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修訂預算案滿意度急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公布新修訂預算案措施後，市民對
財政預算案的滿意度急升。香港研究協會最
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74%受訪者對撤銷注
資強積金的建議而改向全港18歲或以上並持
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市民派發6,000元現
金表示「滿意」，表示「不滿意」佔16%，反
映市民普遍歡迎派發現金的措施。3成受訪者
對預算案表現整體滿意，較修訂前的調查急
升14個百分點；而表示「不滿意」的則佔
22%，較修訂前的調查跌17個百分點。

77%受訪者稱全數提取現金
調查機構於曾俊華公佈新修訂預算案措施

後，於3月3日至5日進行跟蹤民調，成功訪問
1,177 名18歲或以上市民，結果發現，77%受

訪市民表示「一定會」及「多數會」全數提
取6,000元現金，而表示「多數不會」及「一
定不會」合共佔18%，反映大部分市民希望
全數提取現金以滿足其個人需要，紓緩生活
壓力。當問及受訪者預計這6,000元的最主要
用途時，最多受訪者預計會用作「儲蓄」

（35%），其次是「消費」（22%），再次是投資
（11%），相信與近期物價持續上升，較多市
民增加儲蓄以備不時之需有關。

認同撥款助有需要人士
針對未能夠受惠於「派錢」方案而有特殊

需要的市民，新修訂預算案建議額外預留一
筆款項另作處理，57%受訪者對此表示「贊
成」，表示「不贊成」的則佔19%，反映該建
議得到大多數市民的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修訂版」財政預算案雖
獲得市民普遍歡迎，但反對派仍咬緊不放，指責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亂派錢」。曾俊華昨日指出，會盡快公布向市民派
錢6千元的行政安排，政府初步構思是，市民可以立即提取
全數現金，同時亦會設立一個平台，例如提供存款利息，吸
引市民儲蓄。他並指，明白有市民要求復建居屋、設立全民
退休保障以及收窄貧富差距，政府會繼續尋求社會共識，解
決長遠問題。

曾俊華在電台節目《給香港的信》中指出，踏進後金融海
嘯時代，香港經濟錄得強勁復甦，財政盈餘逾710億，政府
亦希望透過預算案的措施令市民分享經濟成果，建議的政府
財政開支將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22%。

擬派6000元可即取 設利息鼓勵儲錢
不過，在2月23日預算案公布後，社會各界對注資強積金

等措施反響極大，在過去一個星期，他仔細聆聽民意、訴
求，並會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總結出主流民意對注資強積
金、沒有退稅及N無人士有較多憂慮及反彈，認措施未能

「藏富於民」，故決定就此作出修訂，包括取消注資強積金，
改為向每名成年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6,000元。曾俊華表示，
會盡快公布如何向市民派發6,000元的行政安排，初步構思是
市民可以按意願提取全數現金，政府亦會提供誘因，例如儲
蓄利息，鼓勵市民不要即時提款。

平衡訴求密切留意通脹
他同時強調，特區政府「不能也不會」對環球不明朗的經

濟因素及世界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動盪情況視而不見，因為這
些因素可能會影響香港的經濟表現，雖然退稅及派錢措施可
能會推高通脹，但政府考慮過各方意見、平衡各方訴求及公
眾期望後，決定修訂預算案，亦會繼續密切留意通脹情況。

改善民生收窄貧富差距
曾俊華又說，留意到社會亦有其他訴求，包括復建居屋、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及收窄貧富差距等：「我們一直在處理
這些問題和其他的民生問題，但凡事都有個漸進的過程，我
們已取得一定進展，但當然政府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亦會繼
續致力於改善民生。」他並指，財政預算案只是其中一個公
布會影響社會未來發展政策的途徑，強調很多議題都要經過
社會長遠規劃、討論及凝聚共識。

「政治一個星期也太長」，曾俊華嘆言，過去一個星期，
對大家來說，在如何建立共識上是一次寶貴而積極的學習經
驗，政府將會繼續透過不同平台，聽取民意，滿足市民訴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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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昨日舉行「關於『十二五』規劃

綱要」專題記者會，現場反響熱烈。「十二五」規劃以科學

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把保障和改

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將為實現2020年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的目標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香港列入「十

二五」專章，既是國家對香港的鼎力支持，也是讓香港有機

會在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大顯身手」，這標誌 「一

國兩制」的實踐進入了更高和更深入的階段，進入了祖國內

地人民與香港同胞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加緊密地

攜手奮進的階段。

「十二五」規劃的發展戰略，從改革的深度、複雜性以及

所面臨的挑戰來說，關係到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全局，

是中國經濟社會結構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十一五」時

期，中國在複雜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經濟總量實現極大

跨越，但經濟總量增大仍須「強筋健骨」，必須解決民生問

題突出、經濟結構失衡、收入差距拉大、資源能源消耗過度

等深層次問題。只有這樣，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

30多年來聚積的中國國力，才能最終實現「質變」，才能為

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奠定堅實的基礎。藍圖已繪就，方向已

指明。「十二五」規劃必將極大推進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給

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帶來更多福祉，其現實意義和歷史意

義都重大而深遠。

在「十二五」規劃中，香港與澳門在「深化合作建設中華

民族共同家園」篇目下，佔據了獨立的一章，並附表列出粵

港澳合作的7個重大項目，這在五年規劃中還是第一次，使

國家對香港的支持上升到新的階段。在一定程度上，「十二

五」規劃已從「授港以魚」發展到「授港以漁」。「十二五」

規劃送給香港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好的發展機遇，這是國家

更高層次的「挺港」，將使香港受用不盡，充分體現了「一

國」的優勢。

規劃支持香港鞏固提升服務業和多個中心的競爭優勢，

國家將把推動服務業發展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

點，香港高增值服務業將在國家產業結構轉型中大顯身

手；規劃支持香港培育新興產業，香港六大優勢產業發展

也將推動內地新興產業的發展；規劃促進深化粵港澳合

作，將推動粵港澳合作從致力於產業合作，向共同打造亞

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轉變，使合作領域

從經貿為主向經貿、社會、民生合作並重轉變。粵港澳合

作的7個重大項目納入「十二五」規劃，也可以加快這些重

大合作載體的進度。

當然，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不同於內地，「十二五」

規劃對香港的發展，並無提出具體落實措施。香港經濟如何

佈局、如何發展，最終要由特區政府具體安排。香港社會和

特區政府應加強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長遠謀劃，以切實抓住

「十二五」規劃帶來的巨大機遇，實現香港新的跨越。

(相關新聞刊A4版)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天透露將會額外注資關愛基金，協助未能受惠的N無

人士及香港非永久性居民。應該看到，不少新移民人士同樣面對物價飆升的

困境，需要當局支援。所以，當局應以適當的方式，讓新移民人士也能受惠

「派錢」方案，以應對愈趨沉重的通脹壓力。同時，市民都期望「派錢」方案

能夠早日落實。當局應盡量簡化有關的行政安排，以便民為首要原則，及早

將錢派到市民手上，並讓市民自行決定如何使用。

當局在聽從社會各界的意見後，大幅修改預算案內容，以「派錢」及退稅

方式紓解民困，受到市民的支持及認同。香港研究協會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

示，74%受訪者對派發6000元現金表示滿意，表示不滿意的僅佔16%，而69%

受訪者贊成退稅，反映市民普遍歡迎這份經修訂的預算案。由於民意出現轉

向，昨日由反對派發起的反預算案遊行，雖然主辦單位事前大力催谷，但最

終只有約數千人參與，說明當局作出的修訂回應了民意，消弭了社會的不滿

情緒。

有些人一直批評當局不肯「派錢」，是漠視民困，及後當預算案大手「派

錢」後，他們又說沒有解決長遠問題，危害財政紀律，要發動市民反對預算

案。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說明反預算案不過是「為反對而反對」，市民自然不

會熱衷參與這些別有用心的遊行。

不論是復建居屋、全民保障或是縮小貧富差距等，都是涉及不同階層利益

及爭議性極大的政策，需要經過社會的深入諮詢，反覆論證，尋求共識，並

非一時三刻就可以解決。部分人士要求預算案立即就解決上述問題是強人所

難，更不應以此作為批評預算案的理由，社會各界應實事求是就各項政策展

開討論，才是解決問題的務實做法。

(相關新聞刊A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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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列「十二五」專章 「一國兩制」深入發展 預算案順從民意有何不好？

10億注資關愛基金助新來港者
曾俊華回應訴求 將盡快與唐英年商討具體安排

財爺研復建居屋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爺

曾俊華決定向每名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

性居民派錢6,000元，但非永久性居民

「無份」，引發爭議。曾俊華昨日在電台

節目中首次透露，將會額外注資關愛基

金，並透過關愛基金，協助未能受惠的

N無人士及非永久性居民，尤其是持單

程證但未住滿7年的新來港人士。他會

盡快與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商討注資安

排。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羅致光則

表示，已獲知會政府會增加注資，但未

交代細節。消息指，當局會預留逾10億

注資關愛基金，傾向只用來協助有需要

的新來港人士。（尚有相

關新聞刊A14版）

■ 曾 俊 華 昨 日 表
示，會盡快公布向
市民派6,000元的行
政安排，初步構思
是市民可立即提取
全數現金，同時亦
會設立平台提供存
款利息，吸引市民
儲蓄。 資料圖片曾俊華指出，明白到有部分人士未能受惠於

「派錢」措施，尤其是持單程證到港，但未住滿7
年的新來港人士，政府亦已預留撥款，希望令他
們也能共享繁榮，相信關愛基金會是一個合適的
機制，他將會額外注資關愛基金，並會與政務司
司長唐英年商討細節。

5月向立會申撥款
羅致光表示，已獲知會政府會增加注資，但未

交代細節，基金轄下小組正開會，執行委員會月
底前再開會，期望5月份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
請撥款。關愛基金秘書處回應時表示，基金歡迎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注資關愛基金，向是次未能受
惠於派發6,000元而有經濟需要的非永久性居民
提供協助，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將會與政府有關
部門進一步蹉商實施細節，但暫時未有開會日
程。

注資對象目標明確
消息人士則解釋，由於有額外注資的新發

展，關愛基金需就此再作討論，財爺是次注資
的對象、目標都相當明確，亦是關愛基金的受
助對象中的其中一部分人，但如何執行等問題
都要待曾俊華與唐英年商討具體安排後，才能
提供進一步的資訊：「包括財爺會注資多少
錢，希望將來以甚麼形式協助那些未能受惠於
派錢的非永久性居民，財爺會否指定用法或者
交由基金決定，受助的是全部持單程證來港未
住滿7年的新來港人士或有需要的新來港人士，
這些都要再行商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提出向年滿18歲永久居民派發6,000元，有青年團體的
調查發現，58%受訪青年會「先使未來錢」，在港府未

「派錢」前先消費，用途包括購物或旅行。負責研究的
青年驅動表示，大部分受訪者傾向「先使未來錢」，促
請當局加強宣傳教育，教導青年儲蓄或投資，不要只
顧消費。

青年驅動近日訪問500多名年齡介乎18至30歲的市

民，發現有58%受訪者表示會「先使未來錢」，於6,000
元未到手前，先進行消費。調查又發現，40%受訪者
將有關款項用於購物、15%人選擇儲蓄或投資、12%
人計劃去旅行，其餘受訪者則計劃用作日常生活開支
及償還債項。

青年驅動建議當局推出措施鼓勵市民儲蓄或投資，
例如把抗通脹債券由原定每手1萬元降至6,000元，吸
引市民投資。

「現兜兜」未到手 58％青年先購物

消息指政府對復建居屋態度鬆動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記者組 郭曉樂 北京報道) 青

年人「上車難」的問題一直備受各界關注，立法會
內多個黨派都要求政府復建居屋。正在北京出席

「兩會」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據他了
解，負責房屋政策的官員對復建居屋的態度「有鬆
動」，沒有一口就拒絕，故他希望，政府可以重新

考慮復建居屋，協助有需要的市民置業。
「經濟動力」召集人林健鋒說，政府在繼續推動

「置安心」計劃的同時，亦希望可以重新考慮復建
居屋︰「社會對於復建居屋有好多聲音，所以政府
亦應該看一看這是否值得考慮」。

■社會上不少
人士都希望政
府可以重新考
慮復建居屋，
協助有需要的
市民置業。圖
為九龍灣居屋
麗晶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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