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根源解決不穩定因素

國際
視野

當前世界變局的一個看點是美國的衰
落；但即使國力走下坡，美國只要不分
裂，其人力和自然資源潛力仍相當可
觀，會與昔日歐洲霸權沒落後的情景不

一樣。
中、俄、美是對世界有重大影響力的三個國家，中

國在2020年與其他兩國會有一些互動，也將影響世界
格局。

首先，今年是中俄創新科技年。中俄不是盟國，但
兩國近年緊密協調對外政策，彼此能互相配合。中國
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未來還可能發展成最大的經濟
體。在2018年，中國研發投入3184億美元，佔GDP
2.25%，企業專利申請53345宗；相較美國是5730億，
2.84%，56142宗；日本是1866億，3.75%，49702宗；
俄羅斯是468億，2.87%，963宗。

中俄科技合作潛力大
中國在5G電子通訊處於全球領先的地位，也加緊

研發人工智能和機械人。有分析指中國在數據領域有
競爭優勢，在硬件、算法和商業系統的能力仍與世界
領先水平有差距，綜合AI潛力指數只是美國的一半。

中國去年軍艦下水的噸位是 20 萬噸，約佔世界的一
半；反映中國有較充裕的資源和產能，技術水平也已
經提高。

俄羅斯說不上是一個經濟大國，但自然資源充
裕，國防科研能力很強。荷蘭病指一個國家由於某
初級產品部門繁榮而導致其他經濟部門衰落的現
象，俄羅斯則有荷蘭病。而自普京當上俄羅斯領導
人後，俄國政治和經濟均趨向穩定。俄國近年不僅
在烏克蘭制止了 「北約」 東擴，還以極小代價翻盤
美國的中東布局。軍事科研是俄羅斯的強項，它能
生產超高音速導彈和先進的防空導彈，準備到 2025
年組建一支多功能機器人部隊，獨立地執行作戰任
務。

相比之下，中國在商用技術領域、科研成果市場化
和生產能力較強，但在許多軍事科學領域仍不處於領
先地位；俄國則在軍事科技領域較先進。那反映中俄
在創新科技領域合作有很大的潛力，可以產生一加一
大於二的效果。

為阻礙中國發展，特朗普政府不斷加碼限制對華科
技出口和兩國間的交流，還拉攏其盟國圍堵中國。日
本和西歐國家雖然想與中國做生意，卻難承受美國的

施壓，同時也擔心中國崛起對本國的衝擊。美國最是
可能拉日本抗衡中俄創新科技合作，但兩國卻仍會是
各懷鬼胎。

中美政治分歧大過經濟
今年大國間的第二個互動會是中美貿易談判達成首

階段的協議。中美與中俄關係不一樣，中美兩國經濟
的互補性更強，經過40年的經貿往來，兩國經濟有較
大的依存度。但在政治上，中美分歧很大，雖然也能
找到個別利益交集點。

當代中俄關係是建立在 「北約」 東擴、中國無意
干預俄國內政，和美國要阻礙中國發展的節骨眼
上。中俄兩國在政治和軍事上需要互相支持，背對
背對付西方。但兩國經貿往來卻仍有較大的發展空
間，一些俄羅斯人甚至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如
果中俄在創新科技和經貿方面緊密協作，能部分對
沖美國單邊主義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也能削弱西方
對俄國的壓制。

基於以上三國綜合國力對比和其他國家對世界格局
的影響，世界正從單極向多極轉變，這也是當前國際
格局大變局的另一個特點。

葉建明

參政
議政

進入2020年以來，不斷有 「勇
武派」 暴徒宣布退出 「抗爭」 。
繼1月2日 「仇士小隊」 宣布 「放
棄」 暴力抗爭後，四處投擲汽油
彈的 「火炬小隊」 日前也宣布解
散，所謂 「反狗特勤隊」 和多名
「勇士」 亦發表退出聲明。 「火

炬小隊」 宣告退出的帖文說：
「對唔住，我要先退一步！」

據媒體報道，連登上討論 「勇
武」 退潮， 「瀰漫悲觀」 ，哀鴻

一片。

勇武暴徒漸退潮
媒體對 「勇武」 暴徒退出 「抗爭」 ，分析頗多，有

肯定警方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止暴制亂策略得當，對
暴徒起到了威脅作用，被捕的7000多人鮮有再度犯案
就是一個證明。有分析是因為暴徒資金水喉被切斷。
自 「星火」 被查封後，各種水喉都十分謹慎，沒有金
錢做後盾，靠虛幻的 「時代革命」 無法喚起 「勇武
者」 「高昂的士氣」 。也有 「勇武者」 自稱，是因為
其內部內鬥查 「內鬼」 而導致他們離開。當然，也有

聲音擔心，這會不會是部分暴力分子放的煙霧彈。
無論如何，窮途末路是暴亂的必然下場。從上周末

觀察看，暴亂似乎有紓緩的象。除了上水暴力行動
依舊外，其他地區相對平靜。 「勇武派」 「抗爭」 退
潮，可以被視為 「暴力革命」 正走向末路的一個標
誌。

擺脫幾年一暴怪圈
但是，善良的港人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我們還沒

有到舉杯相慶的那一刻。如果真的是 「勇武退場」 ，
那也只是止暴制亂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後續還需要觀
察，繼續保持警覺。一些 「勇武分子」 宣布要 「轉
行」 做文宣，就是一個警訊。恢複香港正常秩序，
撥亂反正，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各界依然需要
做大量艱苦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導致香港動蕩的
政治經濟社會深層次問題並沒有解決，動蕩的根源
還在，社會基礎還在。以暴力作為 「訴求」 和發洩
不滿的手段，因有其 「土壤」 ，已經在香港成為
「新常態」 「風土病」 。只要有風吹草動，暴力事

件便會發生。要讓香港真正走向良性的道路，在基
本法指導下實現 「一國兩制」 不動搖不走樣，需要
全體港人共同努力，共同鏟除各種危害穩定的土

壤，挖出毒瘤。
自2012年開始，香港幾乎每兩三年鬧出一場 「大動

靜」 ：2012年 「反國教運動」 ，是香港局勢趨向惡化
的一場標誌性運動。2014 年非法 「佔中運動」 ，令
「違法達義」 等歪理邪說滲進青年學生腦中。2016年

的旺角騷亂，被視為 「暴力的潘多拉盒子」 被打開。
而自去年6月開始的暴亂，更是將港人珍惜的法治，
和理非的傳統，統統踩在腳下，傷害了香港經濟社
會，傷害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也傷害了香港的國際
形象和國際競爭力。導致這些 「大動靜」 發生的原
因，既有國際大環境的影響，更多是香港自身的因
素。不從根本上解決香港自身的深層次問題，每過幾
年來一場運動，香港這個已經疾病纏身的 「患者」 ，
必然被折騰而 「亡」 ，所有的港人，屆時都將成為輸
家。

新上任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日前在香港見記者時，
提出了三個 「確保」 ：確保憲法和基本法在港得到全
面貫徹實施，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確保香港
長期穩定繁榮。這三個確保是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的
鑰匙、路徑和方向。 「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
安居樂業的家園！」 從根本上解決香港不穩定因素，
今日今時就要開始做起。

名家
指點
名家
指點

吳幼

凌昆

方想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中國探空進入新階段

評論
責任編輯 趙燕玲 美編 劉樹燕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3香江
2020年1月11日 星期六

2020

大
選
對
台
灣
民
眾
的
諍
言

台
灣
淡
江
大
學
中
國
大
陸
研
究
所
教
授
、
海
峽
兩
岸
學
術
文
化
交
流
協
會
副
理
事
長
潘
錫
堂

今日就是
台灣 2020 選
舉投票日，
選民要再度
選 出 未 來 4
年的台灣領
導人與執政
黨。令人扼
腕的是在蔡
英文當局製
造 「 芒 果

乾」 （即 「亡國感」 ）的恐
懼，並誇大台灣經濟的表現
後，經濟議題似乎從選舉中不
復可見，其實經濟議題才是重
中之重。

薪資停滯物價高漲
為了駁斥國民黨經濟治理能

力優於民進黨的社會印象，蔡
英文強調，馬英九當局交棒給
她時，台灣經濟連續3季負成
長，而她上台後經濟已連續14
季正成長。此為一種錯誤、
「去脈絡」 的說法。其實，馬

主政後期巧遇全球經濟下滑，
台灣出口連續衰退 17 個月，
所以連續3季經濟衰退。後來
經濟脫困也與蔡當局無關，因
為蔡英文自2016年520上台，
那是全球近 10 年來復蘇最強
勁的一年。馬英九主政8年，
即使碰上百年僅見的國際金融
風暴，仍有3年的經濟成長率
超過 3%以上；為何蔡英文主
政以來，不到 3%的成長率，
就能誇耀為 20 年來經濟最佳
時刻？

再來看代表民眾生活的經濟
現象與數據，如蔡英文說民進
黨執政後實質總薪資成長幅度
遠超過前任的馬時期，但上班
族有感受到嗎？年輕人脫離低
薪困境了嗎？完全沒有，還更
「倒退 17 年」 。再以民眾的

感受與看到的經濟現象而言，
2019 年民間消費仍只有 1%至
2%的低成長，代表消費信心
低，不少著名的老店走入歷
史。可見台灣的庶民經濟、民
間消費是在倒退。

尤有甚者，蔡英文主政3年
多來，萬物皆漲，只有薪資不
漲，就連房價也控制不住；據
統計，2019 年六都房價再漲
5%至10%，然而全台一半受僱
員工總年薪不到新台幣 49 萬
元 ， 薪 資 中 位 數 成 「 貧 窮
線」 ，民眾痛苦指數爆表，哪

有 「居住正義」 可言。殊不知，要達到 「居住正
義」 目標，必須提高所得、平抑物價、平衡南北發
展得多管齊下。可見 「居住政策」 支票已確定在蔡
英文這一任期跳票。既然控制不住房價，又改善不
了低薪窘境，政策也不積極對症下藥，釋出再多的
育兒政策也無效。

濫用法律箝制言論
再者，民進黨強行通過《反滲透法》，引發高度

爭議，極可能滋生冤錯假案，讓民眾，尤其是大陸
台商、台生、兩岸配偶家庭及從事兩岸交流的個人
和團體，都將蒙上動輒遭檢警約談的恐懼感。然
而，回顧民進黨這3年多來的執政，核心就是 「玩
法」 ；若無法則造法修法，若有法則枉法逾法；受
害者上至合法政黨，下至小老百姓。其為了政治目
的，不惜違反一切法治原則。依此，行政機關不但
掌握凌駕司法的權限，進而還將 「雙重執法標準」
發揮至極致。只要顏色不對，凡與國民黨歷史沾上
邊的民間團體，均一律 「追殺」 到底。而所謂的
「轉型正義」 ，也成了 「東廠」 鬥爭特定政黨與政

治人物的 「轉型不正義」 。
近幾個月來蔡當局治理下濫用法令箝制言論自

由，把 「枉法」 推展至另一個高峰。全台各地紛傳
民眾因轉發網絡貼文遭警方約談的事情。平民百姓
為細故驟然面對衙門法網，均深感寢食難安，誰能
料到， 「人民保母」 的警察竟也搖身扮演起威嚇百
姓的角色？儘管蔡英文表示她相信警察調查都是
「依法辦理」 ，但民進黨高官拿《社會秩序維護

法》散布謠言罪來箝制批評言論；為加碼管控，蔡
當局更以 「績效點數」 對警調既施壓又當誘因。尤
其，打擊對象對準了批評民進黨的群眾，約談日期
都迫近選舉日，如此密集出現的狀況，當然會被質
疑是在製造寒蟬效應，打擊對手，而警局也變成
「東廠」 支部。

假借民主玩弄 「台獨」
最後，由於20歲至29歲的年輕族群特別偏綠，傾

向蔡英文，對這個族群談 「拼經濟」 ，無感無力；
講 「顧主權」 ，反而熱血沸騰。因此，請年輕人投
票前反思一下，家中這3年多來過得好嗎？工作薪
資有改善嗎？ 「顧主權」 其實是假議題，蔡英文以
「顧主權」 為名，挑釁大陸，玩弄實質 「台獨」 ，

反而激化大陸的反制，壓縮台灣的經濟與國際空
間。 「拼經濟」 則是實在的真議題，而 「拼經濟」
與改善兩岸關係息息相關。試問，蔡英文主政期
間，為年輕人謀求了什麼福利？又創造了什麼的前
景？年輕人應在三思之後，再理性地投下手中的一
票。

總之，選前台灣民眾必須深思熟慮，過去3年多
有過得比較好嗎？當民調顯示，認為這3年多來民
眾生活變好的比例只有10多%，即清楚告誡，台灣
選民切勿被意識形態的 「亡國感」 操弄欺騙而盲從
跟走。 「民進黨式的民主」 的確令人大開眼界，
也見證民進黨蔡當局確實是 「打民主（旗幟）反
民主」 ，相信人民會用選票做出正確的抉擇。

派錢非關鍵 重點保飯碗

透視新年大國的互動

港事
講場

派不派錢，是每年財政預算案公布前
夕都會遇上的問題，特區政府將於2月
底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派錢亦不例
外成為坊間關注的熱門，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早前表示，現時支持和反對意見都有，亦留意到
有人提出派發消費券，但仍要思考，未決定會否派錢。

惟派錢措施的實質，應是在年景好的時候給市民
「發紅包」 ，當前香港經濟步入衰退，已對中小企業

和市民構成沉重壓力，持續半年多的暴力衝擊，令本
港經濟雪上加霜，影響更多市民的生計，更多打工仔
面臨減薪及失業的困境，此時派錢並非關鍵，重點是
要保飯碗，政府應該集中火力，採取有效措施止住經
濟滑坡、加強扶持企業、保障就業民生，將資源投放
在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才是善用公共財政資源。

加重財政負擔
對於有政黨建議在預算案全民派錢或派消費券1萬

元，陳茂波稱須謹慎處理，認為易令赤字過千億元。
而香港的經濟情況並不妙，由於環球製造業及貿易活
動放緩，從去年上半年開始本港經濟已經出現了明顯

下降，隨6月份暴亂開始，第3季更是急速惡化並步
入衰退，按年大跌2.9%，據目前形勢來看，第4季亦
難見起色，預計2019年全年經濟將收縮1.3%，將會是
10年來首次錄得年度負增長，政府也將在今個財政年
度錄得財政赤字，是15年以來首次。現時港府集中資
源應對逆境才是首要，再進行派錢既不合時宜，又會
加重赤字，讓香港陷入更大困境，反而影響推出逆周
期措施提振經濟及有效紓困，實不足取。

何況，派錢這回事在香港向來吃力不討好，政府的
幾次派錢，無論是全民派6000元，還是有針對性向合
資格市民派發4000元，坊間都是掌聲少罵聲多，有的
嫌派得太少杯水車薪，有的指摘措施不公不允，有的
批評是短視亂花錢……，總之不管怎樣派法，均注定
惹人批評甚至焦頭爛額，又何必重蹈覆轍。

聚焦穩經濟穩就業
新一份預算案不應聚焦派不派錢，怎樣穩經濟、穩

就業才是關鍵。修例風波以來，沒完沒了的暴力破壞
導致社會動蕩不寧，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對旅遊、零
售、飲食業等行業衝擊尤甚；資料顯示，去年繼10月

訪港旅客按年大跌 43.7%後，11 月跌幅更擴大至
56%，酒店入住率大降至僅4到5成，需要大幅減價吸
引客人入住，重災區的零售飲食業，10月零售業總銷
貨價值按年大跌24.3%。

受此波及，9至11月整體失業率再升0.1個百分點至
3.2%，其中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的失業率升至3年高
位的5.2%，餐飲服務業失業率更升至6.2%，創8年多
來新高，眾多從事相關行業的基層打工仔無奈 「手停
口停」 ，面臨飯碗不保的境地，預料農曆年過後情況
還會惡化。經濟逆轉的結果，必定是裁員減薪，甚至
掀起結業潮，中小企業及市民現在最需要和最想看到
的，是逆境時政府能幫上一把，保住就業生計，以及
善用儲備推動香港經濟早日走出低谷，而不是民粹式
派錢。

香港面對內外多項不明朗風險夾擊，料經濟還會持
續向下，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已明言 「撐企業、保就
業、振經濟、紓民困」 是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主線，
如何在理財角度提出有力措施，讓經濟重拾增長動
力，穩定未來，切實利民解困，才是預算案應多花心
思之處。

北望
神州

2020年可說是中國發展的重要關口：
要完成全面小康建設及 「十三五」 規劃
之年，也要開始制訂未來30年的長遠發
展計劃。科技發展乃當中重要環節，而

2020年恰逢中國進入太空時代50周年，其成就及宏圖
意義影響深遠。

航空科技急起直追
太空科技乃新一輪技術發展的重要部門。50年來中

國太空事業急起直追，大幅收窄了與先進國差距。今
後中國更須在太空科技前沿開拓，以便搶佔發展太空
產業的制高點。自1970年中國發射首枚人造衛星後，
50年間進步之快令人矚目。現已成為繼美俄外第三個
具備載人航天、降落月球及建設太空站的國家。商業
衛星應用廣泛，通訊、探測及各種專用衛星系統漸趨
完備，北斗系統已成為僅次於美國GPS的定位衛星體
系。衛星移動通訊的 「虹雲」 及 「鴻雁」 系統已開始
空中試驗，高分衛星系統大大提升中國的測地能力，
所得數據已取代了約八成的入口數據，將不必再依靠

外國提供。
在發展商用系統的同時，中國近年又積極開發科研

衛星，包括量子通訊的墨子號，探測暗物質的 「悟
空」 號，和接收X射線的 「慧眼」 號等。前者為全球
首創，最近更成功完成衛星與地面站交接，後二者的
探測能力則為現有同類衛星中最強。還有 「太極」 及
「天琴」 兩項天基探測引力波項目，去年均已發射

了首顆試驗衛星。此外，嫦娥探月計劃也是重要的
研究月球及外空項目，太空艙 「天宮」 則提供了在
太空中進行試驗的場所，還為未來的太空站建設探
路。

上述眾多太空項目令中國發射航天器的次數持續
上升，在 2018 年首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特別是去
年嫦娥四號及年末的長征五號遙三的發射最為矚
目，故有外媒稱 2019 年太空活動由中國開始和由中
國完結。如果嫦四是科研上的突破，年末長五則是
中國大火箭研製的突破，對未來的太空項目發展意
義尤大，可說是為中國探空進入新階段提供了必要
基礎。即期便因此有三大項目可在年內啟動：火星

探測、嫦五落月採樣返回和建設中國太空站等，每
項對中國都是重要的探空活動里程碑。從長遠看這
將有助中國研製更多的大型商用及科研衛星，和進
行深空探測。

長五成功掃除了之前失敗的疑慮，但中國火箭研製
仍任重道遠。長五低軌負荷達25噸，已與美俄現役大
火箭同一級數。長五推力約1000噸，但美蘇過去曾達
3000多噸，中國要趕上還有一段路。無論如何，中國
太空事業乃後起之秀，隨經濟及科技實力提升進步
必然加速。首個探空50年圓滿收官，2020年將開展新
階段，可帶來更多重大成果。未來將有新一代的商用
衛星上天，長五搭載的 「實踐20號」 衛星乃這方面的
一項試驗，科研方面將有更多深空探索，如到火星及
小行星採樣返回等。載人登月也是目標之一，還會在
2030年前啟動 「聽音計劃」 ，找尋太陽系外的人類宜
居星球。

總之，中國探空之路愈走愈寬進度也愈快。俄國受
國力所限難以跟進，美國則受刺激要與中國競賽，搶
在中國前再派人登月。後事如何可拭目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