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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將於本周三（23日）發
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最新網誌
中透露撰寫工作已經進入完成階段，近日反覆思量在諮
詢期間收集到的意見，認為不同界別、不同階層市民都
指向一個基本問題：在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工作
上，政府的角色是甚麼？曾俊華指出，當局一直奉行
「大市場、小政府」的模式，但在市場未盡完美時，政府
就必須作出干預，才可以保障市民的生活。他並形容，
香港還有一個「大社會」，強調在推動「大社會」的時
候，政府要兼顧社會不同訴求，提供適當的資源和協
助，讓社會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又承諾未來的公共行
政，將會更重視「大社會」這個概念。

曾俊華指出，特區政府一直相信，市場是激發經濟效率
和資源分配的最有效方法，亦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多年
來，香港經濟生機處處，都是利用健全和靈活的市場機
制，不斷發展社會，成為市場經濟的典範，獲得不少經濟
學家和國際組織及智囊組織的肯定，不少市民亦相信市場
機制的好處。但市場其實只是一件工具，在市場未盡完美
時，政府就必須作出干預，才可以保障市民的生活，如當
局大量投資在教育、房屋、基建和社會民生福利等，都是
明顯干預純市場的運作，以補充市場之不足。

不認同政府市場此消彼長
他並強調，過分地將市場視為教條，不但在理論上有

所不足，也無助於解決現實問題。市場有失效的時候，
政府亦有失效的時候：「我們的確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
世界，過度的政府干預會扼殺經濟活力和社會創新的能
力；但教條式的市場經濟亦不可以解決我們的社會經濟
問題。我們需要找到適當的平衡，同時亦需要務實地找
尋出路。」對不少人認為，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此消彼
長，甚至可能是有你無我的零和遊戲，曾俊華同樣不表
認同。

促商界履行責任推動關懷
「公民社會」觀念冒起，曾俊華亦承認，在「大市

場、小政府」之間，香港其實還有一個相當活躍的「大

社會」，新興的公民組織更如雨後春筍，倡議不同價值取
向的社會改革。他認為，應好好利用充裕的社會資本，
一起解決社會問題，共同追求社會公義和社會價值，但
重申利用社會資本，共同解決社會問題，並不代表政府
可以撒手不管，相反在推動「大社會」的時候，政府更
要兼顧社會不同訴求的聲音，提供適當的資源和協助，
讓社會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
曾俊華更表示，政府提供了一個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市

場環境和經濟秩序，讓商界發揮，商界亦應更好地履行
社會責任，共同推動關懷社會；又相信香港作為一個現
代化城市，應該有能力為務實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走
出切合自身需要的路向。

財爺：重視「大社會」兼顧各階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年度財政預

算案後日公布，不少中產人士在每年的財政預算

案中，因不同因素成為「三無」、「五無」人

士，無法通過預算案的措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中產聯盟主席彭長緯昨日表示，一眾剛畢業青年

及中產一族現時面對通脹壓力，其工資遠低於市

場消費力，這對香港長遠發展弊多於利，因此當

局必須提出為中產人士紓困的預算案方案。聯盟

提出10大建議，包括擴大免稅額，寬減差餉一

年，增設醫療保險免稅額等。另據了解，政府將

於新預算案中向「樓宇更新大行動」追加8億元

撥款，以完成現已提出申請的550宗樓宇的維修

項目。

彭長緯指出，香港正面對種種嚴峻的挑戰，需要大家團結
一致，共同面對，因此希望政府有勇氣，大刀闊斧地進

行改革，在全球化、瞬息萬變的競爭中，以大氣魄、新思維去
克服種種困難。但現時政府庫房水浸，大眾卻面對收入減少，
工時過長及缺乏機會，政府有必要提出一份為民紓困的預算
案，以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

倡退稅1萬元鼓勵消費
他建議，政府應擴大免稅額，如增加「供養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的免稅額」由3萬元增至5萬元，同時增加「子女免稅
額」由5萬元至6萬元，以及增設「子女教育免稅額」。此外，
政府亦應向每位納稅人退稅1萬元以鼓勵消費，紓緩社會對前
景不穩定的氣氛。
對於扶助中產人士方面，他提出，政府應寬減差餉一年，每

季以5千元為上限，全年回饋5千元電費予每戶家庭，增設醫療
保險免稅額，以及對汽油稅減半等。他又提到青年一族的住屋
問題，指政府應復建居屋，以及提高申請居屋的入息限額，讓
青年人能盡快購入房屋。

政府增8億助樓宇更新
另外，據悉政府將會在預算案中就現時的樓宇更新大行動

「加碼」，增撥8億元予有關計劃。現時樓宇更新大行動有約500
多宗的樓宇維修申請，但當中有約40棟大廈屬於大型大廈，現
有計劃的資金只足夠應付這些樓宇的維修申請，因此政府決定
增撥8億元，以完成其餘500多宗樓宇的維修申請，預計所有工
程可於2014年完成。
政府此次增撥資源予樓宇更新大行動，一方面是考慮到政府

財政有一定盈餘，同時亦是為政府在未來推行強制驗樓、驗窗
政策，作一些理順工作。

包括擴大免稅額 減差餉 增醫療保險免稅額
1. 擴大免稅額，刺激消費

2. 培育青少年，增加「子女免

稅額」

3. 寬免商業登記稅

4. 提高個人免稅額

5. 實行全面退稅

6. 續寬減差餉一年

7. 回饋電費

8. 汽油稅減半

9. 增設醫療保險免稅額

10. 復建居屋，提高入息限額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產聯盟就預算案提10項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界預計政府今年可錄得近
千億的財政盈餘。自由黨昨日公布的「如何善用財政盈餘及儲
備」民意調查顯示，有82.3%市民認同政府現時儲備過多，應
還富於民，不認同的只有7.6%，亦有10.1%受訪市民無意見。
有66.4%支持政府減薪俸稅，令收入不高的中產人士可享有約1
成的稅款減免，不支持的只有15.3%，另有18.3%稱無意見。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分析時認為，政府的財政儲備明顯是「水浸
庫房」，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有必要在預算案中，就儲備的適
當水平，以及如何將盈餘及儲備用於市民身上作出交代。

近3成市民盼用盈餘扶貧
自由黨於本月7日至11日，成功訪問了1,023名市民。結果顯

示，對於政府的財政儲備及盈餘用途，有29.2%受訪市民認為
應用於加強扶貧助弱，亦有21.3%受訪市民希望用於發展經濟
以增加就業機會，認為應用於推出一次過紓緩通脹措施和藉退
稅減稅減輕納稅人負擔的同樣有20.4%，只有4.3%認為應用於
繼續儲備作不時之需，另有4.4%認為無意見或好難講。

建議清貧長者加500生果金
對加強扶貧助弱方面，有26%受訪市民認為應用於讓合資格

清貧長者每月可以多獲得500元生果金，希望加強安老服務的
有18.6%，希望加強支援清貧學生以減低跨代貧窮的則有
17.2%，認為應用於增加在職貧窮家庭每月生活補助至最多
2,500元的有14.3%，希望增加再培訓名額以協助低技術勞工轉
型的有12.7%，另有11.2%稱無意見或好難講。

35.4%市民望獲電費補貼
至於日益加劇的通脹問題，調查發現，有35.4%受訪市民希

望政府提供電費補貼，有21.7%希望減免全年差餉至最高1,500
元，希望退還薪俸稅75%至上限2萬元的有11.8%，亦有11.5%
希望額外發放至少一個月綜援和生果金，希望公屋免租至少一
個月和凍結政府收費至少一年的分別有8.6%和4.8%，另有
6.2%稱無意見或好難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將於本周三公布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包括民建聯和
工聯會等多個政黨昨日發起抗通脹、紓困扶貧遊行，
促請曾俊華於新預算案中推出如減稅、增加綜援和生
果金等措施，扶助基層市民和中產人士。遊行人士沿
途高呼「增撥資源 創造就業」、「寬減薪俸稅」、
「財爺勿當守財奴，紓解民困是急務」、「曾司長勿做
扶窮逃兵」等口號。

民建聯促減中產經濟壓力
民建聯數十名成員昨日遊行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

特區政府採取提高免稅額等措施，減輕中產人士的經
濟壓力。該黨福利事務副發言人蕭嘉怡表示，特區政
府目前財政狀況良好，收入更遠超預算，故應採取措

施，減輕中產人士經濟壓力。
他們提出6大訴求，包括按通脹調高基本免稅額，

提高供養父母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基本免稅額，提
高子女免稅額，寬免差餉4季，以每季3,000元為上
限，延長供樓利息扣稅享用期限，由10年延長至15
年，以及增設私人醫療保險供款及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扣稅項目。

工聯盼政府勿做扶貧逃兵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王國興和葉偉明昨日則

聯同50多名工會人士及工友由中環皇后像廣場出發，
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庫房洩洪，與民分
甘」。黃國健認為，衣、食、住、行樣樣貴，香港人
深受生活成本上漲之苦，政府今年錄得巨額盈餘，又

有豐厚儲備，好應該提出即時措施減輕市民的生活重
擔，尤其對基層人士政府更不能做扶貧逃兵。

要求復建居屋增公屋供應
工聯會提出多項財政預算案訴求，包括要求政府盡快

復建居屋和夾屋，增加公屋供應、設立夾心階層公屋。
至於扶助弱勢基層方面，他們建議，政府增撥資源助長
者「居家安老」，改革強積金制度，全面推行「全民退
休保障計劃」，同時凍結涉及民生的政府收費、減免2個
月公屋租金和1年差餉、津貼電費3,600元等。

職工盟亦遊行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財政預算案不
能只靠「派糖」，應徹底改革現行的稅制，以達致公
平的社會民生環境。他們要求政府實行累進利得稅，
同時增加如醫療、教育等公共開支。

中產聯盟10建議
盼分享經濟成果

民建聯工聯會 遊行促新財案扶貧

自由黨民調倡還富於民

■民建聯數十名成員遊行到政府總部請願，促政府採措施減輕中產人士的經濟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民建聯提6大訴求促扶助基層，小孩也到場聲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工聯會望財爺提出即時措施減輕市民生活重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多個政黨昨日發起抗通脹、紓困扶貧遊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工聯會昨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庫房洩洪，與民分甘」。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