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溫總理會見中外記者，花了13

分鐘談論香港，他要求香港要注意三件事情：要有長遠

而科學的發展規劃；要重視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

層次矛盾；要努力改善民生。他強調：「香港有㠥比較

充裕的財政收入和雄厚的外匯儲備，要進一步加強社會

保障體系的建設，特別要照顧好弱勢群體，致力於改善

民生。」溫總理談論香港的話，不僅反映中央充分了解

香港社情民意，對香港把脈極其準確，而且表達了中央

對特區政府的殷切期望和工作要求。

港府應突破「積極不干預」思維樊籬
三件事中，要有長遠而科學的發展規劃是關鍵所在。

香港缺乏長遠科學的發展規劃，對社會經濟發展放任自

流的結果，是深層次矛盾不斷積累，特別是民生問題引

起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最近財政預算案引起的連串風

波，已說明無論是香港經濟的發展，還是深層次矛盾的

解決和民生的改善，都不能再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的管治模式中。

香港之所以在「亞洲四小龍」中發展競爭力落後，其

中一個原因就是忽視政府引導經濟和制定長遠規劃的重

要性。

相比起來，韓國有《國家均衡發展5年規劃》和《地

方經濟發展5年規劃》，前者旨在縮小首都圈和非首都圈

間經濟發展差距，強調以市為行政單位促進區域均衡發

展。後者設立以城鄉、廣域和超廣域圈為規劃單位，㠥

重確保韓國地方國際競爭力，以夯實國家發展根基。

新加坡的三級規劃系統，從戰略規劃(概念規劃)到本

地規劃(開發指導計劃和城市設計規劃)再到調整職能(開

發控制)，流水線般地保證了概念規劃目標的實現。新

加坡過去30年的規劃給所有的開發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

境，並避免了城市發展中很多缺少控制的問題。新加坡

政府對重要規劃的高度負責，某種程度上成了國家開發

成功的關鍵因素。

台灣有「黃金十年」規劃，最近為對接大陸「十二五」

規劃，台灣經濟主管部門還首度成立「兩岸產業布局策

略小組」，全力爭取大陸「十二五」商機。

香港由於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過分依賴市場調

節，忽視了政府制定長遠科學發展規劃的重要性。「十

二五」規劃支持香港培育新興產業，促進深化粵港澳合

作，都少不了特區政府制定長遠科學的發展規劃，才能

將綱要對香港的支持轉化為發展的動力。香港的深層次

矛盾，也必須制定長遠科學發展規劃才能逐步解決。　

香港需要有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和討論
溫總理強調，香港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

設，觸及香港社會福利政策的基本問題。《困境與突破

—香港難點問題研究》一書指出：「香港社會福利政

策的另一個基本問題，是整體社會對社會福利服務大多

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缺乏全面、長遠的理

念和規劃。香港自1991年發表第三份社會福利白皮書之

後，至今為止，就再也沒有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和討

論。政府和社會各界都不太願意觸及和規劃社會長遠發

展面對的福利問題，令香港的社會福利發展具有很大的

隨意性，潛藏不少不確定因素，若不重視解決，極有可

能成為影響甚至衝擊未來穩定和諧的定時炸彈。」（見

該書第252頁）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引發的連串風波，顯示上述論述十

分透闢。但需要指出的是，特區政府需要長遠科學規劃

社保系統，與反對派要求立即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性質迥然不同，反對派醉翁之意不在酒，是用一個沒有

諮詢和討論過的問題來狙擊政府。

香港之所以沒有

社會福利的長遠規

劃和討論，與「積

極不干預」管治思維

有關。1960年代，港英

財政司郭伯偉提出不干預

構想，採取自由放任政策。

「積極不干預」政策曾被一些學者視為

香港過去經濟繁榮的因素，但另一些學者則指出，「積

極不干預」政策使香港忽視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港英

殖民政府在香港這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研判

利害，選擇實現其最大經濟效益的最佳例證。

香港雖然回歸13年多，但管治思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沒

有擺脫「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殖民統治思維樊

籬，缺乏主動規劃未來的主人翁胸懷，未能有效全面構建

和加強社會保障體系。這樣做必然帶來三個後果，一是香

港社會盛行「派糖文化」，無論有否財政盈餘，都要以紓

解民困和還富於民的理由「派糖」；二是社會往往糾纏於

如何分餅仔的爭論，往往令「派糖」派出爭拗和矛盾，甚

至演化為政治問題，新年度預算案「派糖」派出連串風波

即是一例；三是「不可能實行高稅制的香港，社會福利對

經濟增長的依賴日深，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收入卻沒有為

未來綢繆，這就有可能使將來的社會福利缺乏堅實的財政

根基而陷入困境。」（《困境與突破——香港難點問題研究》

第256頁）溫總理說的「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

設」，放在香港的背景理解，就是解決民生問題要長遠

計，不能短視到要以派錢去撫平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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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與陳偉業當日帶兵退出社民
連，再組人民力量，當時對外的說法
是陶君行不肯狙擊民主黨，黃毓民痛
心陶君行為了選舉利益竟然與敵為
伍，才斷然出走。而狙擊民主黨更是
他說服支持者退黨追隨的主要理據。
人民力量的組成，本來就是圍繞㠥狙

擊民主黨而來，而民主黨就是他們的最大假想敵。
所以，黃毓民不論對外對內，開口閉口都是說民主

黨如何出賣選民，背棄盟友，出賣民主，擺出一副勢
不兩立的樣子。民主黨也高度戒備，以應對人民力量
的全方位狙擊。然而，人民力量在狙擊上卻一再彈弓
手，屢屢「搬龍門」。在1月黃毓民等離開社民連時，
信誓旦旦的表示人民力量會派出200人全方位狙擊，務

求做到「一對一」狙擊民主黨及民協所有區選候選
人。但到農曆新年，黃毓民突然改口說計劃派出50至
60人參加區選，其中黃毓民更會到李鄭屋單挑馮檢
基，陳偉業則跨區狙擊何俊仁，大打「斬首行動」。
及至近日，人民力量又改口風，陳偉業表示人民力

量最終有50名成員有興趣參選年底區議會選舉，又說
預計各區都有人參選，他自己就會在屯門區出選，計
劃追擊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云云。這段話大有玄機：一
是陳偉業不再說人民力量全方位狙擊民主黨，而是各
區都有人參選，但對手是誰卻不言明；二是黃毓民不
再單挑馮檢基，變成了所謂「秘密武器」，即是說很
大機會不出戰。
顯然，這樣的轉變顯示人民力量調整了區選部署，

不僅出戰人數大減，而且狙擊民主黨更成為可有可無

的口號，相反人民力量多位具知名度的候選人，已經
相繼落到建制派選區，例如袁彌明已明言到梁美芬的
黃埔選區參選便是一例，相反黃毓民卻不再說單挑馮
檢基，陳偉業雖然說會狙擊何俊仁，但問題是以他對
議席的戀棧，不可能不計勝敗去與何俊仁一戰，2萬
多元的區議員津貼說多不多，說少也絕不少，陳偉業
出戰的機會微乎其微。
至此人民力量的部署便一清二楚，黃毓民所謂狙擊

民主黨路線不合而退黨，不過是因為扳倒陶君行失敗
而帶兵出走的藉口，難道要黃毓民說因為爭不回社民
連主席，所以要帶支持者另起爐灶嗎？於是他便提出
一個狙擊民主黨的虛假論述，令一班支持者全心跟
隨。但黃毓民也知道，如果在區選中真的不計勝負狙
擊民主黨，結果真的會導致兩敗俱傷，民主黨輸了不
可惜，但人民力量顆粒無收，花了錢出了力議席卻無
增加，人民力量及黃毓民肯定會被進一步邊緣化。所
以，狙擊一開始就是玩假的，當招降納叛完成得差不

多時，狙擊也自然拋之腦後，反而是利用不受反對派
協調機制制約的有利條件，專挑有利選區出勝，不論
是建制派或反對派，總之是有機會就派人出選，以勝
選為主要考慮。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200人大軍只餘下50人，因為

選舉是燒金錢的遊戲，雖然黃毓民早前表示成功回台灣
籌錢，幕後金主放水，但也不可能不計成本的出戰，於
是精挑細選這班「精兵」，在狙擊民主黨的幌子下，分
道出擊，目標是取得15席或以上，讓人民力量可出戰
「超級區議會」議席。黃毓民等人現在根本不會再說什
麼狙擊民主黨，反而是密密進駐建制派的選區工作。
何俊仁等民主黨領導深知黃毓民等人底蘊，怎可能

不知所謂狙擊是玩假的，但民主黨卻一直假戲真做，
擺出一副高度戒備的樣子，為了什麼？很簡單，民主
黨也是順水推舟，營造民主黨十面埋伏、四處受敵的
假象，提早打告急牌，推高投票率。建制派如果相信
反對派真的鬼打鬼，恐怕會吃不完兜㠥走。

溫總理有關香港要注意三件事的談話，有兩方面的深刻啟示：一是特區政府應突破「積極

不干預」思維樊籬，要特別重視制定長遠科學發展規劃，因為發展規劃不僅是政府履行管治

責任和公共服務職責的重要依據，也是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指南；二是特區

政府應重視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因為一個高效率、有活力而穩定的經濟體系，必須有一個健

全的社會福利制度，這是穩定社會秩序，保持社會和諧的有效方法。特區政府是港人當家作

主的政府，應擺脫「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殖民統治思維，以主人翁的態度制定長遠

科學發展規劃，以及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溫總理把脈香港的深刻啟示

特區政府在立法會內一直「無票
在手」，而近期多項施政，更先後

因未能準確掌握民情而陷入舉步維艱的困局。為
此，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譚Sir）建議新一任行政長
官在籌組班底時，應考慮吸納更多立法會議員加入
行會。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在問及此舉的可能性
時說，《基本法》並未有限定行會內非官守成員的
總人數及不同界別代表的分配比例，但認為調整行
會架構並非急於一時，應留待行政長官按施政需
要，因時制宜而定。
梁振英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被問及有關問題時

說，行政會議成員的組合和各界代表的比例，符合
《基本法》的規定是大前提，而「行政會議在不同年
頭有不同人數的非官守成員，《基本法》只是規定
成員由官員、立法會議員及社會人士組成，但無硬
性規定成員總人數，甚至無限定比例」，故有關問
題，應視乎行政長官施政及政治形勢需要而定。

理念須與政府一致
就譚Sir建議行會應考慮吸納立會的反對派議員，

梁振英坦言，不應因有關人士的背景而設下底線，
但任行會成員者，必須與政府在基本施政理念上有
共識，「不論『泛民』定非『泛民』議員，甚麼人
甚麼背景都好，都要與政府管治理念一致」。
他又笑言，自己兒時生活困苦，要以腳代步上

學，自己可算是行會內的基層代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廣邀立會議員入行會
CY指應按施政需要

■責任編輯：袁偉榮　

狙擊秀一縮再縮黃毓民搶位爭先 卓偉

基本原則

香港正式步入「選舉年」，政壇
可謂熱鬧非常。據介紹，選舉事務

處將於2011至12年度舉行4場選舉，當局並已為此預
留4.12億元作為選舉開支預算，而單單明年特首選舉
便會動用2,000萬元，較07年的1,300萬元經費為多，
主要因為選舉委員會成員由800人增加至1,200人。
立法會特別財務委員會昨日討論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的新年度開支預算。專業會議議員梁美芬在發言
時，關注到當局如何堵塞有人借辭職再補選搞所謂
「公投」的漏洞。林局長回應說，理解市民質疑議員
辭職再補選是浪費公帑，也不接受相關議員無兌現
競選承諾，故當局正在符合《基本法》提及參選權
及被選權規定的大前提下，積極處理，並預期今年
中會向立法會提交意見。
會上，反對派政黨繼續借題發揮。民主黨議員李

永達聲言，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表現受社會質疑，
要求政府在餘下一年任期內，不再填補個別副局長
及政治助理的空缺。林瑞麟在回應時說，目前政治
委任制度尚有多個空缺，當局已預留撥備，倘物色
到適當人選會分階段填補，但承認現屆政府餘下任
期愈短，聘請新人的機會愈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當局預留4億搞選舉
做好準備

8成市民反感
反對派縱容懶理

針對議事堂的連串暴力事件，專業會議於本月4日至6
日訪問了606名香港市民，結果發現，絕大部分受訪者
均不認同反對派議員近期在議會內外的激進行為，並認
同要修改議事規則來限制該類過激行為。

過激行為趨烈難再忍
代表專業會議參加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梁美芬坦言，

香港社會有言論及表達自由，但港人的主流價值是不
贊成用暴力或過激言語來表達意見，故是次民調結果
已明確反映，市民對議事堂內的過激或譁眾取寵行
為，已由以往感到「新鮮」，慢慢轉變為「不能容忍」
及「反感」，並認為此類暴力行為亦已發展至影響下一
代價值觀。
芬姐指，專業會議過往對是否收緊議事規則一直持中

立態度，但近期事態越形嚴峻，令市民越感不滿，必須
正視，故他們會於本月29日舉行的議事規則委員會上，
要求各大黨派放下政見分歧，尋求共識，修改議事規
則，防止議會暴力再次發生。

專業會議倡分級懲處
專業會議認為立法會可考慮採「分級制」，除目前主

席可將鬧事議員趕出會議廳並不准對方參與當次會議
外，應考慮禁止屢犯不改者出席其他會議，甚至扣減其
酬金等：「此舉既是為了下一代㠥想，也為了維護立法
會的尊嚴，因為若政府真的將該類暴力行為交給相關部
門處理，會令市民誤以為立法會無力維持自身秩序，對
立法會的威信會造成沉重打擊。」
不過，反對派姑息養奸的態度不變。民主黨黨團召集

人李華明聲稱，該黨只支持增加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權力
到同樣有權驅逐犯事議員離開會議廳，至於禁止展示示
威物品及其他規則，則因難以定出界線而「很難支
持」，又指最終議員是要向選民交代，應由選民去作判
斷云。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更稱，要禁止議會暴力行為必須尋

找「事發的根源」：「議員做些激進行為後，又有掌
聲，為拿選票當然會繼續做啦！尤其是民選議員，代表
選民在議會內發言，不能禁止對方的行為。」

譚耀宗嘆現實難樂觀
反對派刻意縱容，令建制派議員對成功修訂議事規則

均不感樂觀。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譚耀宗嘆言，
社會各界及政府都希望議會能夠在和平、莊嚴的氣氛下
議政論政，既然外界有此期望，自己會努力去做，但承
認理想與現實常有距離：「若有同事反對，就不能成事
了！」

葉國謙責反對派縱容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則直接點出，反對派

向來極力反對修改議事規則，方令事件日趨嚴重：「議事
規則委員會要做的已經做了，反對派要向公眾交代。」
工聯會議員葉偉明同意需要加強議會秩序，但對議員

之間能否達成共識不存厚望：「就算增加事務委員會主
席的權力，亦只是趕議員離場，但暴力行為已經做了，
是否有效用呢？」他希望更多市民向議會暴力「說
不」，否則以如今處境，立法會對此確實「無計可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3丑公然挑戰議事規則，屢次在議事

堂內上演擲物、掃㟜、爆粗及惡言侮辱官

員，最近更變本加厲，煽動部分激進憤青以暴力示威甚至襲擊

官員。據專業會議最新民意調查發現，有70%受訪市民對社民

連成員襲擊特首一事感到反感；有84%更「不同意」及「非常

不同意」議員在立法會內以擲物來「表達意見」；有近75%受

訪者則認為立會要改善議事規則，從嚴規管議員在議事堂內的

過激行為。不過，反對派對民意繼續充耳不聞，聲言議員的行

為是否過激「難以劃界」。

不分善惡

你對社民連今次對特首的暴力示威感到？

很反感
279人 
46%

反感
150人 
24.8%

無意見122人
20.1%

無意見72人
11.9%

不同意42人 
6.9%

非常不同意39人
6.4%

滿意23人 
3.8%

很滿意32人
5.3%

你認為立法會是否須要加強規則，以規管議員在
立法會議政不使用語言暴力和過激行為？

你是否同意一些議員在立法會用掟蕉、掟樽、
撒溪錢的行動來表達意見？

非常同意
342人
56.4%

同意
111人
18.3%

非常不同意
404人
66.7%

不同意
104人
17.2%

無意見41人
6.8%

同意32人
5.3%

非常同意25人
4.1%

■專業會議調
查發現，大部
分市民均贊同
立法會修改議
事規則，以遏
止議會暴力。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議會
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