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決定新財政年度不採用一次性退稅措施，改為
注資強積金，結果「一石激起千重浪」。多個政黨接連
發起遊行示威，指預算案「不合格」，還價要政府作出
修訂，否則預算案將被立法會判「死刑」。建制派立法
會議員今日稍後會與財爺曾俊華會晤，希望財爺「回
心轉意」，回應民意，力爭妥協的讓步空間。有議員就
預言，隨㠥財爺鬆口風，有信心最終都會推出優化版
預算案。
立法會將於4月就今份財政預算案表決，現階段多個

黨派取態未明，需要視乎財爺是否願意讓步。財爺終
究會否修改注資強積金方案，仍然是未知之數，多個

政黨亦趁出席《城市論壇》之際率先開價，當中手持9
票的民建聯就要求政府微調方案，還市民選擇權。而
反對派的民主黨及公民黨則揚言政府需要「大修」預
算案，方能獲得議員支持，包括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
劃等。

李慧㠒數強積金注資「三宗罪」
對於財爺任內第4份預算案得不到掌聲，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李慧㠒相信，是次預算案將會是財爺得分最低
的一份。雖然政府有推行免電費免差餉的紓困措施，
但依然無法解決社會關注問題，包括拒絕復建居屋協

助市民置業。她更力數強積金注資的「三宗罪」，包括
不受港人歡迎、不解燃眉之急、不信任市民，要求政
府微調政策滿足市民，例如為無強積金人士開設戶
口，起碼達致全民受惠，以及讓市民有即時提取6,000
元強積金注資的選擇權。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則重申，政府需要表明幫市民的

決心，否則不可能收貨，「政府與市民儼如搭錯線，
難以溝通，退稅會刺激通脹，那出雙糧呢？」公民黨
亦促請政府善用盈餘令措施到位，例如撥出60億元津
貼市民75折坐車。
在節目期間，部分激進反對派卻只顧窮追猛打羞辱

官員，毫無建樹。有憤青更走到城市論壇指罵出席
官員，甚至衝到台前向官員遞上滿載陰司紙的薯片
罐，連主持人亦不禁大嘆，文明社會需要互相尊
重。

昨日社民連一班成員到中聯辦門外
示威，聲援內地的所謂「中國茉莉花
革命」。社民連主席陶君行及梁國雄帶
領示威者撞擊警方鐵馬，示威者更一
度衝出馬路，造成交通混亂。社民連
示威本為常事，但這次公然以支援
「中國茉莉花革命」為由衝擊中聯辦，

在港挑動「革命」，性質極其嚴重，是玩火自焚禍害
香港的危險行為。
中東及北非的反政府騷亂一浪接一浪，本港不少西

方豢養的政客、包藏禍心的傳媒、寂寞反動的文人興
奮雀躍，以為「變天」的機會又到了，於是紛紛卯足
全力，在本港響應所謂的「茉莉花革命」。反對派喉

舌《蘋果日報》連日頭版聳人聽聞說內地爆發「中國
茉莉花革命」；社民連、「人民力量」等近日密密落
區煽動市民衝擊政府；連昨晚司徒華的追思會上也要
高唱《好一朵茉莉花》。反對派再次高度整合，山雨
欲來不是無因。
然而，所謂的「中國茉莉花革命」，只是來自一個

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開辦、連主伺服器也架設於美國
的「博訊網」所發布的消息，已被證實是子虛烏有，
其刊發的不少報道及照片更被人揭破是張冠李戴。然
而，反對派卻如獲至寶，大做文章，一方面大幅報道
中東及北非的反政府騷亂，將這一場被國際社會稱為
「飢餓革命」說成是「第四波民主化」運動，《蘋果》
每日繪聲繪影的渲染誇大，反對派落區派單張掛橫

額，就是要將「革命」的氛圍帶到香港，鼓動市民衝
擊政府，大搞「紫荊花革命」。
另一方面，反對派又將財政預算案與反政府抗爭糅合

起來。無疑市民對這份預算案有不少意見，但主要是希
望當局能夠完善現行方案，讓市民能夠及早受惠，而且
政府這份預算案「派糖」並不少，公屋免租、綜援雙
糧、增社會福利，這些都是各政黨包括反對派提出的主
張，怎麼反對派現在又要倒打一耙，批得一文不值？預
算案儘管未能令人滿意，犯得㠥如《蘋果》所言要「喊
打曾俊華」，犯得㠥要在香港發動「革命」嗎？
反對派在本港煽動「革命」，等如是將全港市民騎

劫，作為對抗中央打擊特區政府的籌碼。北非中東的
連串反政府騷亂，並沒有《蘋果》說得那麼悲壯崇
高，也不是什麼簡單的一句「民主打敗專制」，在反
政府騷亂的背後，隨處可見美國的幕後操盤以及軍隊
介入。騷亂期間所造成的人命傷亡、財產損失、妻離

子散、流離失所，也不是《蘋果》描繪的那麼美麗祥
和，至於美國女記者被幾百人性侵犯的一幕幾乎每日
都在上演，這樣一場流血騷亂有什麼值得吹噓？反對
派要將「革命」移植香港，就如「五區公投」時提出
「全民起義」的一樣，是包藏禍心，置港人福祉於不
顧的舉動。
更嚴重的是，反對派公然與某些反華勢力一起鼓動

所謂的「中國茉莉花革命」，是「河水犯井水」，衝擊
「一國兩制」的玩火行徑。反對派自司徒華死後，大
力整合「支聯會」、教協及民主黨，又千方百計引入
王丹等海外「民運人士」入境，在在說明正展開新一
輪攻擊中央政府的行動，搞得天下大亂好火中取栗，
撈取政治油水，為未來選舉做準備。然而，反對派要
將本港作為海外的「反華基地」，這種舉動勢令本港
陷入嚴重的政治動盪，最終必將受到港人的唾棄。反
對派錯估形勢，失望是必然的。

全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2月23日回答記者提問時表

示，「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不會發生。趙啟正批評「認

為中國可能發生『茉莉花革命』的想法」之所以「非常

荒唐和不符合實際情況」，最關鍵之處是完全忽視了中

國的穩定符合全中國人民的利益、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

益。

中國的穩定符合全中國人民的利益
胡錦濤主席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時指出，只要我們

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建成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不動搖、

不懈怠、不折騰」九個字樸實無華、簡明扼要，但擲地

有聲、鏗鏘有力，最精闢地表達了中國的穩定符合全中

國人民利益這一真理。《管子．正世》說：「利莫大於

治，害莫大於亂。」治亂就是國家興衰問題，在中國歷

史上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之治等治世，又有三

國、五代十國、五胡十六國、安史之亂等亂世。古人有

句話：「寧作太平犬，莫作亂世人」。對於一個國家而

言，最佳狀況莫過於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最慘情

形莫過於社會動盪，民不聊生！

新中國成立以來，受內外因素影響，歷次政治運動包

括反右、大躍進等都給國家政治、經濟發展造成動盪和

損害，文化大革命更是動盪和損害最大的一次。經歷過

正反教訓的中國有㠥「維穩」的共識，所謂的「茉莉花革

命」不可能在中國發生。當前，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是

維護穩定、抓住機遇、實現發展。對中國來說，發展是目

的，改革是手段，穩定是前提，穩定又是和諧的基礎。

中國的穩定符合全人類共同利益
中國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從任何角度看，

中國人民的生存利益和發展利益，與全人類共同利益息

息相關。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地區的災難往往也是全人

類的災難。尤其在一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度，一個有

㠥13億多人口的民族，假如出現生存危機或內亂，假如

政府無力控制，難民如潮水般湧向海外，對周邊、對世

界都是「飛來橫禍」，名副其實的「天下大亂」。從這個

意義上來講，中國的穩定本身就是對全人類的貢獻。今

日中國以佔世界7%的耕地、6%的水資源、4%的森林、

1.8%的石油、0.7%的天然氣供養㠥世界約五分之一的人

口。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遇到過這樣大的挑戰。在這種

條件下，中國人民通過改革開放，「聚精會神搞建設，

一心一意謀發展」，消除了數以億計人口的貧困，邁進

小康。這一切，對世界和平發展有㠥巨大的正面意義！

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三大進口國。

中國平均每年5,000多億美元的進口需求，為相關國家

和地區創造了約1,000萬個就業崗位，對這些國家的經

濟產生積極影響。中國每年近6,000億美元的出口，為

許多國家的消費者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商品，節約了他們

的消費支出，使他們可以拿出更多的錢用於改善生活素

質，同樣刺激了一批國家的經濟發展及有助於這些國家

壓抑通脹。一個穩定的中國為全人類創造的豐富物質財

富，明顯使整個世界受益。

中國需要的是深化改革而不是革命
30多年來，中國從一個窮國發展為第二經濟大國，令

世界刮目相看。在這些成就背後，也積澱了諸如地區發

展不平衡、分配不均、貪污腐敗、結構失衡、發展模式

有待轉變等一系列問題。但這是社會、經濟高速發展過

程中出現的問題，中國政府一貫認真正視並在發展中透

過深化改革逐步解決，而不是處於麻痺狀態置之不理。

中東、北非變局也

肯定引起中國政府

和人民的反思，將穩

定、改革、發展的關係

理得更順。

香港反對派和某些反華勢

力希望中國重蹈中東覆轍，這種圖謀

既不可能實現，也悖逆歷史潮流。1987年4月16日，鄧

小平曾特別指出：「中國要是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改

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

度，香港會是怎樣？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會吹的。」時

間過去24年，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深度和廣度前所未

有，任何人都看到中國的穩定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中

國要是出現「中東波」，世界會是怎樣？世界的繁榮和

穩定同樣也會吹的！

事實上，中國的穩定與社會變革並不矛盾。改革開放

三十餘年，中國已有序地完成了由「階級鬥爭為綱」向

「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轉變，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

濟的歷史轉變，由單一國有經濟向多種經濟成分的歷史

轉變，由鬥爭哲學向和諧社會的歷史轉變，由革命黨向

執政黨的歷史轉變，由人治向法治的歷史轉變。這一系

列變革，無論廣度和深度都屬「天翻地覆慨而慷」。當

前，中國需要的是深化改革而不是革命。民主政治應該

穩妥推進，中國發生動亂對誰(包括香港)都沒有好處。

香港反對派和某些反華勢力引喻失義，借助中東和北非

「茉莉花革命」劍指中國，不僅非常荒唐和不符合實際

情況，而且違反全世界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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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挑動「革命」禍害香港 卓　偉

中東和北非發生「茉莉花革命」後，香港反對派和某些反華勢力希望中國也出現那樣的局

面，借機煽風點火、蠱惑人心，幻想「今日中東波，明日中港波」。香港反對派喉舌《蘋果

日報》對博訊網發起的反華鬧劇亦步亦趨，攻擊所謂「中國專權政治」，煽動「相信會有越

來越多關心中國前途的民眾，在今後的『茉莉花集會』中站出來」云云。《蘋果日報》的拙

劣表演根本不得人心。「中東波」不可能在中國重演，香港反對派和某些反華勢力希望中國

重蹈中東覆轍，這種圖謀既不可能實現，也悖逆國際社會普遍期盼中國繁榮穩定與和平發展

的歷史潮流。

中國的穩定符合全世界利益

民記倡「即用6千元」
18區簽名踴躍

建制派今晤財爺 爭優化預算案

「無份」袋6千
公僕也上街

財政預算案提出每個強積金
戶口進帳6,000元的安排惹起廣

泛爭議，唯一「無份」落袋的公務員自然「反聲」
大大。昨日便有近30名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成員聯
同民主黨發起遊行，批評預算案欠缺整體公平
性，強積金的6,000元注資忽略逾12萬名長俸公務
員，要求財爺修訂政策，致全港受薪打工仔均能
受惠，「長俸公務員雖然有較好的退休計劃，但
是無理由司局級首長的打工皇帝可以受惠，而長
俸公務員就無。」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副主席劉錦
耀重申，公務員並非針對財爺，只是以普通小市
民身份爭取應有權益。

派員參加民主黨下周日遊行
昨日的示威只是「初試啼聲」，民主黨下周日(3

月6日)舉行大型遊行表達訴求，公務員工會聯合
會亦會派員出席。劉錦耀強調，政府應調整思維
回應民間訴求，否則公務員會有進一步行動，
「現時社會基層水深火熱，你無理由同人講，走
過沙漠就有香檳飲。政府講過會聆聽市民聲音，
所以我們走出來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全國政協委員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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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孟宜

爭取權益

這份鬍鬚曾「籌謀多時」的預算案，
可謂只聞批評聲，中產一族更是滿腹不
滿。民建聯前日起發起主題為「立即享
用6千元」的18區簽名活動，旨在令政
府有足夠空間、彈性回應市民訴求。有
民記中人透露市民反應踴躍，希望財爺
亦能細聽民意：「退稅又得，強積金注
資可以提早拎出來又得，簡單來說係點
都得，最重要係市民立即享用6千元。」

劉健儀指中產受壓最大
自由黨昨早由立法會遊行至政府總

部，由黨主席劉健儀(Miriam)及10名剛完
成「中產憤怒了，財爺要回水24小時絕
食行動」的自由黨年青團員，率領一眾
黨友及部分自發參與市民遊行，沿途高
叫口號。他們抵達政府總部，向政府代
表遞交「助聽器」，促請曾俊華莫再做
「聾耳曾」，回應中產訴求。Miriam直
言，通脹下中產人士受壓最大，希望曾
俊華推出措施協助中產人士，不要做
「聾耳曾」，否則要自由黨對財政預算案
投下贊成票有困難。

梁美芬批預算案太保守

多名「西九新動力」成員亦手
持大型「空頭支票」遊行至政府
總部，諷刺政府派錢華而不實，
措施無助中產基層受惠。西九動
力主席、立會議員梁美芬批評預
算案過份保守，再次促請財爺為
預算案加碼，包括一次性退錢退
稅、為夾心階層提高津貼計劃、
上調醫療券至1,000元及增建居
屋，在照顧「百無階層」的同
時，亦能津助中產。芬姐重申通
脹與派錢並非對立，期望財爺不
要死守通脹死線，相反應按民情
考慮妥協退讓。
對反對派議員有意就預算案投

反對票，芬姐坦言議員不能輕言
反對，否則只會本末倒置，「預算
案提及的藝術體育基金，甚至是
放寬大學資助審批，都是好的措
施，現階段不是支持反對的問題，大家
應先盡力令財爺接納建議。」
民協昨日亦遊行到政府總部請願，批

評財政預算案只是小恩小惠，對於一些
「無樓」、「無工作」、「無公屋」、「無
綜援」等「N無」人士不公平，又將印

有鬍鬚曾樣子的紙板公仔上的鬍鬚剃
走。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稱，預算案
中最令人氣憤的是注資6千元入強積金
戶口，「N無」人士完全沒受惠，他呼
籲曾俊華必須修訂方案，否則只會令更
多議員對預算案投反對票。

財爺曾俊華

上周公布的新

財政預算案可能是近年最「惹火」

的一份預算案，上周三甫一「出

街」，即被社會各界大聲批評，連

鬍鬚曾昨早出席與預算案無關的

步行籌款活動，亦罕有地遇到參

加者「贈興」，高舉標語示威，不

滿新預算案「與民為敵」，「向市

民的強積金戶口注資6千元，等同

將錢拋落鹹水海」。以往通常會原

則上支持預算案的建制派政黨此

次亦「唔收貨」，紛紛促請鬍鬚曾

「加碼」，有部分更已表明難支持

原方案。民建聯由前日起透過全

港18區，發起爭取「立即享用6千

元」的簽名行動，市民對此初步

反應良好。多個政黨昨日則分別

發起遊行，呼籲財爺「加碼」。

促請「加碼」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右一)最近忙
於為預算案解畫，昨日仍「忙裡偷閒」到大欖郊野
公園主持由善寧會舉辦「登山行善」的起步禮。

偷閒行善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要求強積金注資要惠及12
萬名長俸公僕。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自由黨遊行，不滿預算案漠視中產聲音。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