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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滅債新措施 財爺將密切留意

教界評分：唐重溝通梁認知深

梁振英及唐英年昨日上午先後出席教育評議會舉辦
的教育諮詢會，與逾數十名前線教師、教育界人士及
學生交流。教評會代表並向2人提出的未來特區施政的
10大訴求，包括實施15年免費教育及凍結殺校政策等
(上表)。

振英：盡快落實15年免費教育
梁振英在會上指，自己在大學、小學等教育機構擔

任校董多年，對前線教育工作有所認識，會多聽業界
意見，並強調教育工作十分神聖，幼兒教育更是重要
基礎，故他在原則上同意15年免費教育，但執行時要
深思熟慮。就有與會教師擔心推行15年免費教育「遙

遙無期」時，梁振英希望推行時間不會太遙遠，又指
自己「做事手腳比較快，會認認真真去做」。
他強調，香港教育界的師資不足，有必要改善學校

工作環境，吸納新血，並讓教師有滿足感。對小班教
育他則有所保留，認為讓教師有充足時間備課十分重
要，故現時資源下，應先研究如何減少教師上課節
數。
梁振英承認，特區政府在一屆任期內，教育高層人

員經常出現變動會影響教育的穩定性，又認為香港接
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偏低，有改善空間。

促研究內地婦湧港產子
他並主動提到，今後或會有大批父母均非港人在香

港所生子女在香港接受教育，當局必須及早規劃資源
分配問題，又指日後或需研究如何限制這類母親來港
產子。

唐唐：1年內檢討校本評核
隨後到場的唐英年，亦表明支持15年免費教育，並

在中學試行小班教學。他強調，自己十分重視溝通渠
道，並認為教育改革需要有良好溝通平台，故建議當

局於1年內檢討校本評核制度，並針對教師薪酬待遇問
題，提出當局應考慮先作短期調整，為合約教師比例
設上限；長遠則增加常額編制，邁向同工同酬，緩解
教師的怨氣。

增加資助學位成立專科學院
唐英年又認為，香港學生考試太多，對師生造成很

大壓力，應研究減少。同時，因應大學軟硬件配套，
增加資助學位，並成立更多專科學院，提供更多途徑
讓學生都有機會升學。
另外，被問及應否將中史科列入初中必修科內，梁

振英直言，國家及香港的歷史對學生成長十分重要，
故他對初中沒有了中國歷史科表示遺憾，並認為中國
近代發生的歷史事件，例如「六四事件」等，即使具
爭議，學校都可以討論。唐英年則指，據中央政策組
所作的研究顯示，大部分人都認為應將中史列入初中
必修科內，但卻被不少辦學團體反對，故他相信透過
有效溝通及教育界專業人士參與，必可定出一套理想
的國民教育教材，又強調每人對「六四事件」的感受
都可能不同，但下屆特首，以至全體政府及700萬港
人，都有責任維護表達及言論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兩名
「疑似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及梁振英頻頻
落區，聆聽各界意見。有參與昨日諮詢
會的教育界人士就總結兩人的表現，認
為梁振英對教育政策有較深入的認知，
並能「急業界之所急」，而唐英年則更㠥
重溝通，可謂各有優點。教育評議會副
主席何漢權相信，教育界傾向支持哪
人，需待兩人決定參選，並研究政綱後
再作決定。

何漢權：兩人「很有心」
何漢權指出，有出席昨日諮詢會的教

師，均覺得兩人「很有心」，願意多作溝
通是唐英年的優點，但其提出的政策深
入性卻嫌不足，個別措施沒有深入見
解；而梁振英則少提溝通，卻重視效率

及行動，並能清楚指出資源有限，提出
減教師節數。
何漢權說：「相對於小班教學，減節

數才是當務之急，亦是教師心聲，現時
業界前線正值水深火熱之時，一些事情
正需要有人來果敢行事，不能只靠慢慢
溝通。」
教評會另一名副主席曹啟樂指出，唐

英年較對上兩次出席教育界諮詢會時，
提出更多意見；梁振英則可能「未熱
身」。他表示，二人俱關心教師的工作處
境，「在教育問題上都算有承擔，可說
是各有優點。」
他認為，梁振英對教育政策較有主見

及堅定立場，「我們最擔心議而不決」，
但他亦盛讚唐英年多次提及要就教育議
題與業界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環球經濟風雲變幻，香港
經濟難以獨善其身。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坦言，「我們不用
過分悲觀，但也要正視現實」，強調當局會密切留意香港
出口以至整體經濟和就業市場可能出現的惡化，及全球流
動性資金充裕對資產價格和物價的影響，「這都是明年預
算案關注的問題」。

亞洲經濟基調仍佳 出口料放緩
曾俊華昨日在最新網誌中指出，歐盟於上星期宣布就強

化歐洲金融穩定基金的方案，和債權銀行在希臘債務的減
值比率達成共識，無疑是正面發展，但「冰凍三尺非一日
之寒」，美歐經濟結構上的問題難望能夠短期解決，市場

仍關注有關方案的落實過程和細節安排。
他坦言，亞洲和新興經濟體基調較佳，但出口放緩已經

是無可避免：內地第一季、第二季增長率9.7%、9.5%後，
第三季已降至9.1%；今年以來，香港整體出口貨量在7月
按年僅增長1%，至8月更出現2%的跌幅，9月出口貨量的
跌幅估計會進一步擴大至超過10%，相信香港的外部環節
在2012年將會面對相當大的挑戰。香港今年餘下的時間以
至明年初的外貿，看來不容樂觀。
不過，曾俊華強調，香港經濟的基調良好，相信只要香

港繼續開拓新興市場，充分把握國家「十二五」規劃帶來
的機遇，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
的地位，香港經濟中長期的前景仍然是相當亮麗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201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提
名期下月8日開始，但各大「疑似參
選者」已積極約見各界「做工夫」。
作為全港最大的勞工團體、在上屆
選委會佔一半席位的工聯會，會長
鄭耀棠表示，他們會待今屆區議會
選舉結束後，再研究與各「疑似參
選者」會面。
新一屆選委會的勞工界選委議

席，將由去屆的40席增至60席。鄭
耀棠在與記者茶敘時表示，自己未
了解今屆勞工界選委選舉的形勢，
但上屆約有半數勞工界選委是工聯
會成員，其他代表則來自勞聯及公
務員團體代表等。

晤「疑似參選者」
棠哥留待區選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今
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特區政府會帶頭研究向公
務員提供有薪侍產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以「好
僱主有新『家庭觀念』」為題撰文，強調香港要建設和
諧社會，就應該給予家庭應有的支援，故負責研究與
家庭相關的政策，並向社會提倡關愛家庭、家人的文
化的家庭議會，將積極推廣社會各界對家庭核心價值
的關注，營造對家庭友善的氛圍。
曾德成昨日在其網上專欄《局長隨筆》中表示，愛

家庭、家人的文化，可以從不同的層面展開，從個人
到企業到政府都可以積極參與，香港很多企業已越來
越意識到，除了關愛員工，還應當關愛員工的家庭，
這樣做帶來的將是雙贏。

「家庭友善僱主」周四頒獎
由家庭議會舉辦的「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將於

周四(11月3日)舉行頒獎禮，「從活動反映的情況可以
看到，對員工家庭友善的概念，受到僱主和員工的支
持。它顯示，一個好僱主要有新的家庭觀念—要關愛
員工和他們的家庭。參加的公司超過1,100家，其中，
有大量僱主善待員工、員工盡忠職守的事例」。
曾德成舉例說，是次得獎者包括：有茶餐廳連鎖店

的員工因為女兒急病入院而不願聽從老闆差遣，老闆
知道了不但不責怪，還立即讓員工去探病，又讓員工
在餐廳廚房為女兒煲湯；有員工因私事受傷，老闆主
動致電慰問，還向員工的銀行戶口入錢襄助；有員工
的工作能力受到賞識並得以發揮之餘，還收到額外的
年尾花紅；有年資尚淺的員工在「沙士」時期臥床經
年，而獲老闆發全薪養病；有企業在辦公大樓為員工
設立幼稚園，上課時間與企業的辦工時間配合，讓員
工安心工作。
他認為，華人傳統的家族式大家庭已分解為核心家

庭式的小家庭：香港現有235萬個住戶，簡單推算一
下，平均每個住戶只有3人，可見香港已成為小家庭組
成的社會。小家庭有它的樂趣，也有它的弱點，它承
受外部壓力的能力顯然不及大家庭，而家庭是社會的
基石，基石抗壓能力不足，社會難免不穩。從這個角
度來看，香港要建設和諧社會，應該給予家庭應有的
支援。

曾德成談和諧社會：
應推家庭核心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約100名聲稱「反地產
霸權」的示威者，於昨日由旺角遊行到尖沙咀，然後
乘船到中環，揚言要聲援「佔領中環行動」。有戴上面
具的示威者，在遊行期間向珠寶店及快餐店撒溪錢，
構成滋擾。
該些示威者於昨日下午5時在旺角行人專用區出發，

途經彌敦道、尖沙咀匯豐銀行等，抗議「官商勾結，
政府偏幫地產商」，部分示威者一身萬聖節裝扮，有人
背㠥大廈模型，聲稱自己是「房奴」，有人更帶同印有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現任政務司司長林瑞麟畫像
的紙製「靈車」。隨後，他們乘搭渡輪到中環，並遊行
到中環匯豐總行，聲援「佔領中環」行動。

百人撐「佔領中環」
遊行亂撒溪錢擾民

「雙英」教育諮詢會晤師生 教評會提10訴求

唐唐倡小班教學 CY籲減上課節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鄭治祖）兩名「疑似特首參選者」
最近均被爆出「疑似緋聞」。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認為，特首選舉應是
一場君子之爭，比拚政綱、往績及
理念，如果有任何人靠「爆私
隱」、「抹黑」，這都是選舉政治最
醜陋的一部分，非社會所樂見。
曾鈺成昨日被問及最近兩名「疑

似參選者」，包括前政務司司長唐
英年和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均
被爆出「疑似緋聞」時坦言，希望
負面新聞不是由任何準備參選人士
製造出來的，並認為特首選舉，比
拚的應該是政綱和理念。
他續說，自己留意到梁振英及唐

英年近期頻頻接觸各方面人士，在
適當的場合表達自己對各種議題的
看法：「這是健康的做法。」被問
及有否「疑似參選人」接觸他尋求
支持時，他則笑說：「無人接觸
我！」

唐唐盼勿只睇「花邊新聞」
唐英年在教育論壇後被問及有關

問題時亦強調，希望大眾不要只關
注這些「花邊新聞」，應「站得
高、望得遠」看待特首選舉，並注
意參選者過去9年的工作表現，及
公開闡述的理念和政綱，來評價有
關人士是否適合為社會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正考慮參與

新一屆特首選舉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

正「備選」的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

後出席了由教育評議會舉辦的教育諮詢會。

梁振英表示，原則上同意15年免費教育，但

在執行上要深思熟慮，以免影響現有幼兒教

育體系，又認為應研究如何減少教師上課節

數。唐英年則指出，應短期內為合約教師比

例設上限；長遠則增加常額編制，讓教師可

享「同工同酬」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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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評會10大訴求
教育事務

■盡速實施中學中班及確定中學小班時間表，同時凍結

殺校政策，以應對2016年以後升中人口回升。

■擴充中小學常額教師編制，吸納合約教師，以紓緩教

師工作壓力。

■讓中小學教師取得大學學位後，可立即轉為學位教

師，批准學校實施全學位教師編制。

■實施15年免費教育，將免費教育擴充至幼兒階段，

並重設幼師職級薪酬表，提升基礎教育質素。

■檢討融合教育，增強學生輔導，設定「一校一醫

護」，合併小六系統性評估及學科測驗。

■校本自行決定參與中學文憑試校本評核，簡化高中課

程內容，開創高中及高中以後多元化升學途徑，國民

教育應以國史為基礎，中史科應列為初中獨立必修

科。

■將大學學額在3年內由18%增至30%，為本港經濟、

文化、社會發展培育更多人才。

■改變現時教育政策「由外行人領導內行人」局面，檢

討及重訂教育決策、諮詢及執行機制，重要教育決策

過程須經廣泛而有效的諮詢。

社會、民生事務

■確保香港居民的住屋用地有持續而穩定的供應，尤其

要妥善應對普羅市民及年青教師的住屋問題。

■善用本港政治、經濟、地理上的優勢，有效規劃香港

整體社會的中長期發展，促進與內地積極而正面的互

動，創造就業機會、拉近貧富差距，同時要保持香港

的核心價值。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梁振英表示，原則上同意15年免費教育，但在
執行上要深思熟慮，以免影響現有幼兒教育體
系。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唐英年認為，當局應短期內為合約教師比例設
上限；長遠則增加常額編制，讓教師可享「同工
同酬」待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曾鈺成認為，特首選舉應是一
場君子之爭，比拚政綱、往績及
理念。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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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

「 我 們 不
用過分悲
觀，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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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啟樂指2
人俱關心教師
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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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漢權覺得
唐 梁 2 人 均

「很有心」。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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