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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平衡」戰略「名存實亡」
奧巴馬國情咨文注重國內問題，原本是符合既往的

慣例。更何況為了提振個人低迷的聲望和留下似乎值
得驕傲的政績備忘錄，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自吹自
誇，為自己評功擺好，展示良好的預期，也在情理之
中。再者，為執政的民主黨中期選舉造勢，奧巴馬大
吹大擂既有或將有的政績和預期，並大肆貶損和打擊
冤家對頭共和黨，也是其邏輯必然。然而，在國情咨
文中，奧巴馬關於對外政策的篇幅少得可憐，而且毫
無新意。尤其是對其亞洲「再平衡」戰略未做任何提
及，只是籠統地表示要「繼續重視亞太地區，在那裡
我們將繼續支持盟國，塑造更為安全和繁榮的未來，
並向遭受災難的人伸出援手」。除此泛泛的外交辭令

之外，關於軍事、經濟方面的「再平衡」卻閉口不
談，對於美中、美日、中美日等關係問題，奧巴馬國
情咨文也隻字未提。這當然令日本、菲律賓、越南等
大失所望，尤其是令奧巴馬失望的安倍，對此也極為
失望。因此，對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產生和加
大、加重懷疑，甚至認為其「名存實亡」，顯然是再
自然不過的事了。

不制止安倍右傾 奧巴馬難辭其咎
奧巴馬的亞洲「再平衡」戰略的始作俑者或主導者

前國務卿希拉里，在其離任之前也意識到重軍事而
忽視經濟的「重返亞洲戰略」是有問題的。因此，她
提出美國亞洲戰略的中心不應是軍事，而應是經濟，
並特別強調亞洲外交的中心也是經濟。這就是說，希

拉里認為美國亞洲戰略的中心應由軍事轉向經濟。然
而，奧巴馬在其第二任期的一年多時間裡仍舊大力加
強亞洲「再平衡」戰略的軍事中心地位，不斷增強在
亞太的軍事部署，把最新最尖端的軍機軍艦軍力部署
在其遏制封堵中國的第一、第二軍事島鏈。更為危險
的是，不斷地加強美日軍事同盟關係，加大對具有軍
國主義復辟危險的安倍及其內閣的軍事支持力度，導
致安倍狂妄地參拜靖國神社，即便美國表示「失
望」，他也滿不在乎。更加危險的是，安倍瘋狂擴軍
備戰，挑釁中國，甚至口吐戰爭狂言。一旦安倍鋌而
走險挑起日中戰爭，無論奧巴馬是否被安倍拖下水，
這將是奧巴馬亞洲「再平衡」戰略的完全徹底失敗。
顯然，奧巴馬及其政府和美國人民是決不會為支持軍
國主義復辟者安倍而貿然同中國開戰。然而，如果奧
巴馬政府不及早為安倍復辟軍國主義而引發日中戰爭
制定制止預案並適時啟動的話，二戰歷史悲劇真的可
能重演，那不僅安倍，還有奧巴馬都將成為千古罪
人，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奧巴馬亞洲「再平衡」戰略，不僅在「再平衡」中

日關係上，而且在「再平衡」日韓關係上也出現左右
為難的尷尬，盡顯左右搖擺的難堪，其敗象已顯露，
就看奧巴馬政府如何收場了。破解日中關係、日韓關
係危機的關鍵是美國首先必須帶頭反思其二戰後為搞
反蘇反中冷戰，扶持日本右翼，損害戰後亞太秩序的
責任。美國至今仍未反省當初由中央情報局暗中扶持
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登上首相寶座，現今又在軍事戰
略上公開支持岸信介培養器重的外孫安倍首相完成其
外祖父的未竟之業——復辟軍國主義。既然始作俑者
美國都不檢討過去的歷史責任，而且還一味支持軍國
主義野心勃勃的安倍，又豈能令安倍不參拜供有二戰
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並深刻反省二戰日本法西斯罪
行，低頭更不要說下跪認罪、謝罪、賠罪呢？因此，

從美國帶頭檢討做
起，才能強令安倍及
右翼軍國主義勢力低
頭認罪，走真正和平
發展的正常國家道
路。只要做不到這一
點，無論美國亞洲
「再平衡」戰略搞多
久，根本上就名存實亡。

遏制中國崛起注定失敗
世所共知，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的核心戰略目

標和任務是遏制中國崛起，壓制中國成為世界老大，
封堵中國威脅到美國老大地位。奧巴馬亞洲「再平
衡」戰略實施三年多了，無論在經濟貿易、軍事戰
略、政治外交方面，儘管美國使盡了渾身解數，非但
沒有在軍事上壓制中國崛起，反而促使中國軍事力
量、先進的武器裝備、安全戰略在美國軍事威逼下，
奮起崛起，加速崛起。其不對稱軍事遏阻戰略已經讓
美國不敢小覷和輕舉妄動了，和中國開戰，雖然會兩
敗俱傷，但美國比中國更傷不起，而且會從此一蹶不
振，乖乖讓出世界老大地位。這是美國不得不認真掂
量的關乎國家命運的頭等大事。
再說經濟貿易方面，中國經濟雖然增速有所減緩，但
保持7%~8%中高速發展也是美國遏制不住的。去年中國
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大國，在未來幾年
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進口大國也是毫無疑問的。也
就是說，到那時，中國將繼續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口大國，
第一大進出口大國的同時，登頂第一大進口大國。至於在
經濟規模方面，再過10~15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
一大經濟體也是指日可待。到那時，如果美國還在搞亞洲
「再平衡」戰略的話，那將是其戰略壽終正寢之時。

蒯轍元

奧巴馬亞洲「再平衡」戰略敗象盡顯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第一任的後期大張旗鼓、聲勢浩大地推出亞洲「再平衡」戰略。因受

國內外的環境制約，加之奧巴馬本人及其政府心有餘而力不足，那些歡迎、支持、依靠該戰

略的亞洲國家一直以來都心存疑慮。首先，由於經濟不振、債務危機、政爭加劇，圍繞亞洲

「再平衡」戰略所高調宣佈的目標、任務和義務，其成功的希望渺茫。或者說亞洲「再平

衡」戰略不過是奧巴馬的好看不中用的、注定失敗的花招而已。其二，面對中國全方位的崛

起強大、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中東的複雜多變，中國東海南海的緊張危機，頹勢已

然、力不從心的美國，還真的有能力將亞洲「再平衡」戰略堅持到底嗎？對此，奧巴馬的

2014年國情咨文向亞洲、向世界發出了明顯的信息，被從美國到日本的媒體解讀為奧巴馬

的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已「名存實亡」。正如日本《外交學者》雜誌網站1月30日文章

《奧巴馬放棄了轉向亞洲的政策嗎？》所指出的那樣：「奧巴馬的國情咨文為那些聲稱『再

平衡』已死的人士提供了更多的口實。」其實，豈止是口實，客觀的事實已清晰表明，奧巴

馬亞洲「再平衡」戰略敗象盡顯。

常言道：「每逢佳節倍思親」。筆者作
為一名社福工作者，認為應將之改為「每
逢佳節倍思貧」。從香港仔街坊會社區中
心、筲箕灣東華三院方樹泉中心及保良局
等慈善機構得到訊息，感受到社會上最悲
慘、痛苦的乃一些低收入、殘障、患有頑
疾及先天性疾病兒童之貧困家庭(如唐氏綜
合症、自閉症、心臟病、聾啞、哮喘及B型
肝炎等)。照顧長期病患者，家人除要付出
額外的精神與體力外，還要承擔昂貴的手
術費、醫療費，日常生活更捉襟見肘，
「時窮節乃現」，過年過節對他們來說無
疑是百上加斤。

貧富懸殊激化社會矛盾
這個世界總是「有人歡笑有人愁」，杜甫
所描繪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
象個別地方至今依然存在，財富差距是各國
領袖都要面對的頭痛問題，且隨經濟發展
全球化趨勢的加深，財富分配不均日益上升。
根據樂施會(Oxfam)調查報告顯示：「全球最
富裕的85人坐擁的財富，堪比世界的半數人
口——最貧窮35億人的所有」，非洲平均貧
窮人口佔了70%，其他工業落後及低水平國
家的貧窮人口也有20-30%，貧富懸殊之巨令
人驚嘆，將來也可能出現政治問題。
換句話說，500位富人控制了全球人口的
財富，他們擁有世界80%的資產，相當於
幾百萬億美元，比國家擁有的平均資產還
要多。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財
富掌握在極少數人手裡，他們有更多的話
事權、享有資源的優先權，對階層流動性
造成障礙，使得低下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受
壓，菁英政策使富者越富、貧者越貧，令
希望成為幻影甚至絕望，巨大的貧富差距
是造成政治不穩定、社會不和諧及各種矛
盾加劇的元兇之一。

扶貧贈醫 造福人間
各國政要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若不
加以改善將威脅到「人類進步」。欲填平
貧富間這道鴻溝，富人們只要從巨額的財

富拿出一小部分來幫助窮人，就能改變他
們的命運。富豪們做慈善公益事業，扶貧
濟困、解危救難，既履行回饋社會的責
任，亦是長榮久安之道。世界級富豪比爾
．蓋茨(Bill Gates)及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倡議全世界富豪都捐出20-30%的
身家，如照他們號召能夠響應，粗略估算
就有若干萬億美元，這筆善款可以發揮許
多效用：興建很多醫院、診療所，研究新
藥品、新醫術，供應平價藥品，用於防治
先天性疾病的預防普及教育，殘疾、頑症
的治病、保健等；捐贈醫療儀器，拯救無
數人的生命及保障人民健康；也可加強工
業、科技發展，輔助就業，改善人民生
活；保留農地，讓農民繼續耕種，維持生
計；又可用於做好環保工作，造福子孫後
代。
新春佳節到來，「恭喜發財」、「身體健

康」之美好祝願常在耳邊響起，筆者走過近
九秩的人生，始終覺得健康比財富更重要，
由此也體會到家有病人之苦況，估計「兩岸
四地」有幾百萬患有先天性心臟病(要做手術)、
聾啞、腦癱、癌症、肺癆、愛滋病、帶B型肝
炎菌及各類精神、情緒病的兒童，除了當地
政府應給予支援外，還需要慈善機構捐款援
助；希望各大學醫學院、研究中心，研究婚
前、孕前、產前等各種預防方法，加強中西
醫結合及改進醫術；各傳媒(尤其是電視台)配
合宣傳各種預防、檢驗等方法，盡量減少上
述兒童疾病的發生，拯救、保障兒童健康成
長，也是社會各界共同合作、努力進取的一
件好事。內地藥房上架兒童藥品比較少，一
般成人服用成人藥，成人劑量適量減少便成
為兒童用量，其中對兒童治病或有副作用。
筆者也曾向內地大學醫學院教授提議，加強
研發兒童藥物。外國醫藥管理局對於成人、
兒童成藥分開出售，劃分得很清楚，內地可
借鑑、效法，以保障兒童健康，也可減少畸
形兒、病嬰的產生。
大家在共聚天倫、歡度佳節時亦不要遺

忘社會上需要幫助的這群人士，給他們送
上溫暖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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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局勢未明朗，支持與反對政府陣
營列陣對峙，反對派計劃入稟法院，要
求頒令大選無效。如國會無法召開，目
前的看守內閣雖將留任，卻不能提出新
法案，無法落實政府功能。泰國正在重
演8年前局勢。泰國「紅衫軍」和「黃
衫軍」動輒「佔城」，社會撕裂、對立
和動盪的局勢一旦形成，已經沒有辦法
走回頭路。
不穩局勢持續至今已多個星期，曾發生
暴力衝突，有示威人群投擲燃燒彈，多人
受傷，亦有多宗槍擊事件，官員的官邸被
包圍，變相遭軟禁。更甚者，支持政府的
社運小頭目被槍擊，另一邊廂，反對派的
領袖也被槍殺，政治運動升級流血衝突，
一發不能收拾，局勢失控沒有人能叫停，
任由站於對立面的兩派參與者對罵和武
鬥，政見略有分歧者成了敵人，城市成了
戰場，暴戾蓋過和平，喝罵代替求同存異
的溝通，一切已太遲。
眼見香港版的「佔領中環」，民主黨
的政客在「誓師大會」遭「人民力量」
及「佔中後援會」成員圍困，並被聲討
及被投擲物品，可想而知，部分認同
「佔中」概念及支持者很難保持理性，
在暴力氣氛下易失控，更難想像一旦
「佔中」成事，兵荒馬亂，滋事分子照
辦煮碗把泰國的亂局在香港重塑，參與
者龍蛇混雜，各懷鬼胎，有些密謀複製

顏色革命；有些極端分裂分子野心勃
勃，懷「港獨」的不軌圖謀；有些政
棍企圖把違憲的「公民提名」與政改綑
綁，借「佔中」發難騎劫政改，意圖拉
倒普選，劍指中央。「佔中」的一切都
是在破壞普選，並令香港陷入動亂。
「佔中」似乎成了「威脅」的代名詞，

若你不就範，我就發動「佔中」癱瘓香港
的經濟，衝擊香港的法治和秩序，看你怎
樣奈我何？行徑與小混混收保護費不果大
肆搗亂異曲同工，都是下三流的流氓伎
倆，以武力作威嚇圖令受害人就範，都是
違法的勾當。
眼見「封鎖泰國」直接損害泰國的旅遊

業，蒸發國民生產總值，影響無數市民生
計；若「佔中」的威脅一日未解除，對香
港的各行業均蒙上陰影，在連鎖反應下遭
牽連，各行業衰退，部分打工仔飯碗無
落，各行業從業員或減薪，或被辭退。看
到泰國的政治運動風霜，「佔中」拖垮香
港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政治運動往往是流血衝突的前奏，若

「佔中」發起人仍執迷不悟，仍然堅持鼓
吹與社會價值觀背道而馳的違法「佔領中
環」，恐怕是今日泰國、明日香港，鏡頭
下的血腥暴亂將很難避免。
宏遠的政治觀應該以建設作目的，而不

是破壞美好的城市和生活。「佔中」是在
搞破壞，不是嗎？

﹁
佔
中﹂
是
流
血
衝
突
的
前
奏

旅遊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把旅遊
業發展好，既帶動各行各業發展，又
能增加國民經濟收入。近年來訪港遊
客愈來愈多，據統計，2013年全年訪
港旅客已達到5,430萬人次，比對上一
年勁升11.7%，創歷史新高。春節期
間，大批內地遊客來港，大街小巷、
各大樂園都人頭湧湧。
據香港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指

出，在2012年的個人遊客消費中，
76%為購物消費，8%為酒店及住宿帳
單，酒店外膳食佔7%，共為香港直接
帶來261億元的增加值，相等於本地
生產總值的1.3%。另外，創造超過11
萬個與旅遊相關行業的職位。在直接
受惠的行業中，零售業受惠最大，其
次是酒店業。
自從2003年7月國家開放內地居民赴
港澳個人遊政策，至2011年底幾年間，
內地有7,840萬人次通過此方式到香港旅

遊，單是2012年訪港旅客已有5,430萬
人次，一年比一年激增；據《2013年香
港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指出，預計
2017年後訪港數字將超過7,000萬人次，
九年後更會突破一億人次。可見訪港遊
客人數激增得厲害。
訪港旅客激增是件好事，推動了香

港的零售業和旅遊業，拉動了香港經
濟活動，帶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機
會。不過大量的旅客來港，必須提升
接待能力：第一，香港必須考慮入境
處人手是否足夠，出入境櫃位是否要
增加，據訪港旅客反映，由於旅客人
數多，出入境工作人員少，有時過境
辦手續要等兩個多鐘頭，浪費時間。
這些接待方面都必須全面檢討進行改
善。第二，旅遊景點是否足夠，現在
最大的是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唯
近幾年都沒有建設新的旅遊景點，讓
遊客有更多遊樂設施可以選擇。第

三，在酒店房間供應方面，遊客多肯
定供不應求。有的來到竟然沒有酒店
住，要住在大巴上，造成遊客意見很
大。去年全港有68多萬個酒店房間，
當然未能應付遊客的需求。政府計劃
增建酒店，預計到2017年可以增至逾
84萬間，並繼續推出「只限酒店用途
的用地」，批准發展商改裝或重建工
廈作酒店用途。第四，教育領隊、導
遊，對旅客要熱情有禮、待客如賓、
詳細講解，不要硬性規定購物地點；
港人要做個好客的市民，減少兩地民
眾的摩擦。第五，商舖對購物的遊客
要貨真價實，不要賣冒牌貨、不要減
價就秤，要公平交易，不要弄虛作
假，欺騙遊客。遊客往往就是在購物
方面對商舖不老實有意見。
若要令訪港遊客滿意，須從上述五

方面提升接待能力，這樣才能保住香
港「旅遊之都」的光榮稱號。

訪港遊客多 要提升接待能力

李樹甘 曾俊基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增加勞動人口 小心就業錯配問題

日前，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教授於美國家中逝世，享年74歲。而莫滕森
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是解釋為何社會上會出現「有工
無人做，有人無工做」的情況，並指出市場上出現「搜
索阻力」(search friction)，是因為勞工與僱主均需要投放
資源和時間以尋找合適的「對象」，所以莫滕森教授亦
曾以尋覓戀愛對象來比喻就業錯配問題。

香港出現「有工無人做 有人無工做」
近年香港各行各業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人手短缺現

象，不少僱主反映招聘困難，僱主們歸咎於勞工供應
不足；但同時，亦有勞工團體指出有不少求職者無法
找到合適工作，勞工團體歸咎於僱主們支付的待遇過
低。簡單來說，即一定程度出現「有工無人做，有人
無工做」。而莫滕森教授有關的搜索阻力理論，可有
助於了解香港的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及香港未來可能面
對的問題。
根據傳統的經濟理論，市場存在自行配對機制，勞

工與僱主在市價下必能找到所需的職位和僱員，以達
致充分利用資源，而此理論亦是傳統對自由市場的理
解。但搜索阻力的理論則認為自行配對在市場中並非
必然存在，在自由市場下仍需考慮其他因素。由於勞
工與僱主之間的資訊隔離不明，所以雙方在搜索對方
時都需要投放大量資源和時間，從而形成阻力，大大
提高中間的交易費用，間接令僱主找不到勞工及勞工
找不到僱主的情況同時出現。
根據香港政府估算，香港未來將出現整體勞動力短

缺的情況，即總勞工需求大於總勞工供應。有見及
此，政府近期推出多項有關增加勞工供應的政策，以
填補未來將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當中部分增加的勞工

供應，是從非勞動人口中，吸引部分人重投勞動力市
場。但筆者認為，除了解決整體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外，解決搜索阻力的問題亦同樣重要。
為緩解香港人口老化及勞動人口萎縮的種種影響，

2013年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提出的其中一個方向是鼓勵
更多市民工作或延長勞動人口的工作年期。其中包
括：鼓勵新血投入勞動市場(例如料理家務者)；提倡更
長的工作年期(延遲退休)；推動內地新來港人士、殘疾
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的共融，並協助他們加入勞動人
口。

吸引非勞動人口重投市場要提升技能
當然，吸引非勞動人口重投勞動力市場從而增加

「量」的勞工供應非常重要，但若要解決香港人手短
缺的問題，單靠增加數量上的勞工供應並不足夠。根
據一些搜索阻力理論的應用研究，八十年代至九十年
代中，歐洲高失業率的問題的主要成因之一，是許多
歐洲的失業者因長久失去工作以至技能退化，令他們
難以找到工作。而香港希望吸引非勞動人口重投勞動
力市場，也可能出現同樣的情況，部分重投勞動力市
場的人士可能未能適應市場環境，造成更嚴重的就業
錯配問題。
一般而言，以上類別的人士在參與勞動力市場時與

主流的勞動力市場人口有較大分別，例如他們可能較
希望以半職或自由身形式工作，或較少擁有職業技
能。同時，僱主方面亦較為傾向招聘主流的僱員，在
各方面較少配合這些非主流的僱員。所以，即使這些
非主流的勞動力願意參與勞動力市場，亦未必能夠與
合適的僱主進行配對，間接造成資源浪費。
若要處理考慮這個問題，可以考慮使用成本收益分

析法：當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收益大於參與勞動力市場
的成本時，他們參與勞動力市場對經濟而言是有利
的；相反，若成本大於收益，則無法為經濟帶來幫
助。當然，本文中只是提出有關可以參考的理論，實
際應用層面上必須再深入研究。但總括而言，香港各
行業的人手短缺問題並非簡單把短缺量填補就能解
決，若果香港希望吸引非勞動人口有效地重投勞動力
市場，則除了為他們提供誘因外，更需要處理可能出
現的就業錯配問題。

香港各行業的人手短缺問題並非簡單把短

缺量填補就能解決，若果香港希望吸引非勞

動人口有效地重投勞動力市場，則除了為他

們提供誘因外，更需要處理幫助非勞動人口

適應市場環境，避免可能出現的就業錯配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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