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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下的規劃指標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的經濟職能已經作出很大
的改變。市場經濟已經是主導，即使是國家投資也採
用企業經營管理的模式。政府主要負責提供公共產
品，特別是全國的基礎建設，例如高鐵。政府財政向
半公共民生的公共產品傾斜，例如教育（特別是9年義
務教育）、社會保障、農林水事務、城鄉社區事務、
交通運輸、醫療衛生、科學技術、住房及環保已經成
為主要的政府財政支出項目。
過去的五年計劃對於每個產業的生產量、流通及分

配都定得很死，現在都放到市場去。過去的國民經濟
投資總額主要靠政府，因此，政府財政很多用於投
資。由於市場發揮經濟發展的作用，自「十一五」開
始，改計劃為規劃，過去的硬指標很多成為指導性指

標。
另一方面，有關經濟以外的指標大幅增加，例如教

育、科研、住房及環保等。「十二五」規劃的指標分
為四類：經濟發展的3個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服務業
比重及城鎮化率，都是「預期性」指標；科技教育4個
指標中的「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是「約束性」的指
標，此外還有科研發展佔GDP的比重及發明專利的
「預期性」指標；另外，資源環保指標都是「約束
性」的，人民生活指標中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安
居工程及全國總人口也是「約束性」指標。據說「十
三五」規劃的指標範圍更廣，項目也大增。
「十二五」規劃指標下達全國各地、各產業、各單

位，其間發改委要向全國人大作中期報告，當時發現
環保未能達標，人大常委會也依法做執法檢查。順道
一提的是，「十二五」規劃只說「支持」香港自己提

出的規劃，而中央把香港定位為「境外人民幣業務中
心」的承諾已做到了。

「五年規劃」的形成過程
其實，在「十二五」規劃前期工作中，從2008年開

始，國家發改委通過委託研究與公開招標相結合的方
式，組織70多家大學及研究機構做了70多個、500萬
字的研究戰略報告作為參考，並於 2010年出版。
在擬定規劃建議稿時，中央廣泛地在黨內外一定範

圍徵求意見，然後定稿交中央政治局審議。政治局定
了建議稿，再交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中全會）通
過。其後，全國各地的規劃按中全會的建議作出具體
規劃，匯總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其間又進行廣泛
徵詢意見。
「十三五」規劃在前期研究方面，2014年初發改委

已列出25個課題委託及公開招標研究，內容包括：1.
國際環境變化及對我國發展的影響；2. 經濟轉型升級
動力機制和制度環境研究；3. 創新驅動的戰略重點與
創新型國家建設研究；4. 推進教育現代化與人才強
國、人力資源強國建設研究；5. 經濟結構調整的主攻
方向和戰略舉措研究；6. 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研
究；7. 工業結構升級與佈局優化研究；8. 現代農業發

展戰略與糧食安全戰略研究；
9. 信息經濟發展研究；10. 戰略
性新興產業發展研究；11. 服務
業發展重點和機制研究；12. 住
房保障體系與房地產健康發展研究；13. 我國區域發展
重點與區域協調發展機制研究；14. 生態文明建設及制
度研究；15. 環境治理重點及模式創新研究；16. 應對
全球氣候變化及綠色低碳發展研究；17. 建設社會主義
文化強國研究；18. 人口發展戰略和政策研究；19. 健
康保障發展問題研究；20. 完善扶貧脫貧機制研究；
21. 國有企業改革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研究；22. 公共
服務重點和財政保障機制研究；23. 完善金融市場體系
和風險防範研究；24. 對外開放戰略及開放新格局研
究；25. 我國企業「走出去」發展戰略研究。多個課題
組也來香港作諮詢。
規劃在全國人大通過後，各省、區、市都相應作出規
劃，各部門也要按規劃綱要作出部門專項規劃。地方人
大通過或提交國務院，然後落實執行。這些地方五年規
劃及部門規劃都出版或在網上公開。
同樣地，香港也向中央提了建議，至於香港如何更

好地配合或回應全國的國民經濟及社會發展規劃，是
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劉佩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十三五」規劃新看點及制定過程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於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開。其中的

主要議程是討論及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

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作為編定「十三五」規劃（2016-2020）的綱領，規劃草案將於明

年3月初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大會通過。香港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更好地配合

或回應國家「十三五」規劃，是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宋小莊 法學博士

從貝理雅承認情報判斷失誤說起

12年前，英國和美國聯手攻打伊拉克。時
任英國首相的貝理雅（Tony Blair）日前接受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專訪時，為
2013年判斷情報失誤而決定攻打伊拉克、為
籌劃過程中的錯誤、為低估推翻一個國家政權
的後果道歉。而2007年他被問到同一問題
時，他表示不認為要對在伊拉克所做的事道
歉。英國官方由John Chilcot 爵士牽頭的《伊
拉克戰爭調查報告》也可能會在近年公佈。
這個消息引起世界媒體的廣泛報道。屆時可
能有更多有關伊拉克戰爭決策的信息披露。
薩達姆到底是不是擁有大規模殺傷力武

器，是否準備拿來對付西方國家，發動恐怖
襲擊或進行其他恐怖主義活動，按照常理這
兩點都是必須查核的。美英都是情報強國，
但竟然未能核實，這是難以想像的。
什麼是恐怖主義，國際上是有定義和標準的。

1994年12月9日聯合國大會訂立的《消滅國際
恐怖主義措施宣言》第3條規定，「為了政治目
的而企圖或蓄意在一般公眾、某一群人或某一
些人中引起恐怖狀態的犯罪行為，不論引用何
種政治、哲學、意識形態、種族、人種、宗教
或任何其他性質的考慮作為借口，在任何情況
下都是不可辯護的。」這個恐怖主義的定義，
比1937年11月16日在日內瓦訂立的《防止和
懲治恐怖主義公約》的定義為寬，該公約第1條
第（2）項認為，「本公約『恐怖主義』一詞是
指直接反對一個國家，而其目的和性質是在個
別人士、個別團體或公眾中製造恐怖的犯罪行
為。」美英又都是法律強國，但在認定薩達姆
是否恐怖主義分子方面，可能也未必正確。

違法「佔中」可能是恐怖活動

將上述兩個國際法文件相比較，可以看出
其異同之處。其相同之處是：
一、不論是早期，還是較近的定義，恐怖

主義的行為都是犯罪行為。
二、不論是早期，還是較近的定義，恐怖

主義的行為都會在一些人士、團體和公眾中
引起恐怖狀態。
但兩者也有不同之處：
一、早期的定義，恐怖主義只能直接反對

一個國家；較近的定義，卻可以是為了一個
政治目的。
二、早期的定義，沒有說明抗辯理由，也

不排除有這樣的理由；較近的定義，不論引
用何種政治、哲學、意識形態、種族、人
種、宗教或任何其他性質的考慮都不允許。
換句話說，就是排除了類似政治、哲學等的
理由。
這使人聯想到以「公民抗命」為理由的違

法「佔領運動」。如此是這樣，違法「佔
中」可能是恐怖主義的犯罪，這個可能性是
不能完全排除的。違法「佔中」是有可能在
公眾引起恐怖狀態的效果的，如按港大《學
苑》公開張揚要設街壘，而任何政治上的理
由都是不能抗辯的。
由此可見，對恐怖主義風險評估和情報

信息對任何國家都是非常重視的。伊拉克
戰爭不但是美英兩國的教訓，也是中國認
為應引為鑒戒的事件。可能受到美英國家
情報失誤的刺激，2015年 7月 1日通過的
《國家安全法》對風險評估、情報報送核
查等具體問題都提出明確的要求。例如，
第56條規定：「國家建立國家安全風險評
估機制，定期開展各領域國家安全風險調

查評估。」第54條規定：「情報信息的報
送應當及時、準確、客觀，不得遲報、漏
報、瞞報、和謊報。」第53條還要求：「開
展情報信息工作，應當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
術手段，加強對情報信息的鑒別、篩選、綜
合和研判分析。」如果美英當年都有建立這
樣的機制，可能就不會出現伊拉克戰爭的
失誤。

伊拉克戰爭是IS冒起的禍根
在情報信息無法證實的情況下，美英領袖

的判斷就是非常關鍵的。在本世紀初，美國以
反恐作為決策的重要因素，是因為「9·11」
事件。當年的「9·11」恐怖襲擊對美國和世
界的震撼不亞於二戰期間日本對美國珍珠港
的襲擊。珍珠港事件使美國認識到法西斯的
世界性威脅，「9·11」事件使美國人認識到
恐怖主義的世界性威脅。但應對法西斯戰爭
是對稱的，而應對恐怖主義卻是不對稱的。
美國總統可能因為憤怒而作出了魯莽的決
定，忘記了《孫子兵法·火攻》所說「主不可
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的教誨。
這也是值得世界各國記取的教訓。
在被問到伊拉克戰爭是否造成「伊斯蘭

國」（IS）冒起的最大原因，貝理雅也承認
這是事實的一部分，他表示也不會否認12年
前推翻薩達姆的行動對當前時局沒有關係。
但他強調無悔當年的決定，他只是做了他當
時認為正確的事。對於他自己是否有罪，他
認為要交由歷史審判。這也是民主選舉體制
下的領導人，在認受性較高時，尤其要警惕
的。
貝理雅沒有說，他的錯誤決定是基於美國

的情報，還是英國的情報，還是共同的情
報，但很可能是美國的情報。考慮到英美兩
國是盟友關係，所以英國才要追隨美國出兵
攻打伊拉克。然而，伊拉克戰爭的嚴重後果
確實令美英關係產生問題，英國在作出重大
決策時，就比較着重本國的利益，而不是看
美國的臉色了。這也是符合《老子》第40章
所說的「反者道之動」的道理。美日之間的
關係會不會有這樣的變化，恐怕也未必可以
完全排除。

由於情報錯誤，使美英兩國不必要地捲入伊拉克戰爭。戰爭發動國的生命財

產損失、被推翻國的生命財產損失，不計其數，難以估量。雖然英美軍隊早已

先後撤出，但迄今伊拉克的社會秩序始終未能恢復。令人震撼的是，當年美英

扶持推翻薩達姆政權的軍隊竟然成為恐怖主義的軍隊，組建「伊斯蘭國」，直

接威脅中東和北非，也間接威脅世界和平秩序。情報事務的禍患，如何影響世

局，可想而知。在伊拉克戰爭之前，恐怖主義可能是山寨土匪，現在卻形成恐

怖主義的軍隊和國家了，世界反恐局勢和各國的國家安全是更為嚴峻了。

自從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否決任命陳文敏
擔任港大副校長後，反對派及部分學生團體
不斷借題發揮，作出愈來愈多不合理的政治
要求，例如要求廢除特首作為政府資助大學
必然校監的既有規定。在政府委任何君堯及
陳曼琪等人為嶺南大學校董之後，嶺南大學
學生會以他們曾經反「佔中」為由，反對他
們出任校董。他們更在校董會開會之時，圍
堵校董會，有人更企圖闖進校董會會議場
地。另一邊廂，中文大學也有類似的情況出
現，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鄭海泉任期屆滿，
中大學生會要求下任校董會主席的任命要得
到學生批准，甚至要求校董會內增加學生代
表。
然而，學生們的訴求值得商榷。首先，回

歸前由港督、回歸後由特首擔任政府資助大
學的必然校監是香港傳統，一直沿用至今，
行之有效，在現制度下，香港各大學均取得
了國際高度認同的發展成就。何況，受政府
資助的大學牽涉大量公帑支出，行政長官作
為香港及特區政府的最高負責人，有必要擔
任校監以象徵政府對大學的監督，這是職責
所在，也顯示政府對大學教育的重視，具有
重要意義。
此外，校董會成員固然應受到社會各界及

師生的認同，但絕不等於要受到學生和政黨
的政治審查。倘若反「佔中」人士不宜擔任
大學校董，難道支持違法「佔中」的人士就
適合嗎？反對「佔中」的根本原因是維護法
治，怎可能成為反對出任大學校董的理由
呢？何況，大學有眾多持份者，學生只是持
份者之一，而非唯一，我們需尊重學生的意
見，但不可能由其批准。
事實上，現時各大學的校董會或校委會
內均有至少一名學生代表，加上傳媒的積
極監察，學生們有足夠的渠道把聲音帶入
大學的管理架構內。相反，如委任更多的
學生，又是否需要相應委任更多的其他代
表呢？不然的話，如校董會內過分傾重學
生代表，會否影響校董會的有效運作及學
校行政？既然現時的制度行之有效，成效
有目共睹，筆者認為改變校董會組成的理
由並不充分。
無庸諱言，圍堵及衝擊大學管理層的歪風
不可取，絕非解決問題的合理辦法。大學生
作為社會未來的棟樑，難道他們期望香港將
是「靠人多」、「講拳頭」的社會嗎？筆者
對香港的大學生充滿寄望，期望他們能多一
點理性，少一點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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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軍「拉森」號導彈驅逐艦27日進入南海
中國南沙島礁12海里範圍內，中國派出兩艘軍艦
跟蹤警告，這一消息震動全球，尤其是亞洲。國
際間最聳動的分析是：中美開始在亞太直接對
抗，最終可能升級為兩國的全球性對抗。對於美
軍艦進入我南沙島礁海域，筆者以為，第一，要
保持戰略定力，第二，就是加快島礁建設。

南海行動牽涉國際大局
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和南海相關的國家都

各有各的盤算。日本，既希望美國遏制中國，
但是也不想真的捲入，以免引火燒身。特別是
中日韓三國首腦會晤恢復，有可能推動三國自
貿區談判，而中日關係回暖也有助日本經濟回
升。歐洲置身事外，習近平剛剛結束高規格的
訪英，德法首腦又接着訪華，歐盟和北京的經
貿關係必然更上一層樓。歐洲的智囊或許盤
算，美國對中國的壓力越大，歐洲從中國的得
益越大。相信，俄羅斯也會從中美南海衝突中
謀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中俄固然目前是戰略夥
伴，普京且在敘利亞參戰打擊極端恐怖分子，
美國在南海投入越多越減輕俄羅斯的壓力，也

增加中國對莫斯科的需求。一個在南海的小小
行動，實際牽涉國際的大棋局。北京的應對自
然不會只埋首於南海範圍，必然會審慎思考應
對的方式。
中國當下的大局，是實現偉大而美好的中國

夢，在本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
這一過程中，儘管中國要與美國發展新型大國關
係，期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大國和守
成大國不發生衝突，但是華府必須拋棄冷戰思
維，予以中國足夠的信任。事實上，有輿論認
為，這次美軍艦「進入」南海完全是美國軍方主
導，國務院和奧巴馬都不太情願，軍方有自己的
私利，就是增加軍費。而奧巴馬最後點頭，也是
怕影響民主黨大選的選情。
筆者認為，中國希望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

係，但是也要有破局的思想準備。凡事預則立。
中國和美國不但有「不同文明和宗教的問題」，
而且還有社會制度不同的問題，要真的避免摩擦
和衝突是異常困難的。

角力一開始 中國就贏了
可以判斷，摩擦不可避免，只是期望能夠「管

控」，控制規模。這次南海角力，既然中國有自
己的大局目標，當然更應該保持戰略定力，不蠻
打蠻撞。在美軍「進入」行動之前，中國的民間
聲音當然可以叫「大」些，讓「蠻牛」也知道後
果，但目前中國並沒有公佈南沙諸島的領海基準
點和領海基線，因此解放軍若真的攔截，美方也
有理由辯駁說沒進入領海。還有就是，美濟礁原
屬「低潮島礁」，即低潮時島礁才露出水面，其
是否有領海權國際上有爭論。因此，目前北京的
反制不宜過分激烈，更不能打第一槍。重要的
是，在永暑島等三島已具備對軍艦的油料等補給
能力，解放軍可以逸待勞，採用車輪戰法應對美
艦。筆者相信，北京的策略是有理有節有力，打
持久反「進入」戰。
需要強調的是，這一角力一開始，中國就贏

了，贏在哪裡？贏在島礁建設，三個機場已經成
形。現在，美軍來犯，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相
反中國應該加快島面各種建設，就是建成永不沉
沒的航母，誰又能奈何？
此役，恐怕是異常重要一役。北京贏了，不但
贏南海主權，破美國「重返亞太」，甚至是美國
衰敗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保持戰略定力 加快島礁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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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佩瓊

四年一度的區議會選舉將於11月22日舉
行，本港各政黨、社團正在全力以赴，加緊
準備，力爭取得議席，更好地為社區居民服
務。這當中，民建聯在區選中腳踏實地，團
結一致，做實事、拚佳績，贏得選民的支
持，受到各方好評。
「一條心服務社區」。民建聯日前在一次
選舉活動中，提出要齊心協力，再接再厲服
務社區的口號，強調候選人要以熱心、關
心、細心、虛心的態度為基層市民效力，並
用心聆聽街坊的訴求，為市民爭取最大的福
祉。因為區議員的工作與基層市民息息相
關，只有以務實態度才能贏得市民的信心。
事實上，近月來民建聯各區的候選人都立足

做好所屬地區的工作，默默耕耘，熱情付出。
如西環區候選人張國鈞針對西環過去塞車情況
較嚴重，影響當區居民的出入與安全，他即提
議採取分流措施，從而減少塞車現象發生，而
他參與提議的西環水立方設施第2期工程也正
在進行，相信將為當區居民帶來更多康樂設
施，協助西環加以配套發展。（註：在西環選
區報名參選的還有民主黨的莊榮輝）
與此同時，各候選人還針對區內的問題，

提出了多項社區未來規劃，包括增建區內運
動場地，興建長者康復中心，以及美化社區
綠化地帶等，讓居民看到未來的發展遠景，
博得了居民的認同和讚揚。不少選民都堅定
地說，一定要把選票投給實幹的民建聯候選
人，並表示，民生無小事，這些候選人正是
從解決基層經濟民生做起，是真正與基層市
民心連心。這無疑是對這些候選人的極大信
任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