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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會問，讓這些有明顯立場傾向的網上電台在選舉時公然支持某一政黨，是否對其

他參選人不公平？當局是否應任由網台在選舉時發出一些不實及抹黑的政治宣傳？如果

答案是否定的，規管網台是理所當然。在公眾諮詢大會上，憤青的霸道及不民主嘴臉表

露無遺，盡顯其視網上世界為他們獨霸的領地，如此囂張霸道，正顯示網台確實有規管

的必要，選委會不應怯於極少數憤青的叫囂就退縮，保障本港選舉的公平公正。

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前就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舉
行公眾諮詢大會，當中最受關注的是建議訂明互
聯網上播放的電視及電台節目，都要像傳統媒體
般受公平原則規管。建議的目的是保障選舉的公
平公正，但部分網台及政黨卻立即起哄，將合情
合理的規管方案百般抹黑，說成是「網絡二十三
條」，要打壓反對派參選人。在日前的諮詢大會
上，「人民力量」及其御用網上電台「香港人網」
一眾更拉隊「踩場」，搗亂會場，有憤青除衫、吹
喇叭、叫囂、舉牌抗議，甚至出言侮辱選管會人
員，行徑囂張霸道，令人為之側目。

憤青「搗亂做騷」 網台氣焰囂張
「香港人網」對選委會的建議一直是反對得最

為激烈，在諮詢大會前已不斷在電台上呼籲支持
者到場「施以顏色」，要迫使選委會收回方案。當
日不少憤青根本不是討論方案利弊，只是一味的
發洩情緒，以譁眾取寵的言論取代理性討論，有
憤青更對選委會主席馮驊惡言相向，極盡人身攻
擊的能事，與其說是參與諮詢，不如說是「搗亂
做騷」。網台中人及其支持者在會上所表露出來的
霸道及不可一世的態度，正正反映這些網台過去
做節目的作風，就是一言堂，容不下異議聲音，
立場不問是非只偏袒某一政黨，就如台灣綠營的
地下電台一樣，純為政治服務，不過一個在地
下，一個在網上，但性質行徑沒有分別。
市民會問，讓這些有明顯立場傾向的網上電台

在選舉時公然支持某一政黨，是否對其他參選人
不公平？當局是否應任由網台在選舉時發出一些
不實及抹黑的政治宣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規
管網台是理所當然，否則本港選舉的公平公正還
如何保障。這等如選舉經費不設上限一樣，肯定
令到財雄勢大的政黨有利，所以選舉要有經費限
制。現在網台對政治選舉的影響日大，為什麼又
不能有限制呢？網台負責人及一眾憤青可以答出
個所以然來嗎？
正如馮驊指出，選管會為獨立非政治性的機

構，發出選舉指引目的是向候選人說明需要遵守
的選舉法例，令選舉公平平等進行，而由於互聯
網日趨普及，候選人參加網上節目在選舉中有一
定影響力，該會認為情況值得注意，並需要討論
網上節目是否也應受到規管。這說明規管網台的

建議主要是針對選舉，在選舉時才會出現，沒有
選舉時「香港人網」大可繼續作「人民力量」、作
黃毓民、作「維園阿哥」的宣傳平台，繼續協助
他們作政治動員，沒有人會理會，待到選舉時才
要遵守平等原則，就這樣簡單，與反對派所言的
什麼「網絡二十三條」沾不上邊。
而且，所謂公平原則規管也不過如報章般提到

有關參選人要同時說出其他參選人的名字，在邀
請參選人出席節目時應人人有份等，實事求是的
看都並非過分，網台就是要繼續發揮其政黨宣傳
機器的角色還有不少空間，為什麼連這樣輕的規
管也不能接受呢？難道網上就真的是「法外之
地」，可以任由這些網台繼續干擾選舉公平？網台
及反對派如此氣急敗壞是為了什麼？

反對派壟斷傳媒 損害選舉公平
說到底，反對派也是為了之後的選戰 想，近

期反對派民望大插水，地區工作又一無是處，要
勝出區選肯定又要故伎重施，將選舉變得非常政
治化，才有望取得較好的成績。雖然，反對派擁
有《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也有港台一眾政
治打手如吳志森、李小薇等，但對網絡同樣不能
放過，「香港人網」的出現本來就是為社民連助
選而來的，及後社民連分裂，又轉為支持黃毓民
及「人民力量」。可以看到，網台對於社民連及
「人民力量」的發展有 極大影響，其政治動員能
力不容輕視，反對派正要在選舉上好好使用這張
牌，現在選委會要推動公平原則，那豈不令網台
的政治宣傳綁手綁腳，甚至可能引發對手的抗
議，影響選情，所以才會如此反響，為的不是什
麼網絡自由，不過是為了選舉考量。
在會上憤青的霸道及不民主嘴臉也是表露無遺，

當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表達意見時，隨即被在場的
憤青喝罵，在一片「收聲啦」、「返歸啦」的噓聲
中，其發言被多次打斷，劉慧卿最終也發火還擊，
指：「有無搞錯呀，而家發生咩事，我只可以講你
鍾意聽 說話，這叫民主咩？係咪咁混帳呀，有無
搞錯呀你 ！」憤青連反對派的其他聲音也不能接
受，盡顯一班憤青的專橫，視網上世界為他們獨霸
的領地，不容他人規管，如此囂張霸道，正顯示網
台確實有規管的必要，選委會不應怯於極少數憤青
的叫囂就退縮，保障本港選舉的公平公正。

網
台
囂
張
霸
道

正
顯
規
管
必
要

吸煙危害健康，已是全球共識。三十多年來，香港
一直推動控煙，得到社會各界支持，成績斐然。世界
衛生組織最近表揚香港在控煙方面的成果，我們感到
驕傲。
香港市民的吸煙率由八十年代初的23%下降至現時

的12%，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二手煙的機會已見改
善。民意調查顯示，政府的控煙政策一直得到超過八
成市民支持。話雖如此，香港每年仍有接近七千人因
吸煙或吸二手煙引發慢性疾病而最終死亡。
我認為現時的控煙措施在徵稅和戒煙方面，仍有很

大的改進空間，可作出調整以進一步減少煙民的人
數，並從而減輕吸煙帶來的健康問題和醫療壓力。
世衛指出，價格和稅收措施是減低煙草消耗量，特

別是青少年吸煙，最有效的手段。香港的煙草稅在經
過近十年未有調整後，在2009年增加50%，但仍只是
佔香煙售價六成，低於世衛建議的75%水平。
政府統計顯示的本港15-29歲年齡組群吸煙比率在

2008與2010年，下降超過一成。有本地學者研究更證
實，青少年吸煙率由2008年的6.9%，大幅下降至2010
年底的3.4%，證明增加煙草稅，有助減少青少年吸

煙，我們有必要在這方面進一步加強力度。
大多數吸煙人士都在青春期開始吸煙，因此減少青

少年加入吸煙大軍，對減少吸煙人口至關重要。
社會上有部分人士認為煙草稅不宜一次過大幅提

高，主張應分段逐年調整，減低對煙民的衝擊。這方
案無疑會較易為煙民接受，但必須指出，這只會令增
加煙草稅變得沒有力度，未能收立竿見影之效。溫和
的增幅，不能夠讓煙民深切反思及採取實質行動，減
少吸煙或嘗試戒煙。

加強執法打擊私煙
我理解大幅增加煙草稅對一些上了年紀而經濟能力

比較不理想的煙民影響較大，但希望大家明白，減少
吸食的次數，始終有益健康，如再配合適當的戒煙輔
導而最終令長者們向吸煙說「不」，對他們是更大的
福祉。
為了配合加煙草稅，我們亦已經加強戒煙服務，

二者相輔相成，才能達到控煙效果。政府在今個財
政年度將戒煙服務的撥款倍增至4,200萬元，措施包
括資助志願機構提供免費戒煙服務、設立年輕煙民

為對象的戒煙熱線等。我會視乎需求繼續增加戒煙
的資源。
有評論指增加煙草稅會令到販賣私煙活動猖獗，其

實走私活動見諸世界各地，這情況也不限於私煙，只
要利之所在，自然有人鋌而走險。事實上，煙民大多
奉公守法，對付走私有效的方法是加強執法，輔以阻
嚇性的刑罰，加強教育和鼓勵舉報。海關已經加強人
手，現時情況亦已受到控制，我呼籲市民舉報私煙活
動。我絕不認同為了減少私煙活動而要放棄增加煙草
稅這一項有效控煙的措施。
我重申增加煙草稅是一項公眾健康政策，吸煙的禍

害不會因人而異，我們應該 眼於如何協助吸煙人士
戒煙，而非反對增加煙草稅、漠視公眾健康。
香港的控煙成果得來不易，近日民意調查亦顯示，

超過六成的市民支持增加煙草稅，更有兩成多市民認
為應增加多於現時建議的水平。我衷心希望社會各界
和立法會支持政府的控煙策略。否決增加煙草稅，令
控煙的勢頭及成效受挫，我相信深受二手煙之苦、致
力為香港的下一代締造一個無煙環境的廣大市民，會
不能接受。

早前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的中國國務委員
兼國防部長梁光烈，會見了越南國防部長，雙方就兩
國兩軍關係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坦誠深入交換了意
見。越南國防部長認為中越兩國是好兄弟、好夥伴、
好朋友、好同志，兩國之間在南海問題上的一些分歧
應該由雙方共同努力解決，不允許任何第三國進行干
涉和借此破壞兩國關係。這充分說明越南已經開始反
思半個多世紀以來，在處理南海問題和越南國內問題
時所採取的軍事外交策略。

越南搞合縱連橫自製危險
眾所周知，越南是一個戰爭不斷的國家。徹底擺脫法

國殖民地統治之後，越南又陷入長期的內戰。由於美國
參與支持南越政府，北方政府為統一越南付出了慘重的
代價。越南戰爭結束之後，越南當局非但沒有反思國家
發展戰略，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經濟建設方面，反而不斷
地在東南亞地區製造事端。柬埔寨發生大規模屠殺事件
之後，越南軍隊大舉入侵，取得了對柬埔寨的控制權。
由於越南實行窮兵黷武的政策，不斷地侵擾周邊國家，
中國政府不得不痛下決心，發動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
近些年來，越南實行革新開放政策，希望改變自己

的外交環境，通過發展經濟實現富國強兵。然而，越
南不是走內涵式發展的道路，而是試圖通過海上擴張
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這種不計後果的發展策略，遭
到了周邊國家的強烈反對。或許是為了壯膽，越南近
些年來試圖合縱連橫，拉攏超級大國在南海地區實行
恐怖平衡策略。越南一方面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另一

方面向俄羅斯暗送秋波。
從表面上來看，越南左右逢源，但是從本質上來

說，越南正在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危險。假如俄羅斯的
軍艦重返越南的金蘭灣，那麼，美國軍隊絕對不會坐
視不管。假如俄羅斯和美國在南海地區發生摩擦，或
者為了爭奪資源而大打出手，那麼，越南很可能會成
為犧牲品。最近一段時間，為了在經濟上抗衡中國，
越南拉攏日本、韓國在東盟地區實行所謂的經濟平衡
戰略。然而，殘酷的事實表明，這種建立在經濟利益
基礎之上的戰略關係，並不能確保越南的經濟安全，
相反地，由於在越南市場出現了惡性競爭，越南的經
濟正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困難。
越南的軍事經濟戰略，是中小國家軍事戰略失敗的

例子。國家之間的關係從本質上來說是利益關係。如
果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礎或者軍事經濟合作缺乏長遠的
規劃，那麼，中小國家最終必然會成為少數大國相互
爭鬥的犧牲品。中小國家必須實行與本國的軍事經濟
實力相對稱的發展戰略，必須以誠待人，奉行睦鄰友
好的原則，積極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為本國經
濟、政治、軍事和文化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如果在國際關係中奉行機會主義，或者以極端庸俗的
實用主義處理與大國之間的關係，那麼，最終必然會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國在南海問題絕不讓步
在南海問題上越南曾經一度走「國際化」路線，通

過召開國際會議，吸引超級大國在南海地區發揮自己

的影響力，從而使自己火中取栗。這是一種非常危險
的外交策略。中國政府始終冷眼旁觀，不願意在南海
問題上增添麻煩。中國的忍讓和克制態度，讓一些國
家產生錯覺，以為中國為了發展本國的經濟，會主動
放棄在南海地區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近日，中國
政府和中國軍隊發出強有力的聲音，嚴正聲明，中國
在南海問題上絕對不會作出讓步。中國軍方的強硬表
態，使越南政府猛然意識到，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很
可能會陷入到自我設計的陷阱之中。正因為如此，在
與中國國防部長會談的時候，越南國防部長才明確表
示，「不允許任何第三國進行干涉和借此破壞兩國關
係」。
南海問題實際上是一個人為製造的問題。上個世紀

的70年代，由於中國國內政局動盪，南海一些國家乘
機佔領中國南海的部分島嶼。現在，一些國家在這些
島嶼或者周邊地區進行石油開發，直接損害中國的經
濟利益。中國軍方領導人之所以參加香格里拉會議，
就是希望向周邊國家表明自己的立場，並且敦促各方
按照「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和平解決南海
的領土和主權爭端問題。
不過，樹欲靜而風不止。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和越

南乃至其他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軍隊領導人
之所以頻頻出訪東南亞國家，就是希望在增加信息透
明度的基礎上，妥善解決南海主權和領土爭端。如果
一些國家在南海問題上固執己見，繼續損害中國的核
心利益，那麼，中國政府將不得不採取更加強有力的
手段，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特首曾蔭權在答問大會上引述他人意
見，質疑部分政黨阻撓基建工程拒絕經濟
發展、拒絕創造就業、拒絕兩地進一步融
合，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對號入座，在某
報撰文反駁特首，可惜他卻是自打嘴巴。
既然特首已開宗明義引用「他人的

話」，又何解指特首「有違法治精神」？
港珠澳大橋被公民黨出陰招阻撓，導致70
多個工程項目的環評或要撤回或要重新評
估，間接令本港多項近410億元工程受到
拖延，據業界估計將會有三萬多名工人受
影響，而大橋遲一年落成，令香港少收20
億元的收入，整體成本上漲所浪費的公帑
更是難以估計，這些都是公民黨送給香港
市民的一份「厚禮」，正是公民黨玩 ，
全港市民付鈔，特首引述的話正是時下的
主流意見，市民說的話，又如何「有違法
治精神」呢？
在這篇題為「回應特首曾蔭權的『深思

挑戰』」文章裡，黎廣德刻意花上頗大篇
幅痛陳保育、環保的利害，若不知來龍去
脈的市民看後或有機會會被他瞞騙過去，
但若有跟進整件事的市民便會知道黎廣德
有心砌詞狡辯，混淆視聽，借保育、環保
之名去挑起市民對政府的仇恨，來掩飾公
民黨在這件事之中的卑鄙行為。

借保育之名掩飾公民黨卑鄙行為
公民黨在2009年投票支持興建港珠澳大

橋，其後他雖然有向政府提出少許建議，
卻從未提出過甚麼「基線評估」，而這點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也曾翻看過往的記錄證
實該黨從未提出此建議，特區政府興建港

珠澳大橋是因應一直行之有效的環評準則，惟公民黨在大
橋興建在即的時候，濫用法律程序，教唆一個連字都不懂
的東涌綜援戶朱綺華申請法援，聘請公民黨的律師向政府
提出司法覆核，才提出一招秘密武器「基線評估」，這不
是玩弄政府嗎？他們就像在足球比賽途中，刻意將龍門收
窄，讓政府射不入龍門。港珠澳大橋是中央「十二五」規
劃的「重中之重」，公民黨於最後關頭教唆朱綺華提出司
法覆核，既反中亦亂港，難道他們可以否認嗎？
若然公民黨認為「提升保護環境的尺度」是重要，為甚

麼他不早點善意提點政府，而在大橋動工之際，透過一名
目不識丁的阿婆同政府打官司呢？這不正是他嘗試否認的
「不可告人的陰謀」嗎？

喜歡玩弄政治的人都以為，在政治遊戲裡根本是沒有共
贏，只有獨贏，天真的公民黨一眾黨員，以為找一個扯線
公仔告政府，贏了便可以削弱政府的聲望從而攫取自己的
政治本錢，繼後揚名立萬，輸了亦可以從政府身上賺取律
師費，讓公帑正式轉入黨友口袋，這便是他們玩弄政治的
目的。誰知道，他們贏了官司、賺了律師費，卻賠上聲
望。民望大幅插水，正是他們玩弄政治遊戲的結果。司法
覆核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足以令公民黨遺臭萬年。
黎廣德在文中正氣凜然的說 「政黨在社區的功能猶

如消防隊，誰願意養活一班平日派粽派米，卻在大火時
不敢破門入屋救人的消防員？」令人捧腹，他們哪有資
格當消防員，他們只不過是一班吃飽無憂米，在日間裝
傻扮懵匿藏一角，在夜間從陰暗之中走出來四圍放火的
敗類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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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應汲取引狼入室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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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地樓市未因政府出招而稍遏升勢，自由黨提出「首置港人限呎盤」的主

張，要求政府恢復定期賣地，每隔兩個月，每次推出供建兩千個限呎盤的土地出

售，而限呎盤的實用面積在五百平方呎以下，最重要是同時施加只供首次置業港

人購買的限制，實行將本地用家市場從整體的市場中區分出來。此外，我們要求

購入這類限呎盤單位的業主，日後轉售單位時，也只可轉售予首次置業港人，協

助真正用家上車。

田北俊

優化限呎盤 限首置港人購買

儘管政府早前不斷出
招，例如收取額外印花
稅、按季公布賣地數量
等，但本港樓價始終高

企不下，半山波老道的地王上周仍然以高價售
出，「麵粉」呎價高達二萬七千元。但對於自由
黨率先提出，要求政府優化限呎盤計劃，加入只
供首次置業的香港永久居民購買的元素，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雖首次明言會加以回應，語氣中卻流
露出有點不情不願。我認為，政府應持開放態
度，放開成見，盡快積極考慮才是。
針對本地樓市未因政府出招而稍遏升勢，自由

黨早在今年二月預算案公布前夕，便在報章給司
長發出了公開信，提出了「首置港人限呎盤」的
主張，要求政府恢復定期賣地，每隔兩個月，每
次推出供建兩千個限呎盤的土地出售，而限呎盤
的實用面積在五百平方呎以下，最重要是同時施
加只供首次置業港人購買的限制，實行將本地用
家市場從整體的市場中區分出來。

高價限呎盤無助市民上車
事實上，本地樓市急升，除了外圍量化寬鬆，

造成資金泛濫，推高資產價格以外，與本地樓市
充斥外來元素也是不可分割的。所謂的外來元
素，就是內地資金湧來香港買樓，令香港這個地
區性的樓市，變成全國性的樓市。隨 個人遊的
普及，內地豪客往往一擲千金，誇張一點說，隨
時一次過掃晒你的單位也可以，最終可能連中價
樓都給內地豪客買起。故如何保障本地用家上車
的機會，也就顯得特別重要。
我認為，只有這樣優化限呎盤計劃，才能達到

預期效果；否則，像早前於元朗推出限呎盤土
地，因沒有限「首置港人」購買條款，結果售價高
達二十四億元，「麵粉」呎價三千六百元，日後開
售價估計達六千元一呎，無助一般市民上車。
至於有意見，包括特首擔心限制外地人來港

投資買樓，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形象，但
其實只要仔細看清楚我們的建議，便知道我們
「不是」建議一刀切限制外國及內地人來港買
樓。我們的建議只是希望可以推出的限呎單
位，限定「只供」首次置業港人購買，換言
之，與傳統的居屋只限港人購買的概念相似，
只不過這不是由政府承擔部分地價，改由私人
發展商承建而已。
此外，我們要求購入這類限呎盤單位的業主，

日後轉售單位時，也只可轉售予首次置業港人。
這樣做較復建居屋優勝之處，是市場可自行調節
價格，且可由八十後賣畀九十後，九十後可再賣
予更年青的一代，起了一種傳承的關係，大大減
低了炒賣元素，可協助真正用家上車。

多方面增供應助青年中產上車
我曾與不少中小型地產談過有關建議，得到的

都是正面回應，表明若有相關細價地皮推出，絕
對有意競投。當然，政府也要設法增加土地的供
應，如應容許發展商改變工廈土地用途，因為全
港有不少交通便利的工業區，如市區新蒲崗、深
水 、黃竹坑，以至大埔等，都有大量空置工業
大廈，若政府容許發展商在補地價後，將工業用
地改建為興建限呎住宅，則可為首次置業市民提
供更多選擇。
雖然政府上周五又再出招，收緊價值七百萬元

以上樓宇的按揭成數，而七百萬元以下物業按揭
成數雖然維持不變，最高按揭金額則收緊至四百
二十萬元，又全面收緊非港人的按揭成數，但對
於資金充裕的買家或內地豪客而言，意義不大。
因為他們按揭成數低，借貸只因港息仍然偏低，
必要時可全數付清樓價。至於港府增加單位供應
不是不好，只是若不將限呎盤限售予首置港人，
始終有所不足，誠望當局考慮和採納我們首置港
人限呎盤的建議，因這才是協助年青一代和中產
人士上車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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