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個建制派議員昨日約見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
家強，要求修訂預算案。其中工聯會
的黃國健會前說，相信討論焦點，是
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向市民強積金戶口
注資6,000元，希望能找出方法，解決
醞釀中的政治危機。建制派就預算案

提出的種種完善建議， 眼點是讓市民及早受惠，也
為避免預算案遭到否決而可能出現的憲政危機，是對
社會負責任的表現。

政府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是歷來「派糖」力度最
大的一份，但卻招致立法會各政黨的批評，普羅市
民也有不少非議。對政府而言，這份預算案的主要
紓困措施例如減免差餉、寬免公屋租金、大增教育

及社會福利投資等，都是聽從了各政黨包括反對派
的意見，而公民黨、民主黨建議不應再對中產大幅

「派糖」等，都與現時方案同出一轍，而通脹債券這
個被反對派狠批的建議，就是由民主黨最先提出來
的。

然而，政治就是望風轉舵，樹倒猢猻散，反對派眼
見民意轉向，大力撥動社會不滿，甚至要發動什麼

「紫荊花革命」，更是政治抽水的「典範教材」。雖然預
算案面對各政黨的反對，但形勢其實不至於如此惡
劣，原因有二：一是否決財政預算案可能會觸發解散
立法會甚至特首辭職等機制，屬於嚴重的憲政危機，
議員不會輕率否決。二是現時社會的爭議主要集中在
注資6,000元到強積金之上，其他措施爭議不大，而政
府在這項措施之中有不少迴旋餘地。

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若立法會否決預算案，
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但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假如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預算案，根據《基本
法》第五十二條，行政長官必須辭職。不論是解散立
法會重選或是行政長官辭職，都是本港從來沒有發生
過的憲政危機，後果難料。而且，假如否決預算案先
例一開，等於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成為各政黨
的政治角力場，對本港並無好處。不論政府或議會都
不會輕率否決預算案，關鍵是如何找到各方接受的下
台階。

目前社會看來對這份預算案並不滿意，但具體而言
真正受到非議的項目不多，差餉、公屋租金等寬免，
相信沒有哪個政黨敢反對，而預算案大幅加大醫療衛
生及社會福利開支，說政府不體恤民困，沒有照顧市
民明顯說不過去。目前最大爭議正在於為全港打工仔
強積金注資6,000元，基層市民不滿望梅止渴，才會引
致反彈。值得指出的是，本港預算案基本上沿用英國

的慣例，通常是整份預算案通過，而不是如美國白宮
與國會般逐條內容討價還價，要當局大幅修改既無可
能也無必要。

現在建制派針對預算案最受爭議的部分提出建議，
正是切中要害之舉。注資強積金的具體內容，在預算
案並沒有顯著提及，只是籠統的作為整體政府開支的
一環，意味政府大有空間在將來具體立法時作出調
整。參考建制派建議，政府至少有三個方向可作改
善：一、將6,000元全數注入市民可自由使用的強積金
戶口，市民可選擇如何運用；二、將6,000元一分為
二，一半撥入強積金僱主與僱員私共同戶口，另一半
撥入可自由使用的強積金戶口；三、政府甚至可將
6,000元轉作通脹債券發予市民。

這三項建議最大的好處是市民可以及時受惠，又不
會觸發通脹，是解決目下預算案困境的可行方法。政
府應積極研究建制派的建議，既讓市民受惠，也防範
醞釀中的政治危機。

自成立以來，房協一直透過不同類型的房屋計劃，為香港市民提供他們

能夠負擔的房屋。房協轄下的出租屋 、夾心階層住屋、長者房屋等角色

和功能，正好照顧到私人市場及政府之間的空間。

目前香港的房屋可分為三類：一是以商品房為主，由私人市場主導；二

是以低收入市民為主，由政府主導及計劃的公屋；三是以夾心階層人士為

主，由政府規劃，規定樓房大小，或規定買家收入上限，或規定樓價上

限，或規定轉售限制等的房屋計劃，在政府基本規劃後，可由房委會、或

房協、或市場、或三者混合方式興建，基本目的是按夾心人士的能力去解

決夾心人士的住屋問題。

從三方面調整房協功能
現在政府的房屋政策的策略錯誤，是政府認為「有需要的家庭」只是那

些需要入住公屋的家庭。政府停建居屋和夾屋，好像完全不知道現時香港

「有需要的家庭」，又何止是需要入住公屋的家庭呢？現時特區政府的「房

屋計劃」，只是每年推出土地，發展商「勾」，但勾與不勾，能否建預算案

單位訂下每年供應3至4萬個單位的目標，根本是未知之數。

政府停建居屋和夾屋後，僅推「置安心」計劃止渴。但政府與房協合作

推出的「置安心計劃」，總共提供合共約5,000個單位，2014年僅供應1,000

個「先租後買」單位。但合資格家庭有近15萬個，1,000個「置安心」單位

根本無助解決供求失衡的問題。

政府應承認對房屋問題失誤，制訂長遠房屋政策，諮詢市民意見。其中

對策之一，是循三方面調整房協功能：（一）政府以合理價格撥出土地予

房協，發展限時、限呎、限價的「三限樓」；（二）讓房協興建更多長者

屋；（三）允許房協在屬下出租公共屋 的空置單位，改造後經營安老

院。

讓房協發展限時、限呎、限價的「三限樓」
本港樓價居高難下，癥結是近年中小型單位出現斷層，而發展商又傾向

將新盤豪宅化，令市民難以上車。上車盤缺令未上車一族失望，感覺置業

夢愈來愈難圓，這是增加民間怨氣的原因之一。預算案加快樓宇供應的措

施之一，是增推「限呎樓」中小型住宅用地。理論上，推出「限呎樓」地

皮可強制發展商供應中小型單位，彌補市場不足。

不過，「限呎樓」雖然有助增加中小型單位供應，但如果發展商將地

皮囤積居奇，遲遲不肯動工或建成後一直不賣，或者將「限呎樓」建成

「迷你豪宅」出售，仍然無助市民上車。因此，政府應讓房協興建「限

呎樓」，以合理價格撥出土地予房協，規定房協限時、限呎、限價推出

中小型單位，讓合資格人士申請購買，並且可即時自由買賣，代替停建

的居屋和夾屋計劃。目前市場上 僅得20%居屋已補地價並可自由買賣，

餘下80%居屋業主難以享受資產升值。將土地交予房協以市場方法興建

限時、限呎、限價的「三限樓」，較交予房委會效果更好，亦更能回應

市場。

目前房協每年能應付的建屋量只有3,000個單位，由於房協照顧到私人市

場及政府之間的空間，調整房協功能，房協每年應提供5,000個「三限樓」

單位予市場，令市民能夠上車。

讓房協興建更多長者屋
本港正面對人口高齡化的挑戰，政府統計數字顯示，截至今年5月，全

港65歲或以上人口，共有90.7萬人，佔全港總人口量的12%，到2031年更會

上升至25%，即每4名香港人便有一位是長者。本港已進入「老年型」社

會，長者的安居問題必須得到重視。

房協數年前推出的「長者樂安居」住屋計劃，包括將軍澳的樂頤居和佐

敦谷的彩頤居，為一班中產長者提供優質的租住單位，屋苑設備一應俱

全，包括文娛康樂、護理醫療等，大

受長者歡迎，但僧多粥少，576個單位

已全部出租，目前尚有超過150名長者輪

候。

既然這類長者住屋計劃大受歡迎，政府應

該研究如何將它發揚光大。房協獲得運輸及房屋

局同意，將於9年後拆卸筲箕灣明華大廈全面重建，成為

首個廉租屋重建計劃。落成後，房協會將三分之一範圍用作原區安置所有

3,100個住戶，並興建長者屋租給區內長者。政府應讓房協在進行社區重建

時，將長者屋一併作出區域規劃，讓房協興建更多長者屋。同時，不少知

名的非政府機構，如東華三院、保良局、仁愛堂等，其實也擁有土地、資

源，以及行政管理經驗，可以為長者提供住屋及支援服務，政府可推動這

些機構相互合作，提供更具規模的長者住屋計劃。

允許房協在屬下屋 空置單位經營安老院
隨 人口老化，長者的護理服務需求愈趨複雜，院舍的護理質素對老人

家的健康尤其重要。根據現時的條例，以不同形式津貼的院舍，如資助院

舍、合約院舍、資助護養院、「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都必須要符

合《安老院條例》及相關的條款和規定。但問題是院舍數量不足，質量欠

有效監管，是異常突出的大問題。

目前全港700多間安老院舍，獲政府資助的僅有200多間，大批低收入家

庭的長者輪候需時，不少最終等不到，實在唏噓。而400多間私營院舍的

質素良莠不齊，入住者變成活受罪。政府應立即修改不合時宜的《安老院

條例》，允許房協經營安老院。房委會管理的公共屋 逾200條，房協則只

有20條，兩者的土地儲備有天淵之別。政府應允許房協將屬下的出租公共

屋 的空置單位，改造後經營安老院。

在香港，政府作為最多土地儲備的擁有者，以及高地價政策的最大受惠

者，它扮演的不是維持公平競爭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

者、「利益攸關者」。這種結構性的「利益共同體」，涉及各階層深層次矛

盾，對政府的道德信譽造成致命打擊。調整房協功能，有助照顧到私人市

場及政府之間的空間，也有利維護政府的道德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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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豈可否決建制派出招解圍 卓偉

下年度財政預算案有關土地供應安排，未扭轉私樓供應緊

絀格局，未能有效壓抑樓價，因此市民質疑政府壓抑樓價的

能力。樓價高企，中產與年輕一代的怨氣飆升，堵塞了八十

後、九十後向上流動的途徑，令他們無法實現人生計劃，包

括結婚和生育。香港環繞樓市而積聚的不穩定因素，正在不

斷增加，政府切勿掉以輕心，應該全面檢討現行土地房屋政

策，其中包括調整房協功能，照顧市場與政府之間的空間。

調整房協功能 照顧市場與政府之間空間

特首獲邀列席人大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政長官曾蔭

權將於3月4日至7日訪問北京，並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的邀請，列席3月5日舉行的第11屆全國人
大第4次會議的開幕式。訪京期間，曾蔭權會拜訪中央
部委，包括商務部及港澳辦等都在安排當中。他並會
於3月7日到北京大學發表演說，據了解演說將以香港
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主題。

隨行的官員包括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譚志源、政府
新聞處處長黃偉綸、行政長官私人秘書甯漢豪、高級
特別助理陳建平和助理處長（傳媒）丘卓 。

在曾蔭權離港期間，3月4日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署
理行政長官職務，3月5日至7日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署
理行政長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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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楊志強

最低工資明春檢討
當局密斟標準工時

最低工資28元水平將於5

月1日正式實施，勞工界

「金睛火眼」關注實施後可能出現的各種問

題，又希望有關方面盡快按數據檢討新的工

資水平。據了解，最低工資委員會今日會正

式履新，並最快於本月上旬舉行首次會議。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正如較早前

已承諾在明年2、3月間，一旦有數據在手就

會啟動最低工資的檢討工作，故「這個時間

表、路線圖是好清晰」。

密鑼緊鼓

■勞工界舉行新春酒會，曾蔭權、張建宗與俞宗怡擔任主禮嘉賓。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通脹升 工展都難頂
所謂「通脹猛於虎」，就連歷史悠

久的工展會也受到影響。據了解，
工展會入場門票在過去10多年一直維持在10元，但在
通脹下，「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廠商會副會長施榮
懷透露，連今年底舉行的工展會入場門票亦有加價壓
力。不過，他們會先行考慮增加參展商費用，以應對
通脹所帶來的成本上漲。

花墟再搞食品嘉年華
工展會的成功經驗可謂「珠玉在前」，亦令廠商會再

接再厲舉辦更多受市民歡迎的活動。據介紹，廠商會
將於4月21日至5月2日，在旺角花墟公園舉辦「第2屆香
港食品嘉年華」，以「健康飲食」為題，宣揚健康飲食
的訊息及均衡飲食的重要性，屆時會場內共有270個攤
位，分布於「健康有機區」、「休閒食品區」、「餐飲
用具區」、「美食餐飲品」及「消閒生活區」等5個主
題展區，匯聚眾多市民熟悉的香港名牌及新興品牌。

同時，為方便市民到工展會購買並消費，廠商會亦
正考慮減少參展攤檔，讓市民可以「行得舒服、買得
開心」，惟一切仍在研究階段。

另外，廠商會亦致力為港商拓展市場。廠商會會長
黃友嘉在新春期間便率領28人代表團前赴中東三國，
包括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及阿聯酋，考察當地投資環
境及體驗風土人情，期間曾到全世界最高建築物哈利
法塔，並登上124樓觀景台欣賞迪拜全景。

黃友嘉最怕油價續升
廠商會考察期間正值埃及政局動盪，被問及有否擔

心自身安全時，黃會長表示，當時已計劃前赴中東，
又笑言就算是目前到當地亦都問題不大，又笑言他們
目前最關心的是沙特阿拉伯的油價是否繼續上升，因
為這將會令通脹在港繼續升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加價壓力

勞工界3名立法會議員葉偉明、潘佩璆和李鳳英，與
吳秋北等6名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昨日主持了「勞
工界辛卯年新春酒會」，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擔任主禮
嘉賓。

葉偉明促優化預算案
針對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勞工界對此心中有氣。葉

偉明認為，特區政府坐擁巨額儲備及盈餘，但理財哲學
仍抱殘守缺，在新年度預算案中並沒為在職貧窮、全民
退休等方面制訂長遠政策，令人失望，「我們在此呼籲
特區政府正視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問題，在財政預算案
答辯時積極回應市民的訴求」。在台上的當勞，聽到有
關言論即時「嘟嘴」，未知是否為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打抱不平」呢？
最低工資將於5月1日實施，勞工界故然對此感到高

興，但仍希望進一步爭取標準工時，故藉機再次向當勞
「當面陳情」。葉偉明形容，「只有最低工資，欠缺標準
工時，並不能保障勞工基本的權益，當前勞工界仍面對
眾多問題，有待解決。」在台上的當勞聞及標準工時，
即時與身旁的張建宗與俞宗怡相視而笑。

張建宗忙推新政指引
張建宗在其後致辭時以行動回應勞工界的關注，指出

今年是香港落實最低工資的開局年，並於5月1日起全面
實施法定最低工資，這標誌政府、勞資3方面的磋商、
溝通、協商的豐碩成果，「這是來得不易」。目前勞工
處正密鑼緊鼓，把有關前期工作做得如火如荼，包括希
望盡快推出相關一般指引，方便僱主、僱員參考並了解
權益與責任。至於標準工時方面，當局正 力展開有關
政策研究，希望在任內完成這重要性、方向性的政策分
析。

張建宗又提及香港就業市場的最新情況，指香港的勞
動市場最近呈現一片生機，亦展現蓬勃的生機。他舉例
說，最新季度的失業率較上個季度下跌至3.8%，這是金
融海嘯以來的新低點，顯示本港經濟陸續復甦；同時總
就業人數連續8個月上升至358萬多人的歷史高位，失業
人數則顯著縮減至約13萬人，為2年多以來的新低，而
在過去8個月，勞工市場共創造了99,000個職位，這個
勢頭是相當好。

翟紹唐謙虛自認外行
新任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資深大律師翟紹唐昨日亦

有出席勞工界新春酒會，提早與勞工界各方人士打好關
係。他承認，自己在最低工資的議題屬於「外行人」，
或需要一段學習時間，但他相信，最低工資水平實施後
並非「一天光晒」，相信社會各界仍有一段時間需要適
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建制派一直被污衊
為政府的「Yes Man」，但市

民眼光是雪亮的。根據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公
布的最新民調顯示，雖然民主黨仍然是「最獲
支持」的政黨，有11.1%，但較1月的調查僅輕
微上升0.3個百分點，但排第二的民建聯，其支
持度卻明顯上升了1個百分點至8.1%，真所謂

「路遙知馬力」也。
調查同時顯示，原社民連「太上黃」的黃毓

民，及其「馬仔」陳偉業，自以為退黨另起爐
灶後「氣勢如虹」，其「人民力量」的支持率
僅0.5%，反而備受其攻擊的社民連，支持度就
有1.3%。不過，所謂「塘水滾塘魚」，「人民
力量」在各大政黨中包尾，社民連也不會領先
一個馬鼻，其支持率僅高於剛成立的新民黨，
在各政黨中排名尾三。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仍有高達63%的受訪
者表示不支持任何政黨或政團，看來在這選舉
年開始的關鍵時刻，各政黨有需要加把勁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支持度急飆
後勁凌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