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建設在20世紀

90年代以後走過了迅猛發展的20年。截至2012

年，我國城鎮化率已超過50%。依據國際經

驗，未來20年中國仍處於城鎮化的快速推進

期。

迎來新型城鎮化的高速發展

中國的城鎮化建設在行政手段的大力推動下

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隨之產生的土地利

用率偏低、房地產過度發展、社會服務發展滯

後、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

過去的城鎮化過度偏重物質空間的城市化。

現在我國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與世界大

城市比較，基礎設施和城市形象毫不遜色，能

夠使每一個市民驕傲；但是交通堵塞、房價高

漲、食品安全、空氣霧霾、水體污染問題卻讓

人們失去了在城市的幸福。

我們的城鎮化建立在大量資源消耗的模式之

上。基於房地產高速流轉開發模式的城市土地

利用的低效、粗放、高速度的蔓延擴張，使得

城市中就業、居住分離，出現大量生活在車輪

子上的城市，城市交通系統無法支撐，造成了

大量的能源浪費問題、空氣污染；城市中的水

資源、垃圾廢物管理粗放，地表水體的污染、

地下水的嚴重超採、雨水防洪系統的滯後帶來

了大量城市病。

面對如此多的問題，在未來10年內，新型城

鎮化發展模式必須創新，將以產業發展、人口

就業作為核心推動力，以更有效率、更具包容

性為目標，兼顧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

展。在城鎮化的體制機制上，與前兩階段依靠

政府行政手段為主要推動不同，新型城鎮化將

更多創新，更多採取市場化的方式，讓企業成

為主體。在這一過程中，通過深度整合社會資

源，注重城鎮產業經濟，特別是二、三產業的

擴展和升級，同時關注城鄉統籌發展以及城鄉

生態環境建設，以更可持續的模式推動中國城

鎮化發展。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大背景下，以往以房地

產企業為主體的、簡單粗放的「圈地蓋房」的

老路將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參與新型城鎮

化的企業應同政府、居民形成夥伴關係，參與

到產業、社會、環境發展，參與到大區域的規

劃、開發、運營的全過程中去，從傳統的開發

商逐步成為城市綜合運營商。

企業應扮演好三種角色

而企業如何能適應這一新角色的要求？個人

認為主要應扮演好三種角色：第一，新型城鎮

化的規劃創新者。這裡指的規劃，包含產業規

劃、空間規劃、制度規劃，根據地方政府對區

域發展的總體要求，以產業規劃為指導，實現

空間佈局、生態、社會服務、智慧城市的綜合

統籌，實現職住平衡，宜居宜業，使原住民成

為「新市民」，從而實現真正的人的城鎮化。

第二，新型城鎮化的資源整合者。一個新城鎮必須是功

能的混合體，不能再出現單一功能的臥城。新型城鎮化開

發建設，需要產業、居住、商業、學習、休閒娛樂等不同

功能的合理配比，這就需要對新型城鎮化涉及的國內、國

際兩個市場，企業、政府兩種資源，農民、市民兩方利

益，行業內外兩種力量進行深度整合，通過城鎮化的平台

將不同社會資源引入到開發建設中來。過去這些完全由政

府主導的過程，現在需要企業和政府共同去找到這一過程

背後的商業契機，打造新商業模式，以打造一個功能混合

的新城鎮，並由此帶動城鎮的產業升級、解決就業問題。

第三，新型城鎮化金融創新的探索者。與傳統的房地產

開發不同，企業參與新城鎮建設涉及行業多，需要的資金

量大。而在國際國內宏觀局勢正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傳

統單一的融資渠道也將越來越不能滿足新型城鎮化建設的

需要。因此，如何有效的運用新型金融工具，盤活社會資

源，將是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基礎。發行基金的方式支持城

鎮化建設、並展開金融服務的輕資產模式，為公司開闢新

的利潤增長點，也將成為城市綜合運營商面臨的重大課

題。

未來20年，中國仍將有3億人口進入城市，加上解決好

過去10多年已進入城市3億人的老問題，任務艱巨、責任

重大，但是也充滿了新的機遇。如何能真正提高城鎮化質

量，為這些新的城市人口創造出更有效率和包容性的城市

環境，除了政府主導外，還需要有責任、有抱負的社會企

業的積極參與。 （本文轉載自《人民日報》）

這篇報道給人第一個印象，就是《蘋果日報》和fb發

展業務合作，建立互相推廣宣傳的關係，所以，充滿

商業色彩的大「鱔稿」，居然成為了頭版頭條新聞。

《蘋果》吹水說平均每10人就有6人使用fb，用戶佔人口

比例冠全球。《蘋果》還賣膏藥，說因fb功能相對較

多，方便與不同人聯繫。港人常用的WhatsApp可發短

訊及傳相，但fb稱得上為個人網站，所以在港很受歡

迎，還說企業在電子商貿中，利用fb可達致宣傳效用云

云。黎智英正大力投資電子新聞，宣傳動新聞的點擊

率有多高。但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許多年青人

就不再購買報紙了，去看手機報紙就可以了。投資以

億元計算，怎樣能夠把這些金錢收回來？到現在仍沒

有一個答案。《蘋果日報》的銷售數目，一直下跌。

於是，有人希望從網上銷售去發展業務，通過fb群組，

可以散播商業消息，可以進行網上銷售，希望能夠找

回成本。

《蘋果》圖靠fb開拓財源？

但是，手機上網，特別是透過fb上網，也有許多風

險。根據英國《衛報》披露更多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

諾登提供的監控計劃細節，美國國家安全局一項更大

規模的網絡監控計劃，幾乎涵蓋所有網上訊息，監控

範圍包括電子郵件、網站訊息，甚至聊天紀錄和私密

訊息亦可輕易截取，而情報人員就可在無須授權情況

下，取得相關資料。所有這些手機的芯片密碼、fb網上

的「下載你的信息」(DYI)工具，就好像後門，讓別人

自由進出，有些朋友下載了他們的facebook賬戶信息，

與之聯繫過的人的郵箱地址或電話號碼都會受到牽

連，被監控者掌握，並且進行實時的監控。

直至2008年，美國當局透過XKeyscore成功逮捕超過

三百名恐怖分子，破案的過程，就是根據所有的通話

紀錄或者互相發送短信和圖片，特務機構可以掌握某

個人曾經和什麼朋友有過電子信息的聯繫，接 可以

順藤摸瓜，掌握這個群組的所有成員的手機號碼和IP地

址，然後可追查到這些成員曾經登上什麼互聯網，閱

讀過什麼訊息，他又使用什麼名義（包括化名）發表

過什麼網上的言論，掌握了每一個人的言論，也同時

掌握了每一個人的政治和思想情況，然後再使用特務

手段控制每一個社會成員，幾十年之後，如果某某人

要參加選舉，情報部門就可以準確地把要打擊的對象

所有材料翻出來，進行狙擊。

這些材料包括，金融和財政往來，和女朋友談情說

愛的紀錄，親密的照片，通話所在的位置，所有通話

的紀錄和順序，這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立即全面曝光。

美國情報部門一直說，所有的材料都用作對付恐怖主

義，除此之外，他們就不會進行監控。是否如此，天

真的人當然會相信。但是，只要看一看香港每逢選

舉，《蘋果日報》就有大量的醜聞爆料，就知道事情

極不簡單。只要掌握了互聯網和手機的訊息，美國及

其傀儡，就可以控制各地的政治和選舉，選出美國能

夠控制的政治體制。

防範美國盜取港人私隱

無獨有偶，斯諾登逃亡在港的期間，《蘋果日報》

對於美國監控香港公民所揭露出來的訊息，突然受到

了控制，寥寥幾百字，壓縮在一個角落裡，這說明了

《蘋果》和美國情報部門之間的狼狽為奸關係。假如好

像《蘋果》頭條位置宣傳稿那樣，港人可以利用fb進行

網絡採購和交易，結果，fb和美國的情報機關，立即就

掌握你的信用卡帳戶號碼和銀行的帳戶情況，就可以

積累更多的材料。

同一日，獲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提供大量機密

文件、撰文揭露美英政府監控計劃的英國《衛報》記

者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他的同性伴侶米蘭

特（David Miranda）前天（周日）過境倫敦希斯羅機場

時遭扣留近九小時，最後無罪獲釋，但手機、手提電

腦及USB記憶體被沒收。因為，特務機關掌握了手機、

手提電腦，就可以追查有關斯諾登的秘件傳遞到了哪

裡，《衛報》記者曾經有多少個頻密聯絡的人，就可

以向源頭追查，美國就有機會取得密件，或者封殺美

國監控世界的秘密文件曝光。

香港的青年人，不要太過天真，相信美國的互聯網

絡有多麼方便，有多麼廣闊的功能，功能越多，群組

越大，你們想什麼，談什麼，做什麼，受到的監控就

越無微不至，美國人控制香港的能力就越大大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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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面臨的三大問題，右
傾化嚴重，人口老齡化，以
及債務危機。三者交叉重

疊，相互制衡，像一團亂麻。安倍企圖以右傾化，刺
激右傾民族主義來化解內部問題，只能是飲鴆止渴。

每年的8月15日二戰日本戰敗日，鄰國都要板 臉
看看日本政要將會如何表現。今年的安倍看似表面
平靜，只獻上祭祀費，但安倍的3名內閣，另同百多
位國會議員卻浩浩蕩蕩進入靖國神社，規模超過往
年。可是最令鄰國憤怒的是，安倍在戰敗日致辭中
打破20多年傳統，首次沒有提及日本對鄰國過往的
傷害責任以及需要反省等的內容，此舉被視為逃避
歷史責任，右傾化增強。

右傾路上越走越快

安倍自第二次執政以來，言行較前一次執政時期
更為極端，日前回鄉祭父，在先人墓前，首次以歷
史使命來形容修憲的決心，這也使得戰敗日致辭的
打破傳統之處，不難理解。若承認了過錯，深刻地
反省，修憲不是自打嘴巴？！只有把錯誤通通隱埋，
才能堂而皇之修改憲法，改變其自衛隊的性質，進
而擁有遠端進攻性武器並行使集體自衛權。日本在
2013年度《防衛白皮書》中，更加首次提出獨立強
軍路線，以上舉動讓人不得不擔憂其在右傾路上越

走越快、越走越遠。
有人奇怪為什麼日本政府總是挑釁鄰國關係，鄰

國越反對，他就越興奮的狀態，目的何在。筆者猜
想，日本對國內，也有不可不提的危機難題，需要
以此刺激民心。

老齡化問題拖垮日本

首先是人口老齡化問題，據日本總務省最新公佈的
2012年度人口調查報告，去年人口總計1.28億，連續
第二年出現負增長，人口減少量以及減少率都創下了
自1950年以來的新紀錄。人口負增長同時衍生的是人
口結構邁向老齡化，國家青壯年齡層出現斷層，生產
力下降。即便現在也以高福利鼓勵生育，短期內也還
是要面臨人口結構輕化老化的兩極端，青壯年短期內
要承擔主要的生產生活壓力，會不會還沒有等年輕一
代成長起來，青壯們已經被拖垮了？

新加坡也面臨此問題，前總理李光耀出書強調，
老齡化將使經濟失去活力，因此新加坡靠吸納移民
調整人口結構，他更指對日本前景感到悲觀，認為
人口驟減使日本走向平庸。但日本不認同移民做
法。歷史成就了日本的民族性高度統一，為了維護
民族向心力，日本嚴格控制移民數量。希望保持日
本的政治導向可以獲得民眾支持，修憲的目的是更
好地體現出集體自衛，集體二字，在日本向來可以

拉攏民心，所以人口危機無法從外部解決，也不能
從外部解決。刺激民心，讓人狂熱的，巴西有足
球，日本有修憲。試想，若大批亞洲移民在日本，
修憲的說法哪能產生效應。

不吸納移民，只好鼓勵國民生育，完善社會福
利，可是，錢從哪裡來？

「安倍經濟學」已走到盡頭

去年安倍高呼振興經濟得以重回政壇，並提出
「安倍經濟學」，事實證明已走到盡頭。但近日財務
省發佈資料顯示，日本政府的財務負債已超過1000
萬億日圓。安倍在經濟上的作為，還能為他的仕途
帶來多少支持？更甚，2013年上半年，由於日圓貶
值，日本出現史上最大的貿易赤字。日圓匯率下
跌，進口商品的價格迅速上升，其速度遠超出口增
加的速度。情況能夠改善嗎？難。首先還是人口問
題，生產力不足，衍生人才缺乏，曾經的電子業在
亞洲獨領風騷，可是現在韓國的三星大行其道，日
本的電子產品日漸式微。另外，增加出口不得不承
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與鄰國關係緊張的情況
下，如何實現增加出口？

為了得到國內的政治利益，對外強硬，惹得烽煙
四起。對內無法解決民生的問題，處處碰壁的安倍
已證明右傾路線損人不利己。

三大問題纏繞 安倍右傾化舉步維艱

《蘋果日報》昨日在頭版頭條位置大力吹噓本港每日通過手機使用

facebook的用戶有逾350萬人。報道相當突兀，好像一個大廣告。全港報紙都

沒有把這個新聞作為頭條刊登，很多報紙根本就不看重這個新聞。如此違反新聞規律，《蘋果》

葫蘆裡究竟賣什麼藥？

《蘋果》頭版頭條為facebook賣廣告說明什麼？

斯諾登合法進入香港一個月後，又轉機到俄羅斯
並提出政治避難申請，直至最近俄羅斯依法定程序
給予斯諾登一年的臨時避難居留證。這原本是再正
常不過的事情了。奧巴馬及其政府卻日復一日地施
壓，強求引渡斯諾登回美國受審。從國際法、國內
法、從保護人權、從常理常識的視角審視，中國香
港、俄羅斯自然不可能聽命於美國，理所當然、法
所當然、情所當然拒絕引渡斯諾登。雖然普京總統
為了不讓斯諾登事件影響到俄美關係，規定了斯諾
登留下來的條件：不再揭秘損害美國夥伴的利益。
然而，奧巴馬並不領情，當俄羅斯公佈批准斯諾登
的避難申請，奧巴馬當即翻臉，宣佈取消美俄雙方
原已商定安排在9月聖彼得堡20國峰會後的奧普莫
斯科峰會。顯然，這是奧巴馬對普京收留斯諾登的
政治報復。

美圍堵步步緊逼 俄中聯手抗衡

其實，奧巴馬取消奧普峰會還有更深層次的原
因。奧巴馬現在處境可謂內外交困，取消奧普峰
會，表面上看是奧巴馬終於在對撕破其面子、裡子
的斯諾登事件上出了口氣，顯示了強硬；而從深層
原因看，是奧巴馬總統為取悅於國內反對派，以緩
和雙方在內政外交方面的尖銳對立情緒。再者，奧
巴馬不僅取消奧普峰會，而且宣佈暫停美俄關係。
這顯然不是因斯諾登事件就可以貿然作出的決定。
這是奧巴馬因其對俄外交碰壁失敗所作出的強硬報
復。在梅德韋傑夫任俄羅斯總統期間，奧巴馬嘗試
改善美俄關係，按下了「重啟」鍵，同梅德韋傑夫
及其政府相處還算順利，關係還算不錯。然而，

「王者歸來」的強人普京上任後，奧巴馬對普京懷
有戒心，在反導戰略部署上步步緊逼，在俄羅斯西
部邊境外國家配置反導彈系統，在俄羅斯東部境外
又加強美日軍事同盟，搞亞太再平衡戰略，把60%
以上的海空軍事力量密集部署在亞太地區，這不僅

是針對中國，也是針對俄羅斯，對俄形成兩面夾擊
之勢。對此，強人普京必然會採取針鋒相對的防範
措施。對俄羅斯而言，最好的防範戰略和措施，就
是密切同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為了共同的戰略利
益和戰略目標，共同抗衡美國，實現歐亞戰略再平
衡。這樣俄中就能堅強地抵制和遏制美國在歐亞的
擴張戰略，確保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安全、戰略利
益和地區和平穩定。

美國由盛而衰不可逆轉

當前，美國的盟友歐盟因歐債危機、經濟危機自
顧不暇，需要同軍事大國、能源大國俄羅斯和經濟
大國、人口大國、市場大國中國維持和平相處和經
貿合作的關係，不會支持美國同俄中兩國對抗。現
今，美國、俄羅斯、中國三國在世界事務中都舉足
輕重，沒有中俄兩國的參與，任何重大的全球性、
地區性問題都無法解決，以美國一己之力更休想解
決。對此，中俄兩國已認定了，吃定了。美國只有
和中俄聯手，平等互利、合作共贏，才是解決之
道。這也折射出美國獨霸世界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
了。當年小布什前總統在任時，還能以美國一己之
力發動伊拉克戰爭，而今的奧巴馬總統想幹也不能
了，甚至連想都不敢想了。奧巴馬想憑美國一己之
力發動敘利亞戰爭或伊朗戰爭嗎？當然不能，不但
美國沒有這個能力，最關鍵的是俄中兩國會堅決抵
制。

可以說，當今世道變了，雖然美國仍然是世界第
一大經濟體、第一大軍事強國，但相對於繼續崛起
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第二大軍事體俄羅斯，
此消彼長的進程是不可逆轉的。這是事物發展規律
使然，物極必反，美國已進入由盛而衰的頹勢；中
國和俄羅斯則進入了崛起興盛的進程。從人類社會
歷史發展的規律而論，20世紀稱霸世界的美國經濟
規模將讓位於21世紀和平崛起的中國，世界文明中

心回歸東方，是
歷 史 的 又 一 輪
迴。這是不以人
們意志為轉移的
歷史規律，也是不以美國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規律。
當前奧巴馬及其政府的內外交困，只不過是剛剛開
始的歷史輪迴的序曲前奏而已。

縱容日軍國主義復辟養虎為患

現今，奧巴馬不僅同俄羅斯的關係搞僵，而且因
加強亞太軍事力量，支持日菲等在東海、南海挑釁
中國，啟動新一輪對台軍售刺激中國，干擾海峽兩
岸和平發展，致使「習奧峰會」修復的中美關係又
出現新的緊張。奧巴馬執意玩弄下去，中美關係也
會走上同俄美關係一樣的暫停之路，這將是奧巴馬
又一嚴重的外交失敗。

現在，奧巴馬在解決伊核問題、朝核問題上毫
無進展，在敘利亞問題上也毫無建樹，在這三大
焦點問題上，離開中俄的協調配合，必將陷入難
以解決的死胡同。美國製造的中東戰亂、內亂，
奧巴馬也無能為力使之停息，而埃及又發生令奧
巴馬手足無措、無以應對的新亂象。被軍方趕下
台的穆爾西及穆兄會的支持者（即穆斯林宗教勢
力派），和軍方及其支持的世俗派矛盾尖銳對立，
發展成內亂、內戰的危機一觸即發。奧巴馬派人
調停，兩派都不買賬，尤其每年從美國獲得13億美
元軍援的軍方也不聽話，更不可能順從奧巴馬的
意志，奧巴馬陷入無能為力的尷尬境地。奧巴馬
政府現在開始擔心被其縱容的日本安倍政府軍國
主義傾向越演越烈，弄不好原本為遏制中國而扶
植的「馬前卒」，到頭來反成了美國的「掘墓人」。
奧巴馬如再不制止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勢頭，後果
不堪設想，美國將為此付出慘重代價，奧巴馬必
將在歷史上留下罵名。

奧巴馬外交四處碰壁
——從奧巴馬叫停美俄峰會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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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奧巴馬外交四處碰壁，陷入困境。一個小小的斯諾登對美國國安局監視、竊密、間

諜活動的揭秘，攪得奧巴馬四面楚歌，不得安寧。國內民眾強烈反對政府侵犯網絡、通訊、通話自由權利

的監視、竊密的違法活動，致使奧巴馬民調支持率已跌至上任以來的最低點。奧巴馬政府對全球範圍的監

視、竊密、間諜活動，甚至連其盟國也不放過，更不必說被列為其第一級別的監視竊密對象中國、俄羅

斯、伊朗、朝鮮、巴基斯坦、敘利亞等國了。這自然激起國際社會包括美國的盟國，強烈反對和抨擊美國

的霸道行徑，也看穿奧巴馬高喊維護網絡自由的虛偽本質。美國對遭到其網絡、通訊侵害最深的中國進行

無端指責，更暴露出美國賊喊捉賊的嘴臉。

■蒯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