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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談公民教育：
應包國民教育 鍾逸傑挺梁：「我是他的顧問」

范太談教育：助年輕人向上流

民建聯17項財策建議惠及中產
範疇 措施

稅項減免 1.仿效電費補貼，設每戶8,000元的住宅差

餉扣減額。

2.設1萬元上限的子女教育開支扣稅項目。

3.津助每個電力住宅用戶3,600元的電費補

貼。

4.容許子女攤分供養父母或供養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免稅額。

薪俸稅 5.按通脹增加薪俸稅各項免稅額。

6.減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一半。

7.設立以1.2萬元為上限的強制性公積金自

願性供款扣稅額。

8.提高新生嬰兒免稅額至10萬元。

住　屋 9.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享用期至15年。

教　育 10.降低學生貸款息率，免入息審查者利率

劃一為2.5厘，經過入息審查者改為免息

貸款。

11.全面資助學前教育，提高學前教育學券計

劃資助金額，直接資助幼稚園教師薪酬。

12.薪俸稅個人進修開支扣除額由6萬元加至

10萬元，及增加持續進修基金受惠金額

至每人2萬元。

醫　療 13.設立以12,000元為上限的私人醫療保險

供款扣稅額。

14.增加撒瑪利亞基金的資助藥物種類，放

寬審批資格，降低病人藥物費用負擔。

交　通 15.以港鐵公司股息收入資助降低港鐵票價。

16.促港鐵公司推行全線月票計劃。

17.削減無鉛汽油稅一半，密切監管價格升降。

資料來源：民建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設8千元差餉減額 萬元子女教育費扣稅

民建聯獻17招 預算案助中產

去年施政報告推出後的電台烽煙
節目中，有80後的專業人士已向特

首曾蔭權投訴，難以負擔有升無跌的高昂樓價，唯這
個問題至今仍未見紓緩。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其個
人網站的最新網誌中分享，近日收到部分80後就置業
難大吐「苦水」，他坦言，曾特首於新施政報告中提
出的未來房屋政策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但「我們亦
要因應社會環境作出適時調整，因時制宜，絕不能墨
守成規」。
唐唐上星期正式開設網站，隨即收到很多市民電

郵，其中「小薯」於電郵中大嘆與即將結婚的男友合
共月入4萬元，但仍無力承擔樓價，更批評唐唐的青
年公屋計劃反而令年輕人看不到買樓的希望。
唐唐昨日在網誌中回覆時再用到自己的金句「你的

感受，我是明白的」，強調目前房屋供應緊張、樓價
飆升的現象，癥結所在是長期土地供應不足，所以下
屆政府必須以新思維、新角度物色土地來源。
不過他亦提到，香港地少人多，從來都沒有足夠的

土地起樓建屋，徵用荒廢的綠化地帶、農地、填海等
方法無疑可以增加新的土地供應，但環保組織、保育
人士、香港市民會否贊成？
唐唐又主動回應「小薯」對青年公屋的批評，解釋

青年人確有上樓難的問題，無視他們的訴求根本解決
不了問題及怨氣，反而以靈活的方式解決住屋問題更
為可取，包括可興建大學宿舍般的單位出租給他們，
「此舉既可令青年於置業前有穩定居所，又可令社會
資源發揮最大效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本月底將就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進行

諮詢。民建聯公布早前進行的民調結果，發現逾半受訪市民贊成新份預算案上調薪俸稅免稅

額及退稅優惠，並延續電費補貼等「一次性」紓困措施，期望政府繼續大力推行紓困惠民的

措施。民建聯提出17項措施減輕中產經濟負擔，建議預算案照顧弱勢社群，同時要採取「新

思維」大幅㠥墨中產，包括仿效電費補貼的累進模式，設立每戶8,000元的差餉扣減額；設

立1萬元上限的子女教育開支扣稅額；提供每戶3,600元的電費補貼以至寬減薪俸稅一半等，

打破中產多年來「有付出無回報」的「宿命」，即時紓解他們的「高壓式負擔」

(見表)。

民建聯於上月21至26日電話成功訪問了602名18歲或
以上市民，了解社會就新年度財案紓緩中產經濟負擔
期望的看法。調查顯示，高達8成受訪者「非常贊成」
及「贊成」差餉減免，「不贊成」及「非常不贊成」
的，分別錄得6.1%及3.7%；延續電費補貼方面，90%
受訪者表示「非常贊成」及「贊成」，認為「不贊成」
及「非常唔贊成」為3.8%及1.8%；此外，「非常贊成」
及「贊成」設立子女教育開支扣稅額的有75.4%，而
64.2支持政府提高個人進修扣稅額%，71.3%受訪市民
認為應資助病人購買自費藥物。

針對施政報告獨漏中產
民建聯認為，特首曾蔭權上月宣讀的施政報告，焦

點㠥墨樓房及長者福利政策，解決社會整體訴求，其
中建議明年為全港公屋租戶代繳2個月租金，並向領取
綜援、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等人士發放雙糧，紓緩基

層經濟壓力，「獨漏」中產階層。面對通脹高企但經
濟放緩，民建聯昨日提出17項建議措施，要求政府全
力協助中產減輕生活負擔，特別是仿效電費補貼模
式，設每戶8,000元的「住宅差餉扣減」，以補貼差餉開
支，取替過往「上限」的差餉寬免，全面惠及租值低
的住宅業主，減輕市民的住屋開支負擔。

陳克勤促延續紓困 補貼電費
針對學生開支升勢不斷，為減輕家長負擔，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建議，政府增設上限1萬元的學生開
支扣稅，每名納稅人名子女上限1萬元，為就學子女的
學校書簿開支、校本課外活動及校巴開支，並容許子
女攤分供養父母或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更
能提倡孝道有助提高家庭和諧。陳克勤續指，目前通
脹攀升持續，要求政府延續今年財政預算案中的紓緩
措施，包括向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3,600元電費

補貼。
被問及政府應否再度「派錢紓困」，陳克勤回應時強

調，去年財政預算案措施，是依據當日經濟狀況制
訂，認為政府要監察審視第4季度至明年首個季度的經
濟發展，以至就業情況，再決定具體做法，但期望曾
俊華制訂政策前，多聽市民及政黨意見，避免激發
「政治風波」，「政府應該多做諮詢論壇，除了在港九
新界進行地區諮詢，同時走訪18區與屋㢏基層直接對
話，令政策更能貼近民情」。
民建聯透露，目前暫定在今個月22日與曾俊華會

面，提出完整具體的財政預算案建議書；隨㠥兩屆政
府交接在即，民建聯稍後亦會邀請所有「疑似特首候
選人」，與民建聯中委會交流，解決民困隱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曾蔭權於2009年曾推出6項優勢產
業，包括希望推動教育產業的發展。不過，正在備選特首的前行政會議
召集人梁振英坦言，對香港發展對外教育產業有保留，指特區政府應在
有能力下盡最大努力增加本地教育的投資，「即使在滿足本地學生基本
需求後，我們仍有多餘能力，亦應用於為本地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
並建議特區政府建立移民計分制度，按子女數目及教育程度等計分排
隊，主動控制進入香港的外來人口數目，使教育資源可更有預算。

主動控進港人口 教育資源有預算
梁振英昨日在出席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教育政壇」，如醫療政策理

念一樣，提出「本地優先」的教育政策理念，指現時小、中、大學的容
量相對本地需求已很緊絀，未必有額外足夠能力發展教育產業，需要慎
重發展。「我們有這樣的師資，有這樣的校舍設備，是否就只為賺外來
生交的較高學費，還是應用這些師資，推動如小班教學、減少教師節數
等更優質的教育服務。」他認為，香港應先達到本地的教育服務目標，
之後再有剩餘能力，才去考慮是否應在香港考慮教育產業。
梁振英並肯定了本地教育在過去10多年有一定的進步，在多方面均有

進步，但教育系統內仍存在許多問題。他認為，特區政府應盡最大能力
對教育進行投資，但不認同將特區政府對教育投資與GDP作出機械性掛
㢕，亦不認為特區政府需要調整如引入商品及服務稅等稅制來增加收
入。他指出，現時的政府收入是足以應付提供社會認為做得好的服務，
更重要的是如何用好這些資源。

青少年參與社運 凸顯對港歸屬感
近年不少青少年參與保育等社運行動，梁振英不認為這些是激烈行

動，並稱這凸顯出當代青年人加強了對香港這個家的歸屬感，「他們要
求保育天星碼頭，對他們而言就如同保護從小到大陪伴的熊啤啤，已是
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是喜大於憂。關鍵是如何將他們這些對香港的濃
厚感情，轉化為正能量。
有出席教師提出香港是否可參考內地設立「少年宮」，為青年人提供更

多課外活動，梁振英說，過去5年，香港專業聯盟與元朗中學校長會合
作，讓元朗的中學生在暑假到中環體驗專業事務所的工作，「青少年的
教育，確實不應只是課程、師資問題，亦需要全社會一起做，計劃可以
進一步擴大」。
他續說，學生在這些專業事務所實習可以體會到個人成功需要努力，

沒有僥倖，沒有投機，「這些專業事務所中每一個人都不是靠父蔭或世
襲的，你阿爸開會計師事務所，你可以做少東，但亦要先考到會計師牌
才能真正承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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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早前完成在中小學推行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諮詢，部分人士對課程內容安排提出擔心。前行政
會議召集人梁振英表明，香港未來的公民教育應包括國民教育的部
分，指過往香港的公民教育只有德育教育，沒有國民教育，並引述美
國和菲律賓的公民教育課程，指他們的課程是包括有講解公民與國
家、社會關係的國民教育內容。他相信，大家不用擔心有爭議性的歷
史事件不被教授，因即使教科書無包含，教師和學生亦會在課堂上討
論。

美公民教育亦講解公民與國家
梁振英昨日在教聯會舉辦的論壇上指出，中學時上公民教育課時，

只是講解香港警察職能及遵守交通等德育教育方面的內容，直至自己
出社會工作後，到美國出差時發現，美國的公民教育課程與香港是兩
回事，當中是有講解公民與國家、公民與社會的關係等國民教育的內
容。在菲律賓，他亦發現與美國的公民教育課程同樣的情況。

過往公民教育只有德育
他認為，香港過往的公民教育只有德育教育，因此未來應加入國

民教育課程。至於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中是否應包括有爭議性的歷
史事件，他坦言，無論有關爭議性事件是否放在教科書中，教師在
課堂上亦會作出教授，學生也會對此提問，因此不用擔心學生會無
法了解有關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鄭治祖) 剛預告會
在個人網站與港人分
享對時事熱點看法的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見圖)昨日已立刻

「坐言起行」，在「香港情懷」欄目中大談教育，強
調教育就是要給年輕人向上流的機會，亦是締造理
性社會的基礎，更可造就人才推動經濟發展。
范太指出，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每年投入教育

撥款有增無減，但說起教育，香港人總是有很多
不滿，這主要因為回歸後進行教育改革，增加給
學校的撥款，要求學生掌握學習的技術，培養學
生對學習的興趣，與時俱進，不要一切都為了考
試成績。但她直言，學生的成績跟升學的成功率
直接掛㢕，家長又怎能不緊張？到了現在，教師
的行政教學擔子沉重，難以給予學生個別輔助，
很多家長送孩子去補習，這麼一來，孩子的空間
都給補習班、興趣班、課外活動佔掉了，如有點
個人時間，就上互聯網玩遊戲，人際關係能力趨

向薄弱。
她又指，政府施行教育改革，除了家長無所適

從，5.2.3變為3.3.4的學制、通識教育等等善意的
「改進」，也令教師們疲於奔命。家長希望孩子可
以進入好的學校，將來可以讀大學，為孩子的將
來奠定好基礎，讓他們有向上流的機會，是很自
然的事。教師希望專注教學，並獲相應的薪酬，
是合乎專業期望的。社會人士希望透過教育可造
就更多人才，並期望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待人接
物會更理性平和，也是合理的要求。

原布政司鍾逸傑繼日前自爆是正備選特首的前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的智囊，他昨晚出席香港

女童軍95周年晚宴時更「畫公仔畫出腸」，明言會支持梁振英出任
下屆行政長官。
鍾逸傑在接受訪問時直認，「我是他（梁振英）的支持者和顧問

⋯⋯我支持梁振英做特首，我跟他是認識很久的朋友，我很了解
他。」他又透露，自己目前與梁振英一星期都會見面一次。

又訊：「積極考慮參選特首」的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母親唐尤淑
圻，曾開腔表示全力支持兒子選特
首，不過她昨日出席香港女童軍95
周年晚宴時，就全程保持低調，專
心做好女童軍總會副會長的職責，
負責招待來賓。一眾記者先後從採
訪區向她大喊：「唐媽媽，過來聊
幾句吧！」但她都未有回應。

唐媽媽保持低調未回應

出口力撐

■陳克勤(左)要求政府延續預算案紓緩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梁振英與出席論壇人士熱情握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梁振英出席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育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唐英年倡以新思維新角度物色土地。 資料圖片

■唐尤淑圻保持低調。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梁振英籲建移民計分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