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8 文匯論壇

﹁
佔
中﹂
與﹁
台
獨﹂
勢
力
勾
結
的
危
險
信
號

曾淵滄博士

卓
偉

泰國反政府示威最新的發展是由反對黨民主黨的首
領之一的素貼發動，目的是要阻止下個月2號的全國國
會大選。反對黨不要大選，執政的英祿卻要大選。怕
大選的，是知道他們從來沒法在國會贏得多數議席，
再選也還會再敗；要大選的，是心有不甘，選舉輸掉
可以用暴力來擾亂執政，更不甘的是自己有政權卻沒
軍權，軍隊與警察不聽自己指揮，眼光光讓示威群眾
癱瘓曼谷、搶佔政府辦公大樓，明擺是在幫反對派
奪權。在此形勢下，英祿也就只好用選舉去重新取得
選民的支持，呼籲國人認清形勢，繼續給她的政黨和
她的政府支持。可是沒有軍警執法驅散作亂分子，英
祿寄望於選舉政治去對抗軍人政治，是相當渺茫的
事。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英祿的哥哥他信也吃盡

了軍人與保皇政黨（民主黨）的苦頭，連續國會選
舉，連續以國會過半議席的成績執政，但最後軍人與
保皇勢力知道選不勝他信，便索性用軍事政變去奪取
政權。他信當時在聯合國出席會議，聞變後，不敢回
國，深知回國會有人身危險。不料支持他的廣大鄉村
農業人口卻不捨不棄，繼續支持他信的黨和他的黨
人，即使黨名被封禁，換了黨名，照樣取得國會多數

議席。最後黨被禁、家人被抓，連「女丁」英祿也披
掛出戰。可是，現在反對派連一個斯斯文文的女總理
也不放過。
這樣的政局發展，到底說明了什麼？給港人有什麼

啓示？
泰國眼前見到的政局給人最大的啓示有以下好幾方

面：

美國對泰國軍人干政視而不見
第一是普選不是民主的「萬應丹」。
港人自回歸以來的十六年，年年月月遊行示威，高

調要求普選行政首長與立法會，並說無普選便違反聯
合國人權。意思是聯合國會為這個人權而懲罰香港。
可是泰國的民選政府都被軍人與反對黨連環夾擊，先
由反對黨搞亂政局、癱瘓政府，然後軍人藉口政府無
法執政，便斷然下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以軍人專
政。
這個政局很清楚說明三點，一點是聯合國眼見泰國

軍人推翻民選政府，並不以維護人權的理由去懲罰泰
國軍人政權，甚至連發聲警告也沒有，選舉與人權去
了哪裡？另一點是軍人政變推翻民選政府在泰國屢有

發生，一直都不見聯合國加以制止，何也？因為泰國
軍人是美國扶持起來的武裝勢力，自己友做便是正
義，政敵做便是罪惡。可見人權，也要看誰做，為誰
的人權？第三點說明了有了普選，有了民主制度，解
決不了軍人與反對黨的問題，反而是在軍人與反對派
聯手下，把普選的民主給壓下去了。可見，普選不單
不是治病的「萬應丹」，反而觸發利益團體對立，終
至動亂連年。

普選要有民主文化配合
第二是普選要有全方位的民主配套，缺一不可。
泰國的封建王朝自1932年便行「君主立憲」而且還
推行民主選舉，但很快便受到軍人勢力的既得利益
（各軍區司令坐擁地方資源不容民主過問）挑戰。曼
谷本來也效法英倫的「海德公園」裡的民主廣場，讓
公眾自由作民主發聲，被軍人視為「眼中釘」，不但
不讓人上場批評政事，而且把政治犯押去廣場當眾槍
斃！泰國民主版本的「海德公園」現在早已不見，但
軍人政變在泰國平均每兩、三年便發生一次。可見要
實現普選的民主條件，首先不能有軍事干預，像泰國
被美國扶持起來的軍權，由外力介入，誰敢挑戰軍
權，誰便是共產黨人。不但泰國如此，印尼的軍人也
如此。被美國扶持起來的蘇哈托政權便長期以反共的
藉口，厲行軍事打壓任何反政府的勢力，只有極右的
回教組織才倖免於難。可見外國插手的政治是普選的
絆腳石，不是以軍事手段，就是以其他手段去干預，
像緬甸連和尚也可被派上用場呢！

除了軍事干政外，
泰國的政黨本身也是
一大阻力。因為有既
得利益團體擔心普選
會破壞他們的既得利
益，便會自行組織政
黨進行破壞或干擾，
在曼谷便有不下十多個政黨長期盤據。曼谷的選民多
選舉多，每逢大選只要這裡一亂，全國跟緊張，其
他事也就不必幹了。自此可見，政黨人士的心態與利
益問題都是普選的大阻力。
至於其他的條件便數不清，每個地方也有其特殊情

況，更難預料了。

香港要避免政爭惡性循環
最後，還有一點很值得香港慎思的是，泰國紅與黃

兩極化的政治對立，令到紅衫軍和黃衫軍輪流上街示
威對抗。紅衫軍支持他信系統的政黨執政，支持民主
黨的黃衫軍群眾便發動示威，癱瘓曼谷，佔領政府總
部，迫使政府下台。反之，紅衫軍也會做推翻政府的
暴力示威。香港當下已有「佔中」人士打算用反政府
的「公民抗命」去癱瘓市區中心、打擊政府，要脅要
落實「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特區政府若因此被打
下去，由另一派上台執政，會不會也引起其他政黨的
不滿和抗爭？泰國的政局正好說明了這一點肯定會發
生。因此想用非法手段去搶政權的人，不要有僥倖的
心理，以為可避過惡性循環的規律！

鄭赤琰

泰國「封城」說明什麼？
泰國的政局說明，由外國勢力插入的普選，並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反而會產生暴力民

主，不尊重以選舉贏取政權的民主精神，而靠破壞民主的非法手段奪權，必然會造成政爭不

斷、社會動盪的惡性循環。這也是最值得香港慎思的。

■鄭赤琰

今年特首的施政報
告中，房地產政策落
墨不少，主要的工作

是多建房屋。
目前所謂的「辣招」有相當成效，代表香港
二手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已在「辣
招」推出後向下調整4.8%。不過，以「辣招」
來壓抑需求畢竟只是臨時措施，治標不治本。
要真正壓抑房地產泡沫的方法依然是靠增加房
屋供應。今年的施政報告就用了不少篇幅敍述
發展局的工作，除了接受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
提出的十年建屋47萬個單位的目標之外，也努
力尋找更多土地，及通過改變用途來建屋。更
重要的是，推出一個新的政策，即引入仲裁方
法來處理補地價的爭議。
向來，補地價的金額是通過地產商與政府官

員以「討價還價」的方法來決定。這種方法時
間很長，每一回合的談判就用了好幾個月；數
個回合的談判，一年就過去了。一年過去，樓
價有變，談判又得重新開始。這種談判方法有
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自從梁展文事件之後，
政府官員都很擔心被指責為「官商勾結」，在
談判過程中不易讓步，官員不讓步，就沒有
「討價還價」的餘地；二是工廈重建的補地價
談判完全失去靈活性，理由是今日的所謂工
廈，實際上多數已非法地更改用途，變成辦公
樓，因為非法更改用途已經非常普及，工廈的
實際市場價格已經不是純工廈的價格，而是介
乎於辦公樓與工廈之間的價格，而所謂補地
價，就是以新用途的地價估值減去舊用途的地
價估值。過去許多年，香港工業式微，政府已
經沒有再推出工業土地到市場，換言之，政府

也缺乏最新工業土地的「市場」價值。這個所
謂的「市場」價值是假設這些工廈的真正用途
不是純工業用途，而是改裝成辦公樓後的用
途。既然非法改裝如此普及，今日「工廈」的
「市場」價值不低，遠高於真正的工廈。但是，
政府在補地價的談判過程中，因無法取得這些
「工廈」的真正市場的價值，而無法與申請更改
用途的「工廈」業主達成補地價的協議。
因此，仲裁應該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法。通過
仲裁，補地價的過程可以加快，就可以加速提
供大量新的土地，大量農地可以轉變成住宅用
地、商業用地、酒店用地，大量工廈也可以活
化，正式改變用途，而不是非法改裝。我希望
發展局能盡快公佈補地價的仲裁方法，不過最
重要的是，仲裁結果是政府與地產商雙方都接
受的結果，不允許輸棄贏要。

引仲裁機制解決補地價可取

蒯轍元 王凱莉

中國全球貨物貿易第一的思考

今年1月10日，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綜合統計司司長鄭躍
聲在國家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2013年中國全球貨物
貿易超過美國，首次位列全球第一已基本成定局。去年中國進出口
總值25.83萬億人民幣，約合4.16萬億美元，扣除匯率因素同比增
長7.6%，接近完成年初制定的8%增長目標。
雖然，去年中國進出口總值4.1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7.6%，尚
未完成8%的預定目標，但卻首次突破4萬億美元關口，創造了年
度歷史新高。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矗立的又一個歷史
里程碑。這不僅標誌中國已「躋身了全球最強大的國家之列」，
顛覆了美國全球貿易第一的老大地位，還體現了世界經濟實力結構
此消彼長的變化，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實力在迅速上升，世
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經濟實力在相對下降。此其一。

中國成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其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榮登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寶座，充分表

明在世界經濟不景氣和中國經濟發展並不太順利的2013年，中國
經濟運行依然良好，充滿穩中有進的活力和巨大發展潛力。這有力
佐證了中國經濟不僅去年在全球主要國家中保持了7.6%的最高增
長速度，而且已奠定了今年仍然能夠達到7%~7.5%增長的強大堅
實基礎。因此，毋庸置疑中國不僅是去年世界經濟全球貿易增長的
火車頭，而且也將是今年無可替代的火車頭。中國作為對世界經濟
增長貢獻率高達25%的首屈一指的地位，還將無可動搖地繼續保持
下去。
其三，從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歷史來看，近10年突飛猛進的發展
勢如破竹，2004年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2007年突破2萬億美
元關口，2011年突破3萬億美元，2013年突破4萬億美元，平均每
三年連續三次上升1萬億美元的高台階。這在世界貿易史上都是罕
見的奇跡。2009年，中國出口總值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
國。可以樂觀地預測，緊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和城鎮化強勁
發展進程，以及內需和對外投資的不斷擴大，中國全球貨物貿易將
在美國總統奧巴馬本屆任期內，繼貿易進出口總值超過美國之後，
進口總值或又將超過全球第一的美國。這也將是勢不可擋的中國經
濟大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歷史進程。
其四，貿易實力是國家經濟實力、政治實力的外化和影響力的重

要體現。伴隨中國全球貿易的極大提升，中國成為全球貿易第一
大國，美國雖然不情願但也無法避免地退居第二；中國在全球貿易
的規則制定權、話語權主導方面的地位也勢必會上升，美國一國獨
大獨霸的權力結構勢必調整。這當然是美國所不甘心的，但最終也
不得不逐漸適應，儘管無奈也不得不習慣的。這是世界經濟、國際
貿易發展的鐵規律，是任何人無法抗拒、無力阻擋的。

中國在全球貿易話語權將上升
基於以上分析，習慣於做世界老大的美國，既不允許中國超越也

憂心中國超越，既尷尬難堪又不得不無可奈何地面對中國超越，其
內心和外露的羨慕嫉妒恨可謂五味雜陳，很不服氣，顯然這口氣實
在是難以嚥下啦。從奧巴馬總統到媒體人士以至不少美國人，把美
國在世界的老大地位，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似乎
是上帝授予和安排的，是決不可動搖、不可改變的。奧巴馬多次頑
固地聲稱並發誓美國決不做世界老二，為了阻止中國崛起成世界老
大，於是大舉軍力「重返亞洲」，對中國進行「再平衡戰略」，實
施圍堵遏制。儘管奧巴馬及其政府嘴上不承認遏制中國，而實際上
這種遏制戰略卻在日益升高和增強。美國再加上其馬前卒日本在竭
盡全力、加緊加速、加大加強推進遏制中國的戰略部署，乃是舉世
皆知的不爭事實。這是逆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世界和平發展大趨
勢時代潮流而動的，是違背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是不能得逞的，
是注定要失敗的。因此，美國媒體對中國全球貿易第一的質疑和歪
曲，更是小小不言的蠅鳴蚊叫而已，根本不足為怪。美國媒體在國
際輿論中的話語主導權、壟斷權會逐漸減弱，也勢將逐漸退出世界
輿論的主宰控制中心。這也是不以美國輿論為轉移的歷史規律使
然。
因此，美國從總統到媒體以至美國人，面對美國世界「老

大論」、「全球霸權論」、「美國例外論」的神話被打破，
應切忌惱羞成怒，更不可鋌而走險，而要正視現實、順應規
律、順其自然，應該自我調適，並逐漸適應、逐漸習慣。美
國應同中國構建和發展「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互利
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共同主導世界和平發展、和諧共榮
的全球新格局、新秩序。這才是符合新世紀歷史潮流的上上
策和上上戰略。願美國好自為之。

2013年剛過，傳來中國全球貿易奪冠的訊息。這無疑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華人世界來說是大好的消息、

莫大的喜訊。但對似乎已逐漸習慣了時不時地奪個世界第一的中國及國人來說，此次並未表現出無比的驚喜和

驕傲，大多認為這不過是中國和平崛起、經濟強大發展的順理成章的事，是自然不過的事。儘管世界輿論特別

是英國輿論對此大加讚揚、高度評價，然而作為世界老大、保持二戰以來世界貿易第一大國美國的輿論，卻

表現出偏激的反應和難以接受的無奈。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1月21日（星期二）

政經多面體

「華人民主書院」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上周六一連
兩天，在台大法律學院霖澤館舉行研討會，邀請香港反對
派議員、「民陣」、「土地正義聯盟」以及「台灣人權促
進會」、「台灣農陣」等團體，「分享」兩地社運經驗。
不過，研討會圍繞的主題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台獨」勢
力如何「協助」香港的「佔中」行動。「華人民主書院」
董事兼民進黨衛星組織「公民監督立委會聯盟」負責人顧
忠華，更不諱言對於更深化的合作，雙方都已經「準備好
了」，以後每半年都將有固定交流活動，有關研討會更得
到「台獨」報章《自由時報》的詳盡報道。這是「佔中」
與「台獨」勢力勾結的危險信號。李卓人引狼入室，將
「台獨」勢力引入「佔中」，令「佔中」添上濃厚的「分
裂主義」、「顏色革命」色彩，等於是公然觸碰中央紅
線，只會自食其果。

暴露「華人民主書院」與「台獨」關係
李卓人一直不承認「佔中」勾結「台獨」，但他這次與
梁國雄赴台公然要求「台獨」勢力介入「佔中」，絕對是
證據確鑿，無可抵賴。首先，主辦的「台灣守護民主平
台」，名為公民團體，實際卻是一個鼓吹「台獨」的激進
組織。這個組織的宣言，開宗明義指「台灣／中華民國是
一個主權國家，其主權屬於台灣人民，並不從屬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人民」、「如何克服歷史留下
的難題，讓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的幽靈表述，不再成為
台灣人民主權的緊箍咒；讓台灣邁向健全的憲政國家，是
台灣人民需要戮力完成的時代任務。」這充分指明這個組
織的本質，「華人民主書院」與其合辦研討會，一直過從
甚密，也從側面暴露了「華人民主書院」與「台獨」勢力
的合作關係。
在研討會上，李卓人儼然以「佔中」發言人自居，大談

「佔中」的發展及成果，他指中央對「佔中」行動「非常
緊張」，更不惜「以抹黑、威脅、封殺媒體等手段，對抗
『佔中』運動」云云。李卓人更要求台灣應積極介入香港
事務，指「台灣和香港現在是命運共同體，對於香港和台
灣來說，今年都是關鍵的一年，香港要爭取民主普選和
『佔領中環』運動。」這和他早前與「台獨」大老施明德
會面時的主題是一模一樣，都是「乞靈」於「台獨」勢
力，而不少「台獨」團體在會上也呼應了李卓人的號召。
為強化與「台獨」勢力的合作，「華人民主書院」已定
於2月8日至9日，舉辦名為「非暴力抗爭」的訓練營，為
參與「佔中」人士作培訓，其中講者之一就是施明德的副
手簡錫叙。簡錫叙是一名「台獨」分子，他曾指出，80%
以上的台灣民眾都認為「中華民國『主權獨立』」，而他
過去曾擔任民進黨的立委，與施明德關係密切。另一方
面，他一貫主張暴力抗爭，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參與台
灣反對運動，在上世紀91年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盟的
「反閱兵行動」中，負責非暴力訓練與行動規劃；他亦曾
任「反貪倒扁紅衫軍」執行副總指揮，有豐富的大規模群
眾運動經驗。「佔中」邀請他來港講課，目的顯而易見就
是要學習其暴力抗爭經驗，並且套用在「佔中」之上。這
正是「佔中」與「台獨」勢力合流的證據，也撕破了「佔

中」所謂「愛與和平」的外衣。李卓人才剛到泰國學習反政府的血腥騷亂經
驗，加上簡錫叙面授機宜，試問「佔中」何來和平可言？

為投「台獨」分子所好造謠抹黑兩地
最可笑的是，李卓人、梁國雄在會上為討「台獨」分子所好，不斷造謠抹
黑兩地，梁國雄竟指「香港政府在簽署CEPA時，不斷向香港人『洗腦』，
這是為了避免遭區域經濟邊緣化，必須要全力融入中國。然而，香港CEPA
就是台灣的ECFA，希望台灣能夠守住。」李卓人更說，台灣將要討論服貿協
議，這「對台灣未來發展非常危險」。他們將有利兩岸三地民眾的CEPA和
ECFA肆意抹黑，不但與事實不符，更是上綱上線的造謠。本港在沙士後經濟
一池死水，CEPA有力地提振本港疲弱經濟，更為本港專業人士北上發展打開
大門，成效有目共睹。而兩岸的ECFA更成功盤活了台灣經濟，民眾深受其
利，島內多個民調都表示政策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和歡迎。李卓人、梁國
雄的說法經不起事實推敲，只能說明他們是政治蓋過理智，反共反昏了腦，
連對民眾有利的政策也要肆意攻擊抹黑。
事實上，對於「佔中」勾結「台獨」的趨向，其來有自。民進黨在執政時

期，已將培訓香港「顏色革命」的領袖人才作為一項戰略工程，務求將香港
變成「反共」基地。2006年12月31日，「陸委會」就在「獨派」主委吳釗燮
策動下，與香港反對派學者組織的「民主發展網絡」，合辦名為「台港兩岸
民主發展新挑戰」的視像會議，開啟了雙方的合作。及後「華人民主書院」
更擔當了與「台獨」勢力與反對派勢力交流的平台。現在更加明火執仗的引
入「台獨」勢力參與「佔中」，干預本港的政制發展，這種趨向極為危險，
已經觸碰了中央的紅線。激進反對派人士與「台獨」勢力意圖利用「佔中」
在港策動「顏色革命」，雖然不可能得逞，但卻會為香港社會帶來巨大的政
治混亂和衝突，市民將為此承擔沉重代價，社會各界都應認清其危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