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樓價上漲，不斷有人要求重建居
屋，但政府遲遲不建。不過，最近曾
特首說會在今年10月的施政報告上給
市民一個交代。許多人都認為這是曾
特首打算重建居屋的訊號。
政府一直不願意重建居屋，原因很

多。目前的居屋制度也的確問題不
少，更何況當年的房屋局局長孫明揚以斬釘截鐵的
口氣說「居屋已成為歷史」。如果重建與過去一模一
樣的居屋，政府威信掃地。這也是為什麼去年曾特
首推出一個「置安心」計劃，一個新居屋計劃。

取消居屋轉讓補地價限制
我認為目前的居屋計劃不能解決香港中下層階層

買屋的長遠問題。其中一個原因是目前的居屋在補
地價之後就變成私人房屋，可以自由地賣給收入高
的人。換言之，一間居屋補地價就使到一個中低收
入的家庭少了一個住居屋的機會。因此，我認為目
前馬上可以做、能提供機會給未曾買屋的中低收入
家庭買居屋的方法，是允許現有居屋居民可以不必
補地價將居屋賣給同樣符合購置居屋條件的家庭，
價錢由市場決定，利潤由居民自由放入口袋中。這

能鼓勵多些居屋居民賣掉居屋給同樣符合購置居屋
的家庭。目前，政府只允許公屋居民交出公屋，來
購置這類居屋，這是不夠的，應該放寬給任何符合
條件的人。
還有，將來政府推出土地拍賣時，也可以指定某

些土地用於興建這類新居屋，限制發展商只能將單
位售賣給符合買居屋的香港永久居民。地產商得付
錢買地，因此這幅土地上的物業將來永遠只能賣給
符合購置居屋的人，二手轉賣也如此。二手轉賣或
是地產商的一手訂價皆由市場自由決定，沒有人需
補地價。

地產商發展居屋更見效益
因為土地是透過公開拍賣售出，政府庫房仍有收

入。過去，政府免費撥土地給房委會建居屋，因為地
價免費，房委會賺大錢。賺了錢就亂花，這是浪費。
看看房委會管理的商店與停車場，年年沒錢賺，一變
成領匯，效益馬上提高，賺了錢。所以我認為房委會
建居屋的歷史任務的確已經結束了，讓地產商來建新
一代的居屋吧！因為新居屋限制購買者的入息與資產
額，因此地產商在拍賣時也會小心計算將來的風險，
不過無論如何公開拍賣的價格就是市價。
為了解決夾心階層的人置業問題，這種新居屋可

以有好幾種不同的等級，售賣給不同入息群的永久
居民，而收入的定義年年更新，依通脹率而變。現
在，政府在推出土地拍賣時已經有限制面積、限制
單位量的條件，不妨將來加上限制購買者的收入，
讓土地拍賣更多樣化。

民建聯上月底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加強政府管治，搞好經濟

建設，健全社會保障，處理好房屋及都市發展，重視青年和教育問題等

五個範疇的關注度較高。在重視青年和教育問題方面，最多市民選擇加

強道德和國民教育的選項，達32.78%，這反映出市民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

政策的支持。

國民教育逐漸得到香港社會認同和支持
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今年2月16日發布的國民教育推廣活動意見調查報

告亦顯示，與五年前相比，有六成四的受訪者認為自身對國家的認識及

了解加深，分別有超過三成的受訪者對「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加

深，及對國家歸屬感增強。　　

民建聯和公民教育委員會的民意調查顯示，國民教育不是洪水猛獸，

將其冠以「愚民」、「洗腦」等負面形容詞，是違反情理的。試問世界上

有哪一個地方的教育是不鼓勵學生認識國家歷史和思考國家發展？事實

上，國民教育不僅是「國際慣例」，而且在香港也逐漸得到社會認同和支

持。

回歸前，基於歷史原因，香港社會大環境並不熱衷於如何讓青年人深

入認識國家，亦不大積極鼓勵青年人探討國民身份等議題。香港回歸

後，為確立國民教育的重要位置和其推行創造了有利條件。去年特首的

《施政報告》，建議向中、小學生新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以及加深學

生對《基本法》的認識。教育局5月5日公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文

件，建議全港小學明年率先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必修科，翌年

並擴展至中學各級。

《施政報告》提出的建議和教育局的諮詢文件，本來是合情合理的建

議，但少數人卻指是「政治宣傳」、「狹隘民族主義」、「洗腦工程」。誠

然，對國民教育的方法方式是否恰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但將

國民教育本身妖魔化和污名化，完全違反情理，也忽視了世界上大多數

國家重視國民教育的現實。

國民教育已成為國際社會慣例
有外國學者（Ramirez and Boli-Bennett）研究了1870年到1970年各國憲

法，發現憲法中明訂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教育的個案從43個增為139個，

這顯示重視國民教育已成為國際社會慣例。

例如，美國就是一個非常重視國民教育的國家，美國一貫重視採取多

種形式對其國民進行國民教育，美國的許多中小學校，每天都有升國

旗、奏國歌的儀式；法國的國民教育偏重法蘭西民族優秀傳統，突出法

國各個歷史時期的光輝業績，褒揚一切有別於他國的獨特之處，這培養

了作為法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韓國政府提出學校國民教育

的中心目標，是培育「主導21世紀世界化、信息化時代的自律而又有創

意的主體韓國人」；新加坡的國民教育，首先是「尋找途徑讓新加坡人

同這個國家利害相關」，新加坡政府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中，強調公

民「國家利益必須放在個人利益之上」，強調要樹立獻身國家、熱愛祖國

的道德品質；俄羅斯一向十分重視國民教育，是最早把愛國主義教育寫

入國家教育法規中的國家之一；波蘭在學校專門設立了愛國主義教育課

程，學校通過組織各種有意義的活動，把愛國主義的內容糅合在其中；

泰國政府規定，每個大學生不論學甚麼專業都必修泰國民族文化課，以

使青少年激發起民族自豪感和責任感，樹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國民教育要依循國際慣例並結合港情國情
從重視國民教育已成為國際社會慣例來看，國民教育絕非洪水猛獸，

亦絕非「洗腦」，而是關乎如何在屬於同一國家的群體中，建立對國家民

族、文化歷史的認知，亦不乏情感的孕育，即培養國民對國家的歸屬

感、承擔精神和國民身份認同。

國民教育對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民族凝聚力、

國家發展的根基。

香港回歸後，推行國民教育一方面要

依循國際慣例，一方面要結合港情和國情。

在依循國際慣例方面，美國等國家的教育法明確

規定，學習憲法是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基本法》衍生於中國憲法，

是香港回歸祖國以後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小憲法」。《基本法》教

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關係密切，彼此相輔相成。因此了

解《基本法》，加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絕非「洗腦工程」，而是依

循國際慣例。

國民教育關乎香港的發展
在結合港情和國情方面，香港經歷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令很多香港人

對自己的身份產生疑惑，導致港人對祖國產生誤解甚至隔閡，難以作出

中肯的定位。因此，香港的國民教育應幫助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尋找自己

的身份認同，應從「認知」、「情感」及「實踐」三個層面推動國民教

育，讓香港青少年認識國家的歷史和現況，了解國家面對的機遇和挑

戰，鼓勵青少年到內地認識祖國和體驗國情，激發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及

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實際上，國民教育不僅關乎教育範疇，而且關乎香港的發展，中國內

地經濟起飛，香港與內地在各方面的合作日益緊密，香港只有融入國家

才能有更大的發展潛力。現在西方國家，學習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成

為中產和專業人士對下一代加強競爭力培養的新潮流。港人如果不認識

國家，香港怎麼能發展？港人如果對國家民族沒有認同感，怎麼能抓住

國家發展的機遇拓展自己的出路？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從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五個範疇，

來培育社會接班人，內容相當多元化。香港國民教育的基本思路，在符

合國際慣例和未來發展方面要積極探索。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香港強化德育及國民教育既可以幫助提升國家軟實力，亦可以提升香港

的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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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居屋計劃滿足置業需求 曾淵滄博士

本港的有關民意調查顯示，國民教育逐漸得到社會認同

和支持。國民教育不是洪水猛獸，將其冠以「愚民」、「洗

腦」等負面形容詞，是違反情理的。重視國民教育已成為

國際社會的慣例，香港推行國民教育一方面要依循國際慣

例，一方面要結合港情和國情。實際上，國民教育不僅關

乎教育範疇，而且關乎香港的發展，港人如果不認識國

家，香港怎麼能發展？港人如果對國家民族沒有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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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國民教育乃國際社會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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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將於年底

舉行，各項相關本地立法工作

亦已進入尾聲。立法會昨日完成審議《2011年

選舉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並計劃於7

月6日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涉及多項選舉

法例修訂，包括在立法會、區議會及村代表選

舉引入越級上訴機制，及增加區議會選舉和行

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上限等。法例獲立法會

通過後，便可以在11月舉行的新一屆區議會選

舉，及隨後的各場選舉中，落實有關安排。

葉國謙指換屆近補選多餘
在昨日最後一次會議上，民建聯立法會黨團

召集人葉國謙表示，目前法例規定一旦區議會
議席出缺，須於4個月內進行補選安排，而近
期荃灣區議會一名議員剛身故，但距離11月換
屆只餘數個月時間，按此計算，補選勝出的議
員根本無機會出席區議會會議，最多只能參與
一至兩個委員會的工作，對當選議員及選民不
公平，要求當局尋找一套妥善方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在回應時表

示，何時啟動補選安排主動權並非在當局，惟
一可以控制到的只是何時刊憲，並在刊憲後的
4個月進行補選工作。

林瑞麟稱選舉資助可檢討
另外，草案建議區會選舉開支限額由目前的

4.8萬元增至5.38萬元。當局的財政資助額亦會
由目前的每票10元或候選人申報選舉開支的
50%，修訂為每票12元或選舉開支限額的
50%，以較低者為準，但津貼額不得超逾候選
人的申報選舉開支，與明年立法會選舉的財政
資助計劃看齊。林瑞麟認為，有關建議先落實
執行，若有需要，可以繼續檢討及將其完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聲稱要「全面
通緝」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王光亞的社民連，昨日繼
續「Hea」（懶散）住示威，在警方
高度設防下，唯一「激動」的場面
發生在早上王光亞到港交所參觀
時，部分社民連成員企圖越過示威
區，最後被保安員抬走。
當王光亞在灣仔君悅酒店出席香

港社會各界午餐會時，社民連成員
包括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
就在酒店外的示威區示威，而「杯
葛」是次午餐會的新任「支聯會」
主席李卓人，也聯同10多名示威者
到場「搶鏡」，更打算進入酒店門
外的示威區請願，但未獲警方放
行，雙方一番理論後，有人衝出馬
路而被警員阻止，雙方一度發生肢
體碰撞。

人丁單薄 長毛提早收工
不過，在推撞期間，長毛與其他

社民連成員非但未有「幫手」，反
而懷疑因無法忍耐毒熱的太陽而無
聲無息地離場，獨剩李卓人在示威

區內高喊口號，並聲稱要警方代表
通知安排中聯辦官員接收請願信，
當得知未有進展時，全身大汗的李
卓人藉詞警方「刻意阻撓」，壓制
市民示威的訴求，隨後撕毀請願信
後亦急急腳「避暑」而去。最終示
威區內再無任何示威人士，只得對
面馬路的行人路上有兩名「人民力
量」成員看守住音響器材，場面異
常冷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卓人搞激冇人理

僭建風暴席捲香
港各界，加上樓價

高企，通脹日趨嚴重，令香港市民
對社會的不滿指數上升。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最新調查結果發現，
受訪的逾千名市民對整體社會狀況
滿意度的最新得分為50.8分，為調
查系列開始以來新低，更有27%表
示會以「憤怒」來形容香港社會的
現況，是調查系列開始以來新高，
未有表示「憤怒」者仍佔超過7
成。
now新聞台《時事全方位》委託

調查機構就民情指數進行調查，結
果發現，有71%受訪者表示不會以
「憤怒」來形容香港社會的現況，
而所謂的「憤怒」程度平均則為
49.7分。而以總樣本計，各有9%受
訪者表示「憤怒」與「住所僭建問
題」及「香港樓價高企/住屋問題」
有關，另分別有4%主要針對「政
府官員表現」及「財政預算案」，

其他答案包括「百物騰貴/通脹」
(3%)、「最低工資」(2%)、「內地
孕婦來港產子問題」(2%)、「教育
政策」(2%)等。

僭建風波 辣 5成半人
在總樣本中，有55%對住所僭建

問題中政府官員的表現表示「憤
怒」，至於對議員或新界原居民的
表現，則分別有53%和44%受訪者
表示「憤怒」。當提到孫明揚局長
作為問責官員在事件中的表現，
58%市民對此表示「憤怒」。
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稱，從「通

脹」、「財政預算」、「內地孕婦來
港產子」、「最低工資」、「教育政
策」等，以至最近的僭建問題，都
「反映特區政府現正處於弱勢」，並
聲言當政府民望低迷、缺乏認受而
又進退失據時，任何民生議題都可
以因為民怨積累而牽一髮動全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樓價與憤怒指數同步

支持議員僅稍多
加煙稅仍存變數

由煙民組成的團體均盡力游說各議員否決當
局大幅增加煙草稅的建議，但立法會內支持大
幅增加煙草稅的議員仍佔多數，其中明確表示
贊成加煙草稅的，包括民主黨、公民黨、經濟

動力、專業會議等多個政黨及政團，和民協議

員馮檢基、職工盟議員李卓人、衛生服務界李

國麟及社福界議員張國柱等，約有27票，但由
於部分議員仍未表態，故明日的投票結果目前
仍未可預料。

梁家騮質疑無助控煙
其中，醫學界議員梁家騮至昨日仍未肯表

態，只質疑政府戒煙服務不足，更認為醫學界
支持加煙草稅，是不了解現實的情況，「只是

用懲罰的方式，希望煙民因加稅去戒煙，在醫
學的效用是否有效？因為有數據顯示上次加煙
草稅後，其實整體食煙的人數沒有減少」。

民記工聯將投棄權票
不過，民建聯及工聯會均表示會就草案投棄

權票。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坦言，不支持加煙草
稅，並非想鼓吹煙民繼續吸煙，只是希望讓年
長者的煙民，有更多時間逐步去戒煙，「其實
現在食煙的，很多都是體力勞動者，很多已食
了幾十年的煙，一下子未必能戒，應該要給更
多時間讓他們去戒」。自由黨、「人民力

量」、社民連及街工議員梁耀忠等則表示會投
反對票。

周一嶽指分段難收效
另外，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計劃就當局的

加稅草案提出修訂，要求當局分階段增加煙草
稅，由目前建議的每支煙增加約1元，分5年落
實，即每年加2毫錢。不過，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周一嶽在昨日報章撰文中，承認分階段增加
煙草稅較容易為煙民所接受，但當局認為此舉
難令煙民盡快戒煙，並未能收立竿見影之效，
加上大部分政黨及政團，包民建聯、工聯會及
自由黨等均反對，相信該修訂無法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立法會明日將恢復二讀並表決特區政府提出的、大幅增加煙

草稅的條例草案。據了解，目前有27名立會議員明確表態支持

當局加煙草稅的建議，稍多於表示會投反對或棄權票的議員。不過，由於部分

獨立議員仍未明確表態，故加價建議通過與否仍存在變數。為此，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周一嶽特地在報章撰文，呼籲各界支持是次加稅，並表明不會考慮部分

議員提出分階段增加煙草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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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及社民連成員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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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債票償大聯盟」日前帶備以1萬個煙頭製
作的相框，部分成員並假扮蒙眼的梁家傑及
陳淑莊，諷刺公民黨盲目贊成增加煙草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