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有報道指出，雖然近年香港年輕人的
教育程度上升，然而工資水平卻不升反跌。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在1996和2001年，
15至19歲組別的工資中位數為6,000元，直至
06和09年，有關數據降至5,000元；20至24歲
組別的工資中位數亦由1996和2001年的8,000
元，降至09年的7,500元。相反，25至29歲和
30歲以上組別的工資中位數一直平穩維持在
1萬元和1.1萬元水平。另外，25至29歲年齡
組別擁有第一個學位的比例高達20%。
筆者一向不盲目相信教育可以致富的言

論，特別是在香港這個「教育量化寬鬆政策」
的年代，大學畢業生手上的「沙紙」愈來愈
不值錢，數字正好反映了這一個現實。香港
大學數目由1990年的2間，到1999年變成8
間，再於2006年增至9間。在短短20年間，大
學的數目增加了7間，增幅為350%。筆者在
此作一個極為粗略的假設，香港大學畢業生
的數目亦同時增長了350%，但香港的經濟在
這20年間的增長，又是否可以完全吸納這些
新增的大學畢業生呢？
當大學生的數目多了，而市場上對大學生

的需求又沒有同步增長的話，一個可預見的
情況就是大學生將開始擔當比以前低級的工
作，工資中位數當然也隨之而下調。另一個
問題就是，當大學學位的學額多了，能進入

大學的學生的比率也提高了，筆者沒有精確的數字，但估計
以前可能只有0.1%的學生最終能入讀大學，今天可能已經增
至10%，以前0.1%當然比今天的10%精英得多。大學生的平均
水平下降就變成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此一來，大學生的入職
水平必然下降，到最後就出了這樣的結果，量化寬鬆必然導
致貶值的道理，在職場也可以同樣應用。
到最後，那0.1%的精英因為量化寬鬆的緣故，無法被分別

出來，入職水平下降；那9.9%的同學就白花三年光陰外加十
多萬學費，才走到前人同樣的位置；最後那90%就更是可憐，
連一張沙紙也沒有，被迫讀副學士、或是讀其他不實用的課
程，希望不用白白的在職場上被打壓，卻也是徒勞無功；全
部人都落在教育量化寬鬆政策的網羅中，被迫玩這樣的一個
殘酷遊戲。
同日，香港大學公佈一個民意調查，九成年輕人表示相信

持續進修有助晉升。筆者相信並非他們無知，反而是他們明
白雖然要付上光陰、金錢，但活在量化寬鬆的時候，跟隨量
化寬鬆的路是唯一的活路。可憐莘莘學子，就這樣賠上了一
生最寶貴的青春。香港政府又何時才醒覺呢？

公民黨日前進行了創黨以來最大的一次領導層改組，黨魁一職梁
家傑在沒有對手之下順利接任，連選舉走過場都不用，相反被視為
雞肋職位，只負責黨務的黨主席卻引來秘書長陳家洛與執委鄭宇碩
的激烈角力，雙方支持者涇渭分明，梁家傑不避嫌疑在傳媒聚會上
明確支持陳家洛，更得到了余若薇、吳靄儀等黨內核心聯署參選聲
明；而另一位黨內核心毛孟靜又在報章撰文為鄭宇碩造勢，甚至與
數名年輕人舉起標語，寫㠥「君子到底，我們撐鄭宇碩」等。雙方
支持者鬥得難分難解，顯示黨內大佬未能平衡黨內的各派勢力，各
派為扶植自身代表上位，明爭暗鬥甚至互相攻訐。雖然沒有社民連
的人身攻擊你死我活的鬥爭，但激烈程度也是不遑多讓。

陳鄭之爭是「公投」內鬥的延續

選舉的結果是陳家洛以81票險勝取得70票的鄭宇碩，副主席和秘
書長一職分別由吳靄儀和賴仁彪以大比數當選。險勝的陳家洛強
調，會團結公民黨，並尊敬所有支持鄭宇碩的黨員，無分你我，而
費盡心思為陳家洛抬轎的梁家傑則此地無銀地形容今次是君子之
爭，否認公民黨分裂云云。從陳家洛或梁家傑事後的發話可以看
出，這次選舉沒有造成公民黨的分裂不過是自欺欺人，陳家洛得到
多位黨內核心背書，最終只能以11票險勝早被邊緣化的鄭宇碩，而
在選舉過程中多名參選人先後向領導層發炮，甚至有人揚言敗選即
退黨等，都說明這次選舉再次激化了公民黨的內鬥，而且內鬥早在
「五區公投」之時已經出現，只是藉改選全面爆發。

在黨主席的選舉上，陳家洛與鄭宇碩的爭逐最受外界注意，原因
是兩人都代表黨內的兩派思路。陳家洛身為秘書長，更直接負責
「五區公投」一役，在立場方向上與現任領導層相同，而且其背後
更代表了黨內的激進派勢力。眾所周知，陳家洛及激進派如余冠
威、曾國豐等人在說服余若薇、梁家傑參與「公投」出力最多，更
不惜與湯家驊等開火，最終令余若薇轉㢇參加「公投」。但此舉也
引發黨內溫和派的反感。現在陳家洛借勢上位，如果成事與梁家傑
一唱一和，公民黨只會愈來愈激。於是溫和派才找回鄭宇碩一鬥，
最終鎩羽而歸，梁家傑與陳家洛這個激進組合，勢令公民黨的路線
愈走愈激。正如湯家驊所言，新班子全屬力主所謂「五區公投」運
動者，預計公民黨未來路線會變得更加偏激。不過，這次在現任領
導層全力發功之下，雙方得票差距依然極少，顯示溫和派有一定實
力，也得到不少黨員認同，未來兩派的鬥爭將會更加激烈。

公民黨分裂只是時間問題

記得公民黨第一次出現路線之爭，主要還是政策方向的問題，但
這次卻是由於「公投」所引發的路線之爭。公社提出的「公投」議
題，直接挑戰基本法，挑戰中央，是一個極大的政策取向轉變，由

溫和專業到激進抗爭。這種改變引起黨內不少資深黨員的不滿，最明顯當然是創黨會員湯家
驊一直反對「公投」，一方面顯示他對「公投」的反感，同時他的看法相信在黨內有不少黨
員支持，反映了相當部分黨員的聲音，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現在「公投」已證明失敗，
但余若薇既無認錯，又沒有改變激進路線，反而要扶植梁家傑、陳家洛這類激進派代表接掌
黨務，反映領導層從來沒有反省錯誤，也沒有回應不少黨員重回理性溝通之路的訴求，鐵了
心將公民黨改弦易轍，這令黨內人士更加不滿。雖然這次在多名黨內大佬力保下壓住了反對
聲音，但如果再不檢討，黨內分裂只是時間的問題，公民黨勢將遭受另一次的衝擊。
自從「公投」一役，公民黨流失了大量中間支持者，又吸納不到激進支持者，變成兩面

不是人，足顯激進派提出參與「公投」是不折不扣的餿主意。綜觀「公投」結果，公民黨
在多個原有的鐵票中產區，得票不增反減，說明中產選民不支持公民黨轉趨激進。同時，
預期能夠吸納到的青年激進支持者，最終都歸入到更激的社民連。公民黨白忙了一場，反
而引發了黨內嚴重的派系鬥爭，隨時導致公民黨另一次大分裂。一切的因由都是源於余若
薇當日誤聽人言，參加「公投」，導致公民黨今日陷入如此田地，只能悔不當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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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徵收額外印花稅的懲罰目標為短期炒家，故此政府應清晰訂明有關稅項由賣家負責支付，政策實不應「鼓勵」

賣家「走佬」、買家承擔全部重稅的惡果。因為政策主要針對短期炒家。而政府也應該釐清臨時買賣合約的法律地

位，最好是按照法庭過往的判決去理解，以免製造市場混亂，易生爭端。徵收額外印花稅打擊炒賣活動的用意是好

的，但必須對症下藥，勿將真正用家亦打擊了，成為新政策下的犧牲者。

「公投」已證明失敗，但余若薇既無認錯，又沒有改

變激進路線，反而要扶植梁家傑、陳家洛這類激進派代

表接掌黨務，反映領導層從來沒有反省錯誤，也沒有回

應不少黨員重回理性溝通之路的訴求，鐵了心將公民黨

繼續推向激進之路，這令黨內人士更加不滿。雖然這次

在多名黨內大佬力保下壓住了反對聲音，但如果再不檢

討，黨內分裂只是時間的問題，公民黨勢將遭受另一次

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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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樓重藥應考慮用家
梁美芬 立法會議員 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

為打擊熾熱的樓宇炒賣情況，繼全面取消
買樓移民計劃之外，政府於去年11月推出短
期炒賣物業徵收「額外印花稅」這劑重藥。
該措施規定業主在取得物業不足兩年內轉
手，須依照持有物業的時間長短，分三個級
別以樓宇總價值的稅率15%-5%不等來交
稅；另外，又全面取消原來容許住宅物業延
遲繳交印花稅的做法。這些新措施直接針對
短期炒家，務將炒家趕離場；而成效也立竿
見影，政府最近公布去年12月份整體物業買
賣宗數急劇下挫，較11月份的交投數目減少
了兩成六。

勿誤中副車

但是，新措施是否會「誤中副車」，懲罰
涉及真正用家或置業換樓人士？
政府表示在額外印花稅於去年11月20日推

出前十四天內，若只簽署了臨時買賣合約的
交易雙方，由於未算正式完成交易程序；此
等物業若在兩年內轉手亦必須徵收額外印花
稅，令新法例本身帶有追溯力，更關係到當
局對樓宇臨時買賣合約的理解是否與法庭過
往的判例不符。一般來說，臨時買賣合約即
使沒有寫明「必買必賣」，對買賣雙方也是
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同。因此，額外印花稅
措施令一直以臨時合約作交易準則的傳統變

得模糊化，為市場製造混亂信息。
其次，新措施沒有清楚訂明額外印花稅應

該由賣方還是買方全數支付，一人一半，抑
或按比率釐訂，容易造成爭拗。此外，賣方
在全數收錢後失蹤，不支付稅款的話，交稅
責任便落在買家身上，亦有可能傷及真正的
用家和首次置業人士。對很多香港家庭，樓
房是他們的唯一資產。新政策並沒有考慮到
一些用家可能因為家庭財政突變、患病、業
務周轉困難而必須賣樓套現救急的情況。亦

有一些家庭因為換樓，而在短期內擁有兩間
物業。

提供用家豁免

針對上述多個問題，筆者建議政府可從以
下方面入手，完善徵稅措施。首先，政府可
考慮擴大豁免條文，由現時豁免近親配偶、
破產／清盤、遺囑授予、聯營公司之間轉讓
等情況，擴大至首次置業人士／家庭、或只
得一層自住物業的人士／家庭，又或能提供
證明只屬換樓人士，以及因為緊急或特殊情
況而必須賣樓套現的人士，皆可以豁免繳交
額外印花稅。

訂明賣家付稅免爭拗

此外，由於徵收額外印花稅的懲罰目標為
短期炒家，故此政府應清晰訂明有關稅項由
賣家負責支付，政策實不應「鼓勵」賣家
「走佬」、買家承擔全部重稅的惡果。因為政
策主要針對短期炒家。而政府也應該釐清臨
時買賣合約的法律地位，最好是按照法庭過
往的判決去理解，以免製造市場混亂，易生
爭端。
徵收額外印花稅打擊炒賣活動的用意是好

的，但必須對症下藥，勿將真正用家亦打擊
了，成為新政策下的犧牲者。

香港文匯報訊 《文匯報》1月11日「論壇
版」發表了黎子珍《頻頻惡意中傷李嘉誠
黎智英無恥之極》一文，引起讀者和社會各
界的熱烈反響。該文在文匯網的點擊率一度
名列第一，引起眾多網民留言激烈討論和交
鋒。網民認同該文揭露和批評黎智英抹黑名
人、危害社會的不實報道及謬論，點出黎智
英不斷狙擊李嘉誠的陰暗心理，激濁揚清，
讓市民看到黎智英及《蘋果日報》的真面
目。
該文以翔實的資料揭露黎智英過去屢屢造

謠抹黑李嘉誠的行為，分析黎智英背後的動
機及圖謀，立論精闢，受到網民的高度評
價，有網民說：「黎子珍說，黎智英對人懷
虎狼之心，做事損人，時時作非份之想，如
竊賊盯住李嘉誠的錢袋，對李嘉誠『玩針
對』，妄想逼李嘉誠在壹傳媒登廣告。這是
知人論世的高見，擊中肥佬黎要害！」「李
嘉誠生意越來越好，他的成功之道，已有洋
洋大書記載，但其實他的核心成功秘訣只有
一個字：『誠』。壹傳媒老板黎智英之所以
被視作奸商，缺乏的也就是一個『誠』字。

黎子珍的對比相當到位，一語中的！」

黎智英如竊賊盯住李嘉誠的錢袋

不少網民都認同「黎智英之所以長期惡意
針對李嘉誠，是因為李嘉誠不屑與黎智英此
類奸商為伍，李嘉誠旗下集團拒絕在宣淫販
賤、反中亂港的壹傳媒落廣告。這顯示李嘉
誠是一個是非分明，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商
人。」
有網民直接指出黎智英狙擊李嘉誠的目

的：「肥佬黎如竊賊盯住李嘉誠的錢袋，但
是李嘉誠握緊錢袋，就是不在壹傳媒落廣
告，氣死肥佬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竊
賊肥佬黎總有一天得報應！」「李嘉誠先生根
本看不起黎智英，不會在壹傳媒登廣告，因
此肥佬黎懷恨在心，這是一針見血。」「《蘋
果日報》指李嘉誠篤信風水，因此對舊居情
有獨鍾，暗示李嘉誠的成功是靠舊居的好風
水。但李嘉誠的成功，根本與風水無關，而
是靠他的誠信、智慧和堅韌不拔的努力！」
對於黎智英過往罄竹難書的不堪行徑，有

網民指：「黎智英本身也是商人，但卻是一

個不折不扣的奸商，黎智英為了賺錢和成
功，其反中亂港、作奸犯科劣行罄竹難書。
《文匯報》應該多揭露和批評黎智英危害社
會的不實報道和謬論，平衡香港的輿論環
境。」「黎智英最近頻頻捏造假新聞惡意中
傷李嘉誠，是企圖一箭雙雕：一是要在最近
本港社會彌漫的仇商仇富情緒中增加銷路，
二是以為可以用咄咄逼人之勢中傷李嘉誠，
而逼到李嘉誠在壹傳媒登廣告。黎智英企圖
一箭雙雕無恥之極！」

黎智英劣行罄竹難書

更有網民翻出黎智英、《蘋果日報》過去
的劣行，「早年陳健康事件，《蘋果日報》
用錢製造新聞，鬧出軒然大波，最後黎智英
刊登頭版廣告向公眾致歉，但其作奸犯科本
性不改，是不可救藥的人渣！」
有網民更肯定《文匯報》揭露黎智英不斷

在本港煽動仇商情緒、製造對立的行為，
「拿㠥傳媒日以繼夜地妖言惑眾，製造族群
分裂，令香港人長期在吵鬧爭鬥中生活，爛
果日報及其老板的埋沒良心行為，香港有多
少人知道？還有多少人逐爛果日報之臭？」
「《文匯報》大力揭露和批評黎智英危害社會
的不實報道和謬論，平衡香港的輿論環境，
做得很好。」

網民怒斥黎智英惡意中傷李嘉誠

■港府徵收額外印花稅打擊炒樓。圖為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召開記者會。

過去一段時間的申亞工作，本星期五將在立法會得
到定案，決定香港到底是繼續向㠥2023年的目標前
行，還是擱置申辦。
在這四個月當中，與眾多團體和朋友交流了對香港

體育發展和申亞的想法，聽到很多寶貴意見，深深感
受大眾對體育發展和運動員的關心，也明白部分朋友
對亞運的顧慮，讓我們可以更好地完善有關體育發展
的政策措施。市民對申亞的疑慮主要圍繞幾點，透過
積極的回應和解釋，申辦建議逐漸得到更多理解和支
持。這些關注點包括：
（1）亞運與體育政策的關係 ─ 亞運是我們長遠體

育政策的一部分，聚焦以2023年作為運動員、體育總
會、場地建設以及體育文化提升等方面清晰的階段性
目標，為我們體育政策所起的，是催化和加速的作
用，加快推動我們現行日見成效的體育政策。
（2）亞運與民生的互動 ─ 民生福利是政府最重視

的工作，未來12年，不論亞運舉辦與否，特區政府在
醫療、教育、福利三方面將不間斷地持續投放超過
20,000億元。
（3）亞運預算 ─ 對亞運的投資建議是60億元，將

於未來12年分期進行，正如其他公共開支，是投入本
土經濟，推動內部需求的一部分，日後預算若有波
動，我們可以透過不同方法，例如尋求商業贊助以及
加強與周邊地區在場館上的合作，以避免超支。
（4）2027年甚至2043年可以嗎？ ─ 今天香港在亞

洲體壇已位處中、上水平，除在最近一屆的亞洲運動
會名列第十一以外，在亞洲青年亞運中更位處第五，
我們若能在現階段及時加大力度為體育再推上一把，
整個體育事業可以更快地走上一個嶄新台階，為運動
員和下一代提供更廣㟴的發展平台和選擇。十二年讓
今天一位兒童成為少年，十二年對年輕人而言影響㠥
兩至三代人，十二年周邊地區和國家都會一直在進

步，我們應否延後這個為社會設立長遠目標的機會？
（5）把資源撥給運動員更好？ ─ 香港精英運動員

協會在一封給市民的意見書中提到，給予運動員一個
目標和努力方向比甚麼都重要，非金錢所能代替。有
效地推動體育事業以及現代大型賽事的社會效益，我
們才可以讓運動成為更富出路和前途的選擇。東亞運
以後，第二梯隊因當中的實戰經驗在廣州亞運表現更
出色，商界對體育的支持亦增加了，十多個場地提升
了，作為除了奧運以外香港運動員可以參與的最大型
運動會，亞運可以發揮的效益，將比東亞運更深遠。
當大家都肯定體育文化的重要，囑咐香港在經濟角

度以外，需要更具文化內涵，避免短視而富有長遠目
光，但是同時，我們在一個投資於體育文化、為體育
發展和整體社會確立一個長遠而具體目標的契機面
前，卻猶疑了，又重新戴上了慣常的「成本會計」、
「經濟效益」、「短期回報」等思考帽子⋯⋯希望大家
都能以「人本」會計的角度，從更長遠、更全面的角
度考慮申辦亞運的建議。我們重申，最終不論申辦的
建議能否通過，特區政府持續循三大政策方向推動體
育發展的決心，都同樣堅定不移，冀為我們的運動員
和下一代，開拓更寬廣的天地和空間。

申亞的文化衝擊
許曉暉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010年是世界各國繼續應對始發於美國的全球性金
融危機、推動經濟復甦的一年，也是中國經濟持續增
長，國力顯著提升的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
2011年《經濟藍皮書》指出2010年中國GDP增長率將
「超九」，中國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位列全世界第
二。無疑，今後中國將以嶄新面貌與姿態，在全球範
圍內的政治經濟等各項領域再創新績。
2011年將是承先啟後的一年。載㠥圓滿完成「十一

五」規劃任務的榮耀，開啟了「十二五」規劃的新篇
章。2010年10月18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
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
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建議》中指出，「十二五」規劃時期是我國深化改革
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未來的五
年是中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重要時期，
更是從「國富」走向「民強」的重要階段。

值得一提的是，《建議》在「十一五」規劃的基礎
上進一步明確了香港的定位，提出「支持香港鞏固和
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增強產業創新
能力，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建議》首次將香港
列入國家經濟發展的通盤規劃，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
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
回顧過去半個世紀發生在地球東方的兩個經濟奇

跡：上世紀70年代起，香港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造
就了一場長達近20年的經濟飛躍，香港從一個二流漁
港變成了人均GDP高達3萬美元的「東方之珠」。無獨
有偶，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祖國大地在鄧小平改革
開放路線的指引下，連續30年經濟高速增長，碩果纍
纍，人民由貧窮走向小康，綜合國力全球第二，一條
「東方巨龍」轟然崛起，震驚世界。這兩個已在世界領
先的經濟實體儘管一先一後一大一小，但各具特色互
有優勢，若能融合發展豈非如龍得珠，雙劍合璧。

「十二五」規劃是祖國向香港特區全面地暢開懷
抱，這對近十年來經濟增長顯著放緩滯後的香港來
說，無疑是千載難逢的發展契機。面對這個令遠在赤
道的新加坡多年來都欽羨不已的大好時機，特區政府
必須抓住機遇！事實上以往我們錯失過不少良機時
辰，曾幾何時，眼見內地的高速發展，香港也經歷過
一段忐忑起伏的心理歷練：從排斥輕視到高傲怠慢，
從保守觀望到自卑怕邊緣化⋯⋯然而時至今日，絕大
部分港人已經深深認識到香港與內地血肉相連不可分
割的關係。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的統籌和諧調是不可
逆轉不可阻擋的大趨勢，只有融合發展才能優勢互補
相得益彰。
天降重任於香港這塊寶地，特區政府必須放下包

袱，積極主動地投入「十二五」規劃，盡快融入國家
主體經濟的發展中，進一步推動內地和香港的經濟社
會的協調發展。藉㠥「十二五」規劃巨大無比的效
應，香港完全有機會實現新一輪的高速增長，在全國
經濟發展這盤棋局中成為領軍的「棋子」，將香港構建
成與紐約、倫敦比肩的國際大都會，在世界東方再次
大發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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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抓機遇融入國家主體經濟發展
余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