敗。從這個時候起，華盛頓不僅將伊
朗列為獨裁國家，後來更加定性為「邪
惡軸心」。伊朗革命後，因為不將美國
當一回事，或者說根本不聽華盛頓的
話，瞬間變成是美國的敵人，兩國關係
直至今天都處在緊張對立之中。

美國利益左右開羅解放廣場近年西方傳媒、大行及部分學術界
不斷散播消息，唱淡內地經濟及股市
前景。不少香港市民和評論員，對他
們發放的言論和消息，不加思索、照
單全收，乃是「思想奴才」。現時內
銀股市場和當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
部分港人的心態，能給讀者一些啟
示。

內銀股是西方傳媒和大行近年造淡
的對象之一。它們指，中國經濟增長
放緩，市場對內銀的貸款需求逐漸減
少，地方債務和內地銀行的壞賬情況
嚴重，如同無底深洞。一些大行(如高
盛)近年大幅減持內銀股，加深市場憂
慮。

然而，種種跡象顯示中國的金融和
銀行體系仍然穩健。首先，人民幣不
斷升值，匯率屢創新高。假若一國的
金融和銀行體系行將出現嚴重問題，
投資者對當地經濟前景失去信心，便
會大量拋售該國貨幣，幣值必然暴
跌。如早前歐債危機瀰漫，歐元的受
沽壓力加深，匯率急挫。反觀中國，
人民幣匯率不跌反升，是內地金融體
系將出大問題的徵兆嗎？

再者，這些年大行沽出的內銀股，
大部分由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
吸納，牽涉金額達數百億港元。「淡
馬錫」是世界知名的主權基金，年均
回報率理想，表現超卓。若然中國內
銀行業如西方所言般不濟，「淡馬錫」
如此超卓的機構怎會願意大手吸入？

同類事件，亦見於港英時代。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不少本地及
西方傳媒不斷渲染「九七陰影」，指
香港回歸後，本地經濟將一落千丈，
大量內地同胞湧入，貪污盛行，民主
自由受壓。於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掀
起移民潮，當時不少港人辭去高薪厚
職，低價賣掉物業，申辦移民，連根
拔起離開香港。

回顧歷史，上述言論不攻自破。八
十年代至九七中期，正是香港經濟騰
飛的黃金時代。如果當時本地和國際
大投資者，對香港前景失去信心，理
應大量拋售港元、套現買入他國貨
幣。惟當時港元匯率一直保持穩定，
維持在一美元兌七點八港元的水平，
已知這些人罔顧事實，錯誤移民。

此外，當不少港人廉價賣出樓房移
民時，一些大地產商默默買地作長線
投資。筆者有朋友從事圍欄鐵閘工
程，他指某大地產商於八九十年代在
本港買入大量土地，當時他接到不少
這間公司的訂單，要求在其新買的土
地外圍加上鐵欄，以免外人進入。這
間地產商現在成為香港最大的地主，
業績輝煌。

在做投資決定前，宜細心察看事
實，而非「耳食」，「專家」說什麼
便信什麼。而作為評論者，如不慎
思，把西方的言論和消息搬字過紙，
投資便容易吃虧，對自身和讀者均無
益處。

一、為民進黨探索兩岸交往道路

繼2009年到大陸宣傳世運會後，陳菊此次再度訪問

大陸，目的主要是邀請天津、深圳、廈門和福州等城

市市長出席將在高雄舉辦的亞太城市高峰會議。陳菊

此行還有更深層的含意，當然是肩負為民進黨找出更

好的兩岸事務交往的方式和道路。陳菊接受媒體採訪

時坦言，兩岸關係4年來不斷溝通與發展，她所屬的政

黨也提出很多善意。她希望兩岸關係能從了解階段走

向理解，讓兩岸交流更深化。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也

以正面態度看待陳菊訪問大陸之行，認同兩岸城市之

間的交流很正常，可促進兩岸交流，是值得鼓勵的事

情。

近期民進黨人士與大陸的接觸交流越來越頻繁。上

月初，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率團赴香港展開與大陸智

庫的聚會，促成備受關注的「紅綠會」，並赴深圳與國

台辦主任張志軍會面，受到兩岸輿論的高度評價，稱

讚謝長廷為民進黨的「先行者」，為民進黨與大陸交流

作出突破性的嘗試，創出有利「民共」增進了解互動

的新路。此次陳菊「登陸」也有異曲同工之意。陳菊

也與張志軍會面。張志軍強調，這些年兩岸關係發展

的事實充分說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條正確道

路，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我們一貫支持兩岸城市

交流與合作，歡迎和鼓勵台灣各黨派人士和更多縣市

長參與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來，成為兩岸關

係發展的正能量。

陳菊出任高雄市長以來，注重以務實的態度與大陸

交流，肯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及兩岸人民密切交流互

動，並以此作為高雄市政府努力的方向。值得留意的

是，此次訪問大陸，陳菊在公開場合都以「中國大陸」

稱呼大陸，與4年前以「中國」稱呼明顯不同。有分析

指出，陳菊願意以務實的態度面對中國大陸，或許可

為民進黨走出一條不同的路。像謝長廷、陳菊等在民

進黨內地位崇高的重量級人物相繼訪問大陸，進行良

好的溝通交流，雙方互相表達友善的態度，釋出更多

溝通的誠意和善意，不僅對「民共」交流是好事，更

有助兩岸和平穩定發展。

二、承認「九二共識」才能突破困局

近年來，兩岸在堅持「九二共識」基礎上迅速融

合，兩岸三通、大陸旅客赴台個人遊及EFCA等互惠政

策不斷落實，兩岸同胞分享到越來越多兩岸關係改善

的紅利，「九二共識」日益受到台灣主流民意的認同

和擁護。相反「台獨」聲音在台灣島內逐漸失去空

間。民進黨連續輸掉兩次「總統」大選，外界大都認

為輸在民進黨的兩岸關係政策無法贏得民眾的信賴。

民進黨智庫副執行長游盈隆坦言，民進黨若不敢面對

敏感的兩岸問題，選舉注定失敗，若繼續犯同樣錯

誤，2016年執政同樣無望。由此可見，民進黨兩岸政

策的癥結，仍然是其「台獨」理念。民進黨中人應該

明瞭，大陸的最後底線就是不允許「台獨」，而「九二

共識」則是兩岸建立互信的基礎，是兩岸關係的寶貴

資產。只有認同「九二共識」，堅持「九二共識」，才能

為台灣海峽開太

平，為兩岸人民謀

幸福。

三、台灣大多
數民眾認同
「九二共識」

中共十八大已將「九二共識」寫入政治報告，不僅

顯示「九二共識」在兩岸交流的重要性，也代表「九

二共識」是兩岸深化合作的堅實根基。陳菊此行指

出，民進黨如果要在兩岸關係上承擔更大責任，就必

須讓民眾了解：民進黨有能力承擔責任，有能力異中

求同。台灣大多數民眾都認同，堅守「九二共識」有

助穩定台海局勢，推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台灣民

眾的利益福祉亦維繫於此。民進黨能否在兩岸關係上

有所作為，向民眾展示自己的能力，是時候在兩岸政

策作出明智的定位。

民進黨應把握謝長廷、陳菊等黨內開明人士「登陸」

營造的機遇，認真審視如何在承認「九二共識」的基

礎上，以務實進取的態度，緊跟時代潮流和民意背向

檢討兩岸政策，以存異求同的態度帶來新的政治曙

光，開啟與大陸互動交流的新局面，突破民進黨無法

融入兩岸和平發展的困局，避免前途暗淡的命運，為

建設兩岸共同的家園、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積

極貢獻。

台灣高雄市長陳菊近日訪問天津、深圳、廈門和福州4城市，其間，也與張志軍會面。張志

軍強調，歡迎和鼓勵台灣各黨派人士和更多縣市長參與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來，成

為兩岸關係發展的正能量。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表示，大陸對民進黨的政策沒有變化，民

進黨不改變「台獨」立場，就不會與其進行黨際交流。近期綠營人士頻繁「登陸」，以友善累

積更多的友善，以友善營造更多的友善，有利增進兩岸互信了解，促進兩岸和平穩定發展。

民進黨應擺脫舊思維，在新時代、新潮流下，以智慧和勇氣承認「九二共識」，在此兩岸主流

民意認同的大原則上，重新訂出新的兩岸政策，為民進黨及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帶來新氣象。

陳菊「登陸」營造友善 民進黨需承認「九二共識」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日前在電台上提到
「普選目標非公民提名」的言論，引起
了不少迴響。本來，政改方案各自開價
並無不可，但卻引來「人民力量」的極
度不滿，先有「人力」前主席劉嘉鴻
在「真普聯」會議上與民主黨副主席
蔡耀昌互罵十多分鐘；及後劉慧卿在

「前㡊」時的老部下，現任「人力」副
主席的甄燊港更率領支持者到立法會
向劉慧卿叫板，批評她「無恥政棍含
血噴人」，甄燊港更在報章上撰文指劉
慧卿「卿本佳人」，言下之意就是「奈
何作賊」，把她罵個狗血淋頭，「人力」
更摩拳擦掌的表示要再發動狙擊民主
黨的行動。然而，現在並非選舉期，

「人力」又再玩弄狙擊民主黨騷，確實
是耐人尋味。

開火一為私怨二為向民主黨施壓

事實上，自從黃毓民權鬥落敗，憤然
退出「人力」之後，蕭系人馬全面掌控

「人力」，再也不用持續黃毓民時代的政
策，也沒有繼續「四面樹敵」的必要，
因此有與民主黨修好之意，但不旋踵又
再拿民主黨說事，將劉慧卿的言論借題
發揮。如果即將又有選戰，「人力」的
做法一點都不出奇，因為狙擊民主黨本
來就是其選舉的主政綱，如果沒有了這
個政綱，他們與社民連還有什麼分別？
論激進更及不上社民連，所以每逢選舉

之時，狙擊民主黨的大旗就會再次搬出
來。但現在的情況卻不同，「人力」這
次攻擊並非是出於選舉考量，而是出於
兩個目的。

一是出於前㡊中人的私怨。早在劉慧
卿仍擔任前㡊召集人之時，甄燊港已經
追隨左右，但劉看重的卻是擔任秘書長
的陶君行，並將大小事項一併交由陶處
理，而陶甄兩人也因為權力問題而引發
不少鬥爭，而劉慧卿多偏幫陶君行。隨
㠥前㡊聲勢不斷下挫，劉慧卿及後帶領
一班親信加入民主黨，但要注意的是，
劉慧卿只是以個人身份離開，並不是將
前㡊併入民主黨，而前㡊也一直在甄燊
港領導下苟延殘喘。黃毓民創立「人民
力量」後四處招降納叛，看上了甄燊
港，並將前㡊納入為其中一個團體，至
此甄燊港開始逐步擔任「人力」的重要
崗位。早前更因為助蕭系逐走黃毓民有
功，成為「人力」副主席的實權人物。
現在權力有了，自然是要報復當年被劉
慧卿打壓之恨，而過去前㡊其實一直也
有攻擊劉慧卿，現在既有權力也有口
實，又怎會放過打劉的機會？

擺脫激進派綑綁推進政改

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人力」要
藉打擊劉慧卿向民主黨施壓，要將他
們與激進路線綑綁起來。為什麼這樣
說？因為劉慧卿的講話其實透露了一

個重要信息，就是民主黨並不堅持所
謂「全民提名」，只要有反對派候選
人能夠入閘就可以，這個說法與李柱
銘早前提出的建議內容相若，姑勿論
其方案是否完全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但至少是較激進派及其
他反對派政黨提出的更有誠意，尊重
了本港的憲制，也有利之後的政改討
論。然而，激進派卻對此反應激烈，
原因並非是什麼符合國際標準與否，
而是擔心此舉會促成各方共識，令政
改可能有機會通過。這對於激進派來
說自然是難以接受，必須撲殺於萌芽
之時，並且通過對劉慧卿的狙擊，嚇
唬其他反對派人士不敢再提出符合憲
制以及較可行的建議，將反對派綑綁
在一起，提出一個違反基本法的政改
方案，最終迫使政改破局，本港政制
再次停頓，這樣他們才有了活動的空
間。他們自然不容有任何協商出現。

因此，現在真正阻礙政改的，正正是
一班激進派人士，他們千方百計要打擊
協商，堅持提出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的方案，都不是為了香港的普選㠥想，
而是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現在的情況
很清楚，反對派中人如果真心促成政
改，首要就是與激進派切割，不要再被
他們綑綁，否則任何商討都會面對無日
無之的抹黑和狙擊，對劉慧卿開火不過
是開始，反對派是時候作出抉擇了。

「人民力量」為何向劉慧卿開火？

姚志勝 全國僑聯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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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前
總 理 李 光 耀
在 迎 來 下 月

90大壽之際，推出新書《李光耀觀天下》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提出「人
口統計會左右人們的命運」，強調老齡化
將使經濟失去活力。他更指對日本前景
感到「極為悲觀」，認為人口驟減使日本

「走向平庸」。
這次李光耀也提到，新加坡與日本同

樣面對生育率低，但新加坡與日本分別
在於新加坡肯吸納移民，而日本卻實行

「鎖島閉族」，力求保持「大和民族」的
單一性。目前新移民佔新加坡人口的三
分之一，據統計2011年新加坡人口為531
萬，其中常住人口只有382萬，目前新加
坡每年約需引進2萬移民以保持人口穩定
及經濟競爭力，另外，更出台多項措施
如「陪產假」和提供住房優惠及現金獎
勵，以提高生育率及市場競爭力。

人口驟減使日本「走向平庸」

根據日本政府統計，日本出生率連
年創新低，2011年約有一百零五萬
人，而2012年則有一百零三萬嬰兒出
生，創下日本戰後最低紀錄，而同一
時期死亡人口卻高達125萬人，人口的
自然增減就讓日本這一年的人口總數
減少了20萬人。

人口下降最為直接的惡果是老年化更
為嚴重，在日本，不論是65歲以上的老
年人比例，還是75歲以上的老年人的比
例都創歷史新高，一直居世界第一。但
65歲以上的老年人的比例，佔日本總人
口四分之一，由此可見，日本必將逐漸
走向「衰老的國度」。

反觀中國的人口，雖然中國是擁有十
三億人的大國，但也面對㠥與日本的相
同問題，2012年出生人口1635萬，死亡
人口966萬，比2011年年末淨增669萬人。
不少分析指中國人口總和於2015年見

頂，2020年將步入老齡化社會，據人口
普查資料，中國人口將在2018年左右開
始負增長。到2040年左右，新中國第二
次嬰兒潮出生的人口進入大規模死亡階
段，此時中國人口由於新生兒童不足而
加速崩塌。人口是經濟的生命載體，經
濟無非就是人口的生產創造和消費，若
出生率低，導致人口崩潰，也意味㠥經
濟社會發展將面臨危機。中國一直實行
的計劃生育一孩政策，大大減緩了中國
人口總量的進一步增長。

解決人口問題須多管齊下

近日有消息指中國衛生計劃生育委員
會計劃適度調整生育政策，外界對中國
會否意味㠥將放寬一孩政策充滿期待，

《華爾街日報》論述中國早就應當放寬獨
生子女政策，這樣做雖然無法立即解決
勞動力萎縮的問題，但將為未來數十年
的經濟奠定更好的基礎。不過筆者認
為，調整放寬一孩政策需按部就班，慢
慢逐步放寬，不能說放寬就放寬，以免
引致其他的社會問題。出生率高低必需
要顧及長遠人口政策規劃，以及解決長
遠房屋所需。

分析認為，一般在出生率提高後，
短期內或許可以提振消費、減少儲
蓄，因為嬰兒的食品和學費支出將增
加，但這些的變化及影響，需要經過
一段時間才能滲透到勞動力市場。其
實，要解決人口問題，政府可以考慮
多方面的措施，例如延長退休年齡。
目前中國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0
歲，根據工作性質不同，女性退休年
齡為50或55歲。不少數據顯示，現今
人類因醫學科技等日益發達，已愈來
愈長壽，所以延長退休年齡是值得考
慮的，這樣一來可以維持穩定的勞動
人口，二來也可減輕長者因退休後，
政府需要顧及其生活的補貼、醫療，
甚至住屋等的福利及援助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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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志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