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17 ■責任編輯：楊　友 2013年12月10日(星期二)壇論

國際輿論多
數說，因為美
日抵制中國東

海防空識別區，北京此舉已形同虛設，意思
是中國輸了。事實上，安倍政府的無理反
對，根本不礙我設立防空識別區的決心。東
海防空識別區的設立第一時間發揮了作用，
成為保護我國空防安全的預警網，同時也是
避免擦槍走火管控分歧的安全網。

拜登訪華確立不衝突不對抗

而美國沒有隨安倍起舞，也是東海防空識
別區初戰已勝的標誌。安倍政府制止民航向
中國通報飛航計劃，首先，這種不顧安全的
做法，必被民眾反對；其次，奧巴馬政府建
議美國並非飛機通過東海中方防空識別區
時，尊重中方規定。雖然，美方堅持軍機自
由飛行，但是此舉無疑是出賣了安倍。而
且，拜登訪日訪華，並沒如日本所願，揪住
這個問題不放，而是㠥眼中美新型大國關
係，確立不衝突不對抗。
安倍最蠢之處在於，以為聯手美國、韓國

等，就可以廢了中國的東海防空識別區。殊
不知，北京早已算定安倍此舉。日本的防空
識別區劃到了中國門口，北京早就想廢了。
而安倍傻動，正是「墮入吾彀之中」。
安倍挫敗，其實並非因為他利令智昏，

不懂外交，而是客觀大勢使然。簡單說，

中美日三國，美國最有實力，在防空識別
區問題雖然雙重標準，但是因為有實力，
北京避免正面對抗。中國呢，設置防空識
別區完全有理，而且也有一定的實力，美
國要啃啃不動，要壓也壓不住。但是，日
本既無道理，實力又在中國之下。安倍非
常清楚，日本和中國單對單，日本必輸。
所以，安倍要拉美抗中，但是美國不是以
日本的利益為依歸，而是以美國的利益為
最高宗旨。
美國有評論指，拜登在北京的溫和，相當

重要的原因是拜登和習近平的私交。有奧巴
馬政府高官對《時代》周刊說：「拜登可能
比其他任何美國人、任何領導人都更了解習
近平。」美聯社說，拜登兩年前訪華時，習
近平帶拜登到都江堰上散步觀景。文章稱，
考慮到天空中的寒冷，超級大國副總統對崛
起大國主席展現出一絲暖意或許正是冬日來
臨之際迫切需要的。

安倍拉美抗中算盤落空

日本媒體則認為，恰是拜登和習近平的私
交，使拜登只想充當日中的調解人，而不是
堅定地與日本一道共鬥中國。日本一個網站
說，拜登在3日上午會見在野的日本民主黨
主席海江田萬里時，悄悄透露了自己的心
跡：「習近平正處於事業起步的艱難時期，
我不能給他添麻煩。」日本NHK電視台

說，雖然美國是盟國，但並不會在識別區問
題上過於為日撐腰，美國不想損害中美關係
大局。
筆者認為，找私人關係來解釋拜登的言

行，不失為一個聰明的詮釋，但是事實
上，這位美國副總統在對華政策這樣的大
事上，絕對以美國的利益為依歸。「希望
為日本壯膽，但不激怒中國」，拜登的「雙
面遊戲」，顯然要尋求美國利益的最大化。
美國不希望中國強大到完全壓倒另外一個
國家，但是激怒中國以至出現失控，也不
是美國願意見到的。也許在拜登的隨身書
籍上，中國威脅論的反面就是日本威脅
論。美國希望亞太局勢保持均勢，從而使
美國利益最大化。
至於習近平平和地接待拜登，沒有因為美

國一度反對中國的防空識別區，而激動大喊
「打倒美帝」，一點不出人意料。因為習近平
上任以來，為中美關係定出新型大國關係的
框架之後，已可預測到他如何接待拜登。
事實上，習近平和拜登五個小時的談話，

沒有把防空識別區作為主要話題。習近平重
申，今年我同奧巴馬總統兩次會晤，一致同
意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相信，因為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角力，中美

新型關係的不衝突不對抗的內涵，更深刻在
全世界傳播。

東海防空識別區初戰已勝

最近，人民幣國際化的呼聲甚高，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為中國最
重要的金融經濟中心，可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此文將從不同方面分析及
探討。
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

大約有四萬多億美元，雖然近年的經
濟增長放緩，但仍名列世界前茅。然
而，西方國際級的傳媒及一些所謂
「大師」卻唱淡中國經濟，尤其是中
國的銀行或經濟體系，甚至以黑洞比
喻中國的銀行，認為當中包含不少隱
藏債務，如地方政府的債務以至於近
年大銀行的金融產品，並指這些債務
已製造出以百億元計的銀行壞賬。
雖然中國政府不同部門的官員已多

次澄清此非事實，但西方傳媒依舊繼
續唱淡，而諷刺的是，與此同時，人
民幣兌美元匯價卻不斷升值，由此可
見，西方領袖性傳媒的評論實乃罔顧
事實。

人民幣國際化須循序漸進

無疑，人民幣的國際化及其自由兌換
將會是國家的長遠政策。但是，當中牽
涉的問題比較複雜，一方面，國家擔心
資產被盜竊，另一方面，亦難以避免國
際炒家炒賣人民幣，繼而於股市及匯市
製造波瀾，引起混亂及動盪。再者，於
現階段的國際金融體系之下，中國仍處
於「學習」階段，暫時沒有多少話語
權，故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會按部就
班，不奢望一蹴即就。
追溯到六、七年前，當時四大國有

銀行開始相繼上市，當中，建設銀
行、工商銀行及中國銀行於上市前，
均向外尋求基礎投資者，包括跨國銀
行如花旗銀行、高盛及美國銀行。當
時，該三大國有銀行均以上市價向彼
發行新股，至近年，此等跨國銀行紛
紛減持其股票，每間賺取以百億美元
計之利潤。
以上市價發行新股予基礎投資者此

舉自然引起不少國內同胞質疑，認為

國有銀行以低價發股，等同送錢予外
人。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假如這些
大型國有銀行不透過此舉發股，其於
香港或美國掛牌的機會就微乎其微，
更遑論日後的長遠國際發展，故此舉
在一定程度上是合情合理的。
同樣地，人民幣國際化亦面臨類似

的問題，因為此國際化會影響現存的
既得利益者，從而衝擊美元的地位。
有陰謀論者指出，西方領袖性傳媒唱
淡中國經濟，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拖慢
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度，間接保護及穩
固美元的地位，此觀點及論調的可信
性則留待大家自行判斷。
事實上，人民幣國際化牽涉的範疇

甚廣，而且必須所有條件許可才能逐
步推進。首先，中國除了要擁有穩健
的經濟實力、外匯儲備及出口能力
外，更需注意的是，中國與其他國家
的關係，即其外交關係，只有與越來
越多國家關係良好，才能一步步推進
人民幣的國際化。

港應發揮積極作用鞏固優勢

此外，軍事實力更是不能忽視的一
環，美元一直走強，很大程度上是因
為美國屬頂尖軍事強國，除了自我防
禦能力高外，每當有任何國際性的動
盪，不少國家都會依賴美國的軍事保
護，理所當然地，持有美元最有保
障。綜合而言，人民幣國際化必須循
序漸進，而不能一步登天。
當然，香港於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上扮演㠥不可或缺的角色。香港被奠
定為國際金融中心，雖然近年上海或
其他城市開始漸漸發揮相似的作用，
於法理上而言，香港有別於其他中國
城市，因為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西方投資者自然對香港的制度較有信
心，利於國際性的發展。所以，香港
應盡量利用此獨特角色，發揮積極有
效的作用，以此鞏固香港的繁榮穩
定，同時亦為人民幣國際化出一分
力。

令公眾敬佩的是曾俊華司長在後台清洗被玷污的身體後繼
續出來徵求公眾對財算案的意見，更笑容可掬地說：「醫生
都叫我不要吃太多雞蛋」，緩解了剛才的緊張氣氛。這使大家
想起去年梁振英競選行政長官時，為了徵詢市民對他的政綱
意見，到九龍麗港城區訪問。社民連曾組織人群進行圍堵、
辱罵；一名頭目舉起紙刀架在梁振英脖子上進行威脅、恐
嚇。梁笑容可掬地伸出右手和架刀者握手，化解了緊張氣
氛。事件使人想起哲人蘇格拉底的一件趣事：他被人踢了一
腳後若無其事，人們都為他抱不平。蘇說：「假如一頭驢踢
了我，我應像驢一樣的動作嗎？」看來，梁振英和曾俊華有

蘇格拉底的理智和胸襟，施暴者自己出醜而失去民心，他們
蠢蛋如驢。

施暴者出醜失去民心

梁振英的政綱，提出「穩中求變」口號，立刻有反共學者
和評論員說梁的政綱是「共產黨思維」，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
進行圍攻、批判。但梁堅持「變」才能與時俱進，至今仍在
堅持。這使人想起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名言：
「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是的，河水浩浩蕩蕩奔騰不
息，分秒間河水和泥沙已經更新；時代在千變萬化，香港的
形勢、民情、政情也在急劇變化。不變的施政會刻舟求劍和
膠柱鼓瑟。變，充滿哲理和智慧，完全正確。
梁振英當上行政長官後，兩次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和答

問，兩次都在會議剛開始就受到三名激進、兇暴議員辱罵為
「港共」、「狗官」要「打倒」他，並向他投擲香蕉、雞蛋、
紙牌。梁振英平靜地看他們表演，閃身躲避擲來的雜物，等
立法會主席下令把搞事者逐出會議廳，才謙恭和悅地應對其
他議員的質詢。事件又使人想起哲人馬克．奧勒留（Marcus
Aurelius）的一段話：「為情緒所左右，並非男子氣概。石投
入深潭，不會使水渾濁；受到侮辱時立刻發怒，不是大河巨
川，只是一灘淺水。」為官者或要治國者，胸襟確應如深潭
和大河巨川，更應海納百川才是政治家氣概。

梁振英曾俊華胸襟開闊眼界高遠

筆者在文匯報《眾口難調為官不易》一文中，替今天的當
官者鳴不平，也為當官者開解。但話得說回頭，一名政府官
員，要把工作做好，當官當得主動、自由，他就必須具有理
智的頭腦。因為，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Socrates）說：「想
修鞋，應去找鞋匠，想修床，應去找木匠、銅匠等等。」他
最後問：「誰應該來修理國家這隻船呢？」他的學生柏拉圖
（Plato）後來代他回答：「不知幾何者不得入內，能談哲學者
才可治國。」換言之，官員要能治理好國家或香港，應該懂
得哲學，應該有理智，才能把事情辦好。略舉以上數項事
實，並非為梁振英「抬轎」說他已成為古希臘「哲人」了。
但梁振英和曾俊華以理智來處理、制訂施政和出現的問題，
表現符合哲人的理性和智慧，胸襟開闊、眼界高遠、處事理
智，這就是好官，值得讚賞、肯定和支持。

暴徒罪行須譴責 官員理智值讚賞黃熾華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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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新加坡發生近四十年來第一
次的騷亂。不久之前，新加坡也發生
三十年來第一次罷工行動。新加坡四
十歲以下的人相信沒有見識過罷工、
騷亂、暴動的場面。新加坡警察總監
也承認，他當警察後從來沒有處理過
這種場面。
為甚麼許多新加坡人從來沒有見過

暴動？沒有見過罷工、騷亂？原因是
新加坡經濟基本上發展良好，人民豐
衣足食，住屋便宜，九成公民是業
主。法治的最基本條件不是執法，而
是守法。新加坡人豐衣足食，沒有不
守法、衝擊法治的誘因。
前日的騷亂，源自一名南亞裔的外

勞，在被稱為「小印度」的區裡遭一
輛旅遊車撞死所引起。前陣子的罷
工，也是外勞罷工，是一群來自中國
的巴士司機搞罷工。這次騷亂，有人
攻擊警車、救護車，多名警察受傷，
是新加坡立國以來最嚴重的騷亂，傳
媒說這是近四十年來第一次騷亂。四
十年前的所謂騷亂，實際上只是一群
年輕學生搞學潮，沒有攻擊警車，沒
有人受傷的小事件。新加坡真正的騷
亂，是在獨立前的種族衝突，那才是
真暴動。太平盛世多年，新加坡警察
都沒有應付騷亂的經驗，難怪多名警

察受傷。
新加坡有大量外勞，新加坡540萬

人口中，真正新加坡公民與永久公民
不足400萬，餘者皆是外來的工作人
口。這些人之所以來新加坡工作，最
重要的原因當然是新加坡工資比他們
的國家高。但是來到新加坡後，發現
新加坡人的工資遠比他們高，生活條
件、社會福利、醫療條件⋯⋯都是他
們所追不上的、享受不到的，怨恨之
心油然而生。「小印度」原來是新加
坡政府想極力推廣的旅遊區，以顯示
南亞裔人社區的文化。但是，隨㠥大
量南亞外勞的湧入，「小印度」社區
已變成外勞天地，聚集了這一大群對
生活、對現實不滿的外勞。這是騷亂
的根源，旅遊車撞死人是「導火
線」。在西方國家大城市裡的貧民
區，往往也會發生同類的騷亂，「導
火線」也往往是白人警察打死黑人、
有色人種。不過，問題的根源是這些
貧民區住滿了一大群對生活、對未來
沒有期望的黑人、有色人種。
新加坡能夠不依賴外勞，或提高外

勞的薪酬嗎？不可能的。新加坡的經
濟發展模式就是依賴大量的廉價外勞
而生存。
近來，不少香港人在討論新加坡與

香港的競爭，討論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模式，這一次新加坡的外勞騷亂，也
是值得大家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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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橫行 兩岸對抗 島內激鬥

「台獨」破壞兩岸和平、危害台灣經濟的劣跡和惡

果，有目共睹。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李登輝有計

劃、有步驟地實施「台獨」計劃，制訂「戒急用忍」政

策，為兩岸經貿往來設下重重障礙；拋出「兩國論」，

令兩岸關係急轉直下。2000年大選陳水扁上台，翌年即

拋出「一邊一國」的「台獨」主張，2004年連任後更大

搞「去中國化」運動。在兩岸經貿方面，他鼓吹「積極

管理，有效開放」，為兩岸經貿交流戴上枷鎖。台灣是

外向型經濟，近在咫尺的大陸市場為台灣企業提供了無

限商機，但因為「台獨」猖獗，兩岸經貿嚴重受阻，台

灣經濟受到巨大損失。2006年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

報告》指出，台灣當時的競爭力排名與1999年的第4位

相比，倒退至第13位。2007年扁當局推行「入聯公

投」，外企擔憂島內政局動盪，一度爆發「撤資潮」，單

月流走近80億美元。

李登輝、陳水扁處心積慮推動「台獨」，不僅令兩岸

關係陷入低潮，引發台海危機，在台灣島內更造成社會

政爭無休無止，藍綠族群對抗日趨激烈暴力，所有經濟

民生問題都高度政治化，達到「不問是非，只問藍綠」

的地步，經濟社會發展停滯不前。台灣政爭氾濫，猶如

潘朵拉盒子中跑出來的魔鬼一發不可收拾，至今仍成為

拖延台灣前進的最主要阻礙。　

2008年，馬英九堅持「九二共識」，認同「一個中國」

原則，帶領國民黨重新取得了台灣政權，改變了台灣與

大陸對抗的困局，從此兩岸關係迎來重大轉變，進入前

所未有的良好的階段。隨㠥兩岸三通、陸客赴台自由行

以及EFCA等一系列互惠措施落實，台灣同胞分享到兩岸

關係改善所帶來的巨大紅利，兩岸關係保持融合、拒絕

對抗已成大勢所趨、眾望所歸。至今，民進黨仍未放棄

「台獨」，島內外輿論均認為，即使民進黨能僥倖上台，

也可能因為重蹈李登輝、陳水扁的覆轍，令兩岸關係再

陷低谷，最終也會因經濟民生困頓、社會發展停滯而再

被百姓趕下台。

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 香港將陷於動盪

回顧兩岸關係的歷史，更有助香港認識特首須愛國愛

港、不與中央對抗的重要性。長期以來，香港經濟民生

發展都離不開祖國，食物、用水都是靠內地穩定的供

應。中央強而有力的支持幫助香港渡過亞洲金融危機、

沙士、金融海嘯等難關，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最重要保

障。特首是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紐帶，唯有由愛國愛

港人士擔任行政長官，才能保障「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的有效落實，從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相反，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特首，不按照基本法

的規定對中央負責，不履行執行基本法的職責，甚至可

能倚靠外部勢力對抗中央，把香港變成顛覆內地政權的

「橋頭堡」。如此一來，「一國兩制」下中央與特區的良

好關係必將受到嚴重

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必然受到嚴重的衝

擊，「一國兩制」實

踐都將會產生嚴重挫

折。另一方面，一個

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行政長官，也必然壓制愛國愛港力

量，加劇社會的對立情緒，令香港陷入無休止政爭之

中，根本不能集中精力搞經濟，「東方之珠」將黯然失

色。　

守住中央底線是各界共同責任

支持擁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

香港的主流民意，是香港社會的共同利益所在。香港市

民絕不希望香港出現挑戰中央的特首，導致「兩制」激

烈對抗的局面，令香港陷入萬劫不復的混亂之中。因

此，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是設計香港特

首普選方案的一條底線。守住這條底線，是為了保證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落實。這不只是國家

安全和利益所在，從根本上講，也是維護香港利益，維

護廣大香港同胞、投資者的根本利益。香港市民的眼睛

是雪亮的，一定不會讓類似李登輝、陳水扁的人物攫取

香港的管治權，決不會讓經濟民生困頓、社會發展停滯

的困局在香港重演。

回顧兩岸關係的歷史，更有助香港認識特首須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的重要性。台灣在搞

兩岸對抗的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期間，大肆推動「台獨」，破壞兩岸關係，激化藍綠族群矛盾，

所有經濟民生問題都高度政治化，達到「不問是非，只問藍綠」的地步，經濟社會發展停滯不

前。李登輝、陳水扁的前車之鑑向港人敲響警鐘，更加認清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

抗。惟有如此，才能防止出現香港與內地關係劍拔弩張、本港內部政爭不息的局面。這關乎

「一國兩制」的順利落實，關乎香港的繁榮穩定，關乎港人的整體利益，是必須堅定不移持守的

底線。

不讓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 也是維護香港利益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12月7日，特首梁振英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等官

員，落區到北角聽取公眾對施政報告和財算案意

見。令人憤慨的是數名社民連暴徒到會場搗亂，用

雞蛋砸向曾司長，弄髒了他的臉面和衣物。對暴徒

的暴行，公眾齊聲譴責，與會民眾對梁特首聲言要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報以熱烈掌聲和喝彩聲，可見人

心所向，市民是支持懲惡揚善的。

■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地區諮詢會，強調無懼暴力，將續辦

地區諮詢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