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黃施政報告 顯生機富朝氣
曾蔭權最後施政報告今宣讀 短中長措施齊出釋房策紓民困

A3 責任編輯：黃楚基 2011年10月12日(星期三)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將發表第七份也是任內

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在前六份施政報告中，振

興經濟、改善民生都是當局的施政主軸，並且

取得了不少成績。然而，本港一直缺乏長遠的

扶貧及社福規劃，在推動經濟發展上謀劃不

足，經濟轉型舉步艱難。現屆政府只剩下不足

一年任期，要求在餘下時間全面扭轉以往不

足，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務實的做法是做好兩

項承前啟後的工作：一是落實「十二五」規劃

及中央各項挺港措施的配套工作，繼續推動重

大基建項目，加快發展六大優勢產業，確保政

策的連貫性；二是對社福及經濟轉型的長遠規

劃理出思路，提出建議，供公眾和下任特首參

考。

曾蔭權過去共發表六份施政報告，民生經濟

都是落墨最重環節。期間，本港經濟由谷底逐步

回升，除了在金融海嘯時受到衝擊之外，基本上

都能保持上升勢頭，失業率跌至十多年來低位，

勞工市場幾乎達至全民就業，最低工資法例成功

落實，交通津貼等支援措施接連出台，而當局對

於社福、教育、醫療等投資也在逐年增加，近年

更接連推出多項紓困措施，說明當局在改善民生

方面確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不過，長遠規劃不足也是當局施政的短板，

儘管近年不斷加大社福投資，但卻未能提出全

面而長遠的扶貧措施。隨 本港勞工市場兩極

化的情況日趨嚴重，以往獨沽一味的「派糖」

式的社福思維已經滿足不了市民的需求，市民

更期望當局有長遠措施協助他們「脫貧」。此

外，近年本港經濟雖然保持平穩增長，但結構

單一，產業空心化問題並未得到解決，當局囿

於積極不干預思維，對於經濟的轉型發展缺乏

長遠規劃，六大優勢產業沒有全盤的政策配套

及支援，進展效果不明顯。

當然，社會對於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也不宜期

望過高，上述難題並非一時三刻能夠解決。不

過，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有責任做好承前啟後的

鋪墊工作，一方面將任期內承諾推動的政策及

早落實，特別是國家的「十二五」規劃及早前

李克強副總理來港時公佈的挺港「6招36式」，

對於進一步深化兩地經貿、金融等方面合作有

深遠意義，當局須積極配合落實，並加快餘下

的基建工程上馬動工，將手上的工作做好。同

時，當局也應為長遠的社福及經濟規劃作準

備，為下屆政府施政提供參考。

(相關新聞刊A3版)

俄羅斯總理普京昨日起對華展開為期兩天的正

式訪問，出席中俄總理第16次定期會晤。普京此

次訪華是其宣佈將重返俄羅斯總統職位後的首次

外訪，突顯其高度重視加強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意味 今後中俄關係將保持長期穩定發

展，有利推動兩國優勢互補，促進新興經濟體的

整體和平崛起。在當前美國一霸獨大、奉行單邊

主義政策的世界形勢下，中俄進一步緊密合作，

更有利於世界多極化發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

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

普京一向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在過去十餘年，

不論他擔任總統還是總理，都積極致力於推動中

俄關係向前發展，對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健

康穩定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普京明年再次當選

俄羅斯總統，極可能兩屆連任，在任時間將長達

12年。相信在他的領導下，俄羅斯未來將進一步

加強中俄政治互信、務實合作和文化融通，不斷

拓寬雙邊合作領域，提高多邊合作質量，使中俄

關係發展更上一層樓。

目前，中俄都是經濟穩步增長、國力與日俱增

的新興經濟體，兩國在國際和地區事務、經濟合

作等領域都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也具有優勢互

補、互利共贏的合作前景。中俄重點加強能源資

源合作，既有利於保障中國的能源安全，也為俄

方提供穩定可靠的銷售市場。俄羅斯擁有豐富的

自然資源，中國則具有資金、產品優勢，都是彼

此經濟發展最為需要的元素。當前歐美債務危機

日益惡化，世界經濟面臨二次探底的衝擊，中俄

是「金磚五國」的重要成員，普京此時訪華更具

現實意義，中俄可透過加強雙邊經貿合作廣度和

深度，克服金融危機、遏止經濟衰退，並帶領全

球經濟盡快復甦。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

導致世界政經格局失衡，也令全球的和平穩定局

面備受挑戰。中俄在聯合國、「金磚五國」、「上

海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中配合默契，在安全領

域相互倚重，通過一系列戰略協作甚至相互「對

表」，有力地維護了本地區和世界的安全。這與普

京作為俄羅斯主要領導人所作的努力密不可分。

隨 中俄經濟實力的不斷充實，兩國通過增強互

信、協調利益，可以攜手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

和有效的國際政治、金融、經濟管理體系，改變

當前單邊獨大的不正常局面，令世界格局朝向多

元平衡方向發展，更兼顧全球各國、各民族的利

益和需要，為全人類的和平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相關新聞刊A5版)

施政報告應做好承前啟後的工作 普京訪華加強中俄關係意義重大

唐英年強調為政策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曾蔭權承認過

往在處理房屋及土地儲備有失誤。前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坦言，自己加入政府10年，曾任政務司司長、財政
司司長，以至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對政府政策有責
任。
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則回應指，要待今日看了

施政報告內容後再作評論。
唐英年昨日在一公開活動，被問及特首坦承房屋政

策有失誤時坦言，自己加入特區政府10年，期間曾出
任4年政務司長、4年財政司長，以及年多的工商及科
技局局長，個人對特區政府的政策有責任，又指今日
的施政報告會大篇幅 墨在房屋政策，自己會待報告

公布後再作進一步回應。
有消息指，唐英年今日不會到新立法會大樓旁聽施

政報告，或考慮稍後以書面聲明或親身解答傳媒提
問。

CY：房屋問題與特首態度一致
梁振英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則未有正面回應，但重申

自己與特首對居屋、出租公屋的態度「穩定一致」，
而他對房屋問題作為民生問題的重要性，立場態度是
很清楚的：「過去幾年我認為香港房屋是不足的，我
亦在報章和其他媒體發表過較詳細的意見，這些都是
廣為人知。」

電腦學會冀推動資訊科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特首今日會公布新年
度施政報告。香港電腦學會
提出6項策略性建議，包括創
設更具宏觀視野的創新科技
局，協助業界推行區域協
作，包括與內地整合及互惠
認證等，並推動香港成為亞
洲數據中心港、提供優惠政
策吸引相關的商業投資、鼓
勵學術研究配合、重新定位
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及增強對相關人才的培育
及統籌管理。
香港電腦學會會長劉嘉敏昨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特區政府過往在政策上，未能讓業界有更完
善的發展，並未有 力推行相關行業的發展，希

望施政報告有所 墨，該會早前就「政府政策如
何更有效支持香港，發展成亞洲資訊科技中心」
舉行圓桌論壇，遂提出該6項建議，希望特區政府
重視電腦業界的發展，了解資訊及通訊科技是香
港各大產業的支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晨11時就會發表

其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在報告

宣讀前夕，曾蔭權在其社交網站率先披

露，今日公布的《施政報告》的封面顏

色是淺黃色（butterfly yellow）。他解

釋，淺黃色充滿生機，帶出朝氣、活力

和希望，象徵社會承先啟後，為未來攜

手開闢新路。同時，曾蔭權亦趁機會介

紹了他過往6份《施政報告》的封面顏

色，並詳細解釋了選色的

含意（見表）。

曾蔭權今日上午11時會在中環添馬艦立法會新
大樓宣讀其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隨後會
舉行記者會，和傳媒老總會面，晚上會出席施政
報告電視論壇。翌日下午3時，他會出席「行政
長官施政報告答問大會」，解答議員有關的提
問。

擬試行「男士侍產假」
在昨日facebook專頁「香港特首辦」，曾蔭權表

示，他正為未來一星期的連串活動做好準備，並
在網頁中上載了他手持以淺黃色為封面的、其任
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的照片，但就非常有技
巧地未攝下封面的字樣，為今日公布的《施政報
告》的主題保留神秘感。
據稱，曾蔭權在報告內會提出新形式的資助房

屋計劃，令家庭月收入介乎1.6萬元至3萬元的夾
心階層可購買到資助房屋。同時，有關綜援、生
果金、傷殘津貼再發「雙糧」，及公屋免租等紓
困措施亦會繼續，又會放寬回鄉養老津貼的限
制，以至推出資助65歲長者乘搭交通工具的「2
元優惠計劃」等。另外有報道稱，《施政報告》
會提出，於公務員體系率先試行「男士侍產
假」，並鼓勵私營機構跟進。

創新思維解決房屋問題
曾蔭權在日前已經預告，今日公布的《施政報

告》篇幅會較長，其中既有短期措施緩解香港市
民當前之急，並有打破傳統框架的中、長期政
策，力求深入全面地處理房屋問題，及坦誠地討
論人口老化、貧富差距等重大社會課題，在鞏固
香港現有優勢之餘，讓香港人更好地發揮潛能，
實現願景。
他並會在報告中總結其45年的公職生涯，把自

己多年來的觀察，尤其是擔任特首7年的體會，
和市民分享，並期望這份《施政報告》能讓香港
人譜寫更多精彩動人的「香港故事」。
為讓市民即時得知報告的內容，特區政府施政

報告網頁：www.policyaddress.gov.hk將同步發放報
告內容，而直播詳情可看www.info.gov.hk/gia/
general/201110/10/P201110100212.ht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曾蔭權今
日會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值環球
經濟動盪，香港樓價高企、通脹升溫，市民
普遍希望施政報告有切實措施紓解民困。香
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新民調結果顯示，香
港巿民普遍認為房屋問題是特首在施政報告
中最需要處理的重點問題，而以絕對重要比
率計，醫療政策排名第2，然後是經濟發展、
勞工就業和社會福利，5個範疇均有超過8成
受訪者認為「需要」處理。

分兩階段調查市民期望
調查機構在9月底至10月初，透過真實訪員

以隨機抽樣方式，分兩階段進行了市民對特
首曾蔭權施政報告期望調查，目的是要清楚
說明每個政策項目的絕對和相對重要性。
9月底的第一階段調查顯示，在沒有提示及

只選一項的情況下，35%被訪者認為重點應放
在房屋問題上，23%則期望報告重點放在經濟
發展問題；9%、5%、5%及5%被訪者則期望
報告重點分別放在社會福利、勞工及就業、
醫療及教育問題；而選擇政制發展問題、人
權自由問題及公民教育者，則分別只有2%、
1%及1%；至於回答「唔知/難講」者，則佔
12%。

89%認為需處理房屋問題
第二階段調查顯示，當評估在施政報告中

個別施政項目需要處理的重要性時，89%被
訪者認為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需要處理
房屋問題，而認為醫療政策、經濟發展、勞
工及就業和社會福利需要處理的，分別佔
88%、86%、84%及83%。房屋問題的平均量
值為4.6，即接近「非常需要處理」，其他4項
的平均量值分別為4.5、4.5、4.4及4.4分，即整
體上接近「幾需要處理」。
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分析稱，最新調查顯

示，無論有否給予提示，受訪的香港巿民普
遍認為房屋問題是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最需要
處理的重點問題。與去年同期比較，連續兩
年上榜的4個項目中，全部整體重要程度都變
化不大。醫療問題過去兩年跌出5大，今年重
新上榜兼排名第二，重要程度較3年前上升4
個百分比。去年排名第5的教育政策問題，今
年更跌出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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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網址亦配合今次色調用上淺黃
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扶貧護老是特首今日
公布的《施政報告》的重要主題。惠康超市宣布，顧
客由今日開始，憑長者卡每逢周三到各惠康門市，可
以9折優惠價選購全線「首選」或「特惠牌」逾1,300

種貨品，包括新鮮食品如蔬果、雞蛋、
冷藏肉類、日常用品及糧油等。
惠康昨日並指，他們正與食物銀行研

究推出食物券，為有需要者提供更多新鮮食品選擇，
凡持食物券者，可到全線惠康選購新鮮及糧油食品，
如新鮮蔬果、肉類、雞蛋和奶類食品等，以維持均衡
飲食及營養所需。

惠康推周三長者購物優惠

■香港電腦學
會提出6項建
議，希望《施
政報告》重視
資訊及通訊科
技業界發展，
落實支持業界
長遠發展。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攝

■曾蔭權在社交
網站上載了其任
內7份，包括他手
持的、今日公布
的 《 施 政 報 告 》
的概覽。 特首辦

網上專頁圖片

曾蔭權過往6份施政報告概覽
年度 主題 封面顏色 寓意 主要內容

2005年至 強政勵治 福為民開 青綠色 承接提出競選承諾時的主題顏色 提出建立強政勵治的政府，提升管治能

2006年 （Apple green） 力，更好地落實「一國兩制」，創建和諧

社會並推動經濟發展。

2006年至 以民為本 務實進取 天藍色 配合報告力推的環保政策，希望還 宣布推行「工資保障運動」，並承諾倘成

2007年 （Azure） 香港一個藍天 效不彰就會立法。

2007年至 香港新方向 金黃色 香港將迎接黃金十年 提出以2,500億元啟動「十大基建工程」。

2008年 （Gold spark）

2008年至 迎接新挑戰 湖水藍 湖水藍有兩個意思，分別是冷靜、 交代了應對全球金融海嘯的經濟政策。

2009年 （Spring stream） 平和；以及帶給人希望、生命力的

感覺。寄語市民，在困難中保持冷

靜、從容不迫、穩中求勝，不要自

亂陣腳

2009年至 群策創新天 淺啡色 淺啡色是大自然土壤的顏色，象徵 維持香港4大支柱的優勢，並發展6大優

2010年 （Earth brown） 樸素和踏實，回歸基本的施政報告 勢產業等。

2010年至 民心我心 同舟共濟 橙色 太陽燈色象徵溫暖、活力和幹勁， 提出「置安心」計劃及「關愛基金」。

2011年 繁榮共享 （Apollo orange） 配合以積極進取的態度，同舟共濟

走出經濟陰霾共享繁榮的主題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