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屆區議會選舉於昨日進行，共有412個民選議席，扣除自動當選的76
人，共有839人競逐336個議席。選舉事務處預計，投票結束後，4至5小時
內會完成點票工作，相信在今天凌晨3時至4時。本文筆者執筆之時，選舉
結果還未出來，但根據本屆區選的整體形勢，可從以下幾方面看選情和結
果。

最多選民考慮候選人「地區工作政績」
區議會專責處理地區事務，與民生息息相關。香港研究協會在投票前民

意調查結果發現，最多受訪選民表示，選擇候選人最主要考慮的是「地區
工作政績」，佔五成一。同時，五成六受訪者希望候選人的工作㠥重地區性
議題。調查反映大部分選民普遍以務實的角度選擇候選人。
區議會選舉除了攸關社區民生之外，區議會的選情還與整體政治經濟形

勢密切相關。香港特殊的政治生態，往往是經濟不景充斥民怨之時，反對
派的選情就看好，而當經濟暢旺市民信心增加的時候，反對派的選情就被
看淡。例如，在2003年區議會選舉中，反對派打出「踢走保皇黨」口號，
令選民誤以為經濟不景民生艱困都是「保皇黨」造成。在此情況下，民建
聯共派出206人參選，但只得62人當選，當選率僅30%，這對民建聯來說是
一個創黨以來最大的挫折，此役導致黨主席曾鈺成引咎辭職。民主黨派出
120人參選，95人當選，當選率為79%。自2003年中央政府推出自由行和
CEPA等挺港政策，香港經濟迅速反彈，市民信心增強，到了2007年區議會
選舉，民建聯總共派出177人參選，共取得115個議席，當選率66%。民建
聯2003年區議會選舉失利的28人捲土重來，共有20人當選，其中葉國謙更
贏得吐氣揚眉，比2003年得票高出五成。

主流民意主導區選選情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11月2日在談到當前香港面臨的形勢

和任務時指出，求發展、求穩定、求和諧仍是當前香港主流民意所向，香
港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向好態勢，市民對未來的信心逐步增強。這樣的局面
來之不易，香港社會各界應當倍加珍惜和共同維護。回歸以來，各種困難
和挑戰一次次衝擊和考驗㠥香港，不管順境逆境，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始終
如一。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中央都給予香港及時的支持。
「十二五」規劃凸顯中央對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力支持，李克強副總理8
月訪港公佈一系列中央挺港政策措施，對香港應對目前的金融危機和全球
衰退提供了強力支撐。求發展、求穩定、求和諧作為當前香港主流民意所

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今屆區選的選情和結果。

反對派地區工作匱乏實績是其死穴
反對派地區工作匱乏實績，一直是其死穴，再加上內訌爭權，因此今年

反對派要想重奪失去議席，難度很大。此次民主黨共派出126人參選區議
會，企圖打人海戰術。但民主黨一系列醜聞纏身，其黨內要員先後涉嫌
「婚外情」、「包養」、「藏嬌」、「嫖妓」、「求愛不遂」等，此外黨員還涉
嫌詐騙貪瀆，並捲入黑金政治醜聞，這必然影響民主黨的支持率。公民黨
被批評是「政壇藍血人」，對地區工作闊佬懶理，只靠幾名大狀為該黨打造
出的精英形象，已非選舉利器。此次公民黨參選的41人中約有一半屬於
「空降」，毫無地區工作基礎。該黨更由於「五區公投」、港珠澳大橋案和外
傭居港權案對公帑造成巨大損耗，對社會利益造成巨大破壞，都積累起民
憤，再加上成為黎智英黑金政治醜聞的主角之一，公民黨的民望和形象
「插水式」下跌，也必然影響公民黨的支持率。

是次區選，反對派總體策略是以哀兵姿態打「告急」牌，爭取選民同
情。反對派一方面混淆選民視聽，用政治化口號為缺乏地區工作實績的反
對派候選人辯護，一方面卻侮辱選民，指責選民「貪圖蠅頭小利」，「只識
選通渠佬」。在各方候選人電視辯論過程中，更多見借助政治話題取分及施
行聯合狙擊共同敵手的陰招。反對派「平時不燒香，臨急抱佛腳」，但臨急
抱佛腳之際卻還要欺騙和侮辱選民，選民豈甘被騙和被辱？　

社會普遍支持和認同務實肯幹的候選人

今屆區選，民建聯派出182人參選，目標是要保住117個現有席位。由於
民建聯候選人長期扎根社區，廣泛接觸基層民眾，為街坊排憂解難。他們
熟悉地區情況，掌握民情民意，促使當局解決關乎民生的各類問題，以及
協助社區居民開展多種社區活動，社會普遍支持和認同民建聯候選人，反
映出市民的心態。因此，民建聯可能有進一步增加席位的空間。工聯會今
年首次派出48人參選，預計支持率不會低。區議會攸關社區民生，是區議
會選舉的一貫特徵和功能，再加上求發展、求穩定、求和諧仍是當前香港
主流民意所向，預計今屆區議會的結果，仍然會反映主流民意。

根據本屆區選的整體形勢，可從以下幾方面看選情和結果：一是選民考慮候選人「地區工作政績」；二

是求發展、求穩定、求和諧仍是當前香港主流民意所向，對選情有重大影響；三是反對派地區工作匱乏實

績是其死穴；四是社會普遍支持和認同務實肯幹的候選人。

中國許諾向「歐洲金融穩定基金」提供1000億歐元（或美元）的「謠
傳」如果成真的話，很有可能成為法國總統薩科齊唯一真正從本屆戛納
G20峰會取得的貨真價實的成果，儘管搶走公關風光的是美國總統奧巴
馬！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為保住自己的總理寶座，拋出「全民公決」議
題，成功地耍了歐盟一把，使G20變成了「希臘危機峰會」之後，已經準
備放棄這一想法；不過，歐元危機並沒有因此而結束。正在遭致市場攻
擊的意大利債務又成為新的危機議題⋯⋯總之，G20峰會已經以「歐元危
機」的特徵，成為近年來最「歐洲化」的一屆峰會。如果說，法國總統
薩科齊作為東道主、美國總統奧巴馬作為公關第一高手均在戛納峰會上
成為備受媒體追捧的「明星」的話，真正起到世界領袖作用難道不是對
歐元危機做出了實質性貢獻的中國國家元首嗎？
與胡錦濤主席低調抵達戛納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率領800人組成的龐大

代表團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當其防彈車隊從戛納海濱大道轟鳴而過時，
當奧巴馬與薩科齊走向並接受由法國執政黨「法蘭西公民運動聯盟」組
織起來的歡迎隊伍的歡呼時，當奧巴馬和薩科齊共同接受法國國家電視
二台晚間新聞節目採訪時，人們不會想到，薩科齊原定會議主要議題之
一：向金融投機行為徵稅，恰恰因遭致奧巴馬的一口回絕而很有可能被
扔在G20峰會抽屜的角落裡。面對全世界的電視鏡頭，奧巴馬說盡了好
話，如公開讚揚「薩科齊起到了世界領袖作用」、「表現了世界領袖風範」
等，但實質上—無論是在希臘危機還是在其他預定的峰會議題如上述對
金融轉賬進行徵稅—奧巴馬並沒有為戛納峰會做出什麼積極的舉動。

「希臘公投」虛驚一場
不過，峰會前夜最引人注目的，卻是戛納的不速之客希臘總理帕潘德

里歐。現在全球都在詢問，G20領袖是否都被這位高明的政客為保住自己
的總理寶座而狠狠地耍了一把？帕潘德里歐因歐盟提出的拯救希臘計劃

遭致議會的反對而失去多數，有可能被迫辭職時，提出要將拯救方案交付全民公決，從
而在G20戛納峰會前夜投下了一枚重鎊炸彈。當薩科齊和默克爾有點氣急敗壞地公開強
迫希臘接受歐盟方案，並宣佈暫時中止對雅典來說不可或缺的第六筆80億歐元的援助金
以威脅希臘時，帕潘德里歐卻以此為威脅，要求其國內議會反對派轉而支持這一方案，
並放棄提前選舉、組成左右翼聯合政府。如果這兩個條件被議會和反對派接受的話，他
將放棄全民公決的建議。這時歐洲媒體才恍然大悟：原來薩科齊和默克爾都被帕潘德里
歐所利用，成為其對付國內反對派的工具。戛納峰會的「希臘公投炸彈」原來是虛驚一
場。

意大利出現危機更難解決
但意大利債務危機卻絕非空穴來風。由於意大利緊縮政策不被市場所看好，因此這兩

天在峰會期間，市場開始對意大利進行攻擊。歐盟隨之要求意大利進一步加強緊縮政
策，並接受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其經濟與金融政策進行某種實質上的監管。意大利
是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如果出現深刻危機的話，就不是如希臘那樣容易解決
了。難怪戛納自峰會開始的第一天起就陰雨連綿、寒風蕭瑟：難道連天公也不看好歐洲
了嗎？
與以往相比，本屆峰會籠罩㠥一股令人窒息的「信息缺乏」氛圍。為了峰會安全保

證，法國當局將戛納安全區分成一區和二區。代表團成員領取的是一區的白證，可以自
由出入一區，而記者則領取的是土黃色的二區證件，只能在二區活動。於是代表與記者
之間就被徹底分開來。這造成嚴重的信息不暢。以法中兩國元首會晤為例。過去，無論
法方或是中方，會晤之後都會有一些吹風會，法方總統顧問或新聞發言人都會私下召集
一些記者，將會晤情況以「不供發表、僅供參考」的方式透露給媒體，使記者們多多少
少掌握一些實質性信息。但這一次卻因安全一區與二區的完全隔絕，造成一片沉寂。以
至於戛納謠言滿天飛：最典型的是中國對投資歐洲提出了條件，包括要求解除對華武器
禁運和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等。甚至有關中國將投資歐洲金融穩定基金1000億的消
息，也僅僅是來自中國金融研究人員李稻葵，而非官方的正式說法。1000億是美元還是
歐元，也各有各的說法。戛納G20峰會對於記者來說，是一場空前挑戰。

G20峰會朝「清談會」的方向發展
法國《世界報》一篇分析文章認為，中國作為一個人均收入不高的新興國家，民眾確

實不理解，為什麼排名97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中國要援助第30位的希臘？中國還
有2億民眾生活在每天2美元以下的狀態之中，沒有理由拿出錢來供歐洲維持㠥他們的奢
華生活。要知道，一個歐洲人的收入超過一個中國人十倍以上。但問題是，中國高達
32000億美元外匯儲備必須要尋找出路。在近半數已經投資美國國債以外，中國還擁有
6000億美元歐洲債務。對於中國來說，歐洲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如果歐洲經濟出現
問題的話，中國對歐洲的出口就會受到影響。顯然，如果說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問題是歐
洲內部的首要難題的話，中國過度依賴出口的「出口型經濟」可能是中國自身應該解決
的問題。可見，各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G20峰會的議程將轉向金融監管和加強全球經濟復甦等話題。但無論是哪個話題，只

要美國和中國持異議的話，似乎都沒有任何達成協議可能。這進一步使人們對G20峰會
這一形式本身提出疑問。與當初建立G20峰會時的樂觀情緒相反，使G20峰會成為「世
界政府」某種雛形的想法在事實面前已經逐漸煙消雲散，G20越來越朝㠥某種「清談會」
的方向發展，是與會越來越多的記者們的普遍看法。

香港公立醫院醫生流失情況嚴重，尤
其是麻醉科、內科和急症室等更是重災
區。而醫生不足早已令許多服務受到拖
延，而受影響的都是升斗市民，像屯門
醫院的泌尿外科病人，竟要排期至二零

一六年才能見醫生，實屬不可接受，故盡快增加公院醫生人手乃當
前急務。而對於醫學會反對醫管局以「免試有限度註冊」形式，招
聘合資格海外醫生到公立醫院應急的建議，這反映其沒有從公院病
人苦候服務的角度出發，更予人只維護業界利益的感覺，我認為這
是要不得的。

審批海外醫生程序嚴格
事實上，「免試有限度註冊」並非新生事物，目前已有一些專科

醫生循此途徑來港，在兩間大學醫學院及公院為市民服務，如曾為
黃霑及司徒華治病的中大腫瘤科教授莫樹錦，便是一例。而且醫管
局今次的建議，更非「大開中門」，凡是海外醫生皆可申請來港，
而有關程序一點也不馬虎。
而有關的審批資格工作，以「過五關斬六將」來形容也不為過。

例如申請人須有至少三年執業經驗，已通過專科中期考試及懂廣東
話。而負責初步審批的，為醫管局各專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代表成立
的資歷委員會，而在最初收到的一百六十多份申請，只有二十九人
符合資格，但他們再要經由港大醫學院院長李心平、中大醫學院院
長霍泰輝，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梁憲孫組成的小組審批。至今
已有十五人獲安排面試，最後當中有十人獲建議聘用。至於餘下五
人，四人是自行撤回申請或缺席面試，一人因廣東話不夠流利而不
獲推薦。但就是初步獲選，最後還要再過一關，就是交由醫務委員
會作最終決定。
所以，我認為醫學會以質疑海外醫生的醫療水平為理由，拒絕海

外醫生到公院服務，實在是理據不足，除非我們對有關的評審專家
資格及審批態度有懷疑。

不會對私家醫生構成競爭
至於醫學會堅持要海外醫生，透過考取本地執業試來作為執業的

準則，但有關的執業試，連負責訓練醫科生的中大醫學院院長霍泰
輝，亦不諱言難度很高，因為海外醫生要用一年時間完成包括內
科、外科、婦科、兒科產科、耳鼻喉科、精神科等五張考卷以及臨
床試，而本地醫科生卻可以分五年完成的。故這解釋了為何海外醫
生來港應試，合格率奇低。
但問題是，現時不是要醫委會中門大開，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執業

的資格，而是透過有限度註冊方式，讓經嚴格審批的海外醫生在公
立醫院行醫，並不會對私家醫生構成競爭，實在不用如此強人所
難，百般阻撓海外醫生有限度註冊的在公院服務。
其實現時醫管局的做法只是權宜之計，主要是為公立醫院「應

急」。因為如依靠培訓本地畢業生，是遠水難救近火，而招聘私家
醫生到醫院兼職，據報道指又是反應冷淡，僅二十八人有興趣。則
公院醫生人手短缺的問題，難道就由他一直惡化下去，令眾多的公
立醫院病人長期受苦嗎?

不應推行保護主義
而且現時世界不少國家及地區，都遇到醫生不足的問題，在以病

人利益為大前提下，吸納海外醫生專才，例如新加坡便向全球著名
大學醫科畢業生，提供免試執業資格，實行透過引入大量外援解決
當地醫生不足的問題。
現時全世界都求才若渴，拚命吸納各類專才，而香港要增強自身

的競爭力，亦不能落後於人。尤其是目前香港正準備大力發展醫療
產業，則無論私家醫院及公立醫院，都需要大量醫生以應付需求。
如何應付，的確充滿挑戰性。　　　
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應以基本法保護專業自主為名，推行保護主

義為實。這除了有違推動競爭的世界潮流外，更有置本地病人的權
益於不顧之嫌，實在不值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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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勞顧會六名成員因為發現不少本地公司改變外勞職銜名
稱，繞過原應由勞工處審批的計劃，向入境處申請輸入外勞，嚴重
影響本地工人就業機會。由十一月一日起，勞顧會暫停審批勞工處
《補充勞工計劃》的輸入外勞申請，直到政府承諾堵塞政策漏洞，
甚至不排除發起進一步行動。對此，勞工處則呼籲勞顧會勞方代表
早日恢復參與審核，紓緩個別行業的勞工短缺。

應堵塞輸入外勞漏洞
從本地勞工就業權益的保障角度來說，勞顧會暫停審批勞工處

《補充勞工計劃》的輸入外勞申請是有需要的。因為一些僱主藉㠥
計劃的灰色地帶間接聘用廉價外勞，衝擊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及晉
升機會。在過去一年，勞工處共批出一千一百多宗申請，成功率為
百分之五十。今年至今為止共批出九百宗申請。令勞方代表憂慮和
不滿的，是一些僱主透過入境處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或《一般
就業政策》來申請輸入外勞，成功率達百分之一百。然部分工種只
是較低技術人員而非「優才」，「透過」入境處而「避過」勞顧會
勞工處的審批，當勞顧會形同虛設。因而引發勞顧會勞方代表憤然
「叫停」。要完善和重視勞顧會機制，政府必須堵塞有關漏洞，才能
釋除勞工界的疑慮，盡快恢復審批外勞申請，符合勞工市場供求的
需要。

必須正視厭惡性行業人手不足問題
從目前的情況來說，香港的勞工就業已接近全民就業的水平，失

業率跌至百分之三點二，還有數萬個職位空缺長期在勞工就業輔導
處「掛單」。這些空缺，與其說是職位錯配所致，不如說是職位工

作性質屬厭惡性行業，乏人問津才對。例如修築馬路工程工作，建
築業的雜工，街邊清潔以及安老院護理工作等。這些工種，本地勞
工都是不願去做的，除非人工特高。非技術性工種，又要用高薪聘
請就造成成本高昂，不划算，唯一的辦法就是申請輸入外勞來填補
這些厭惡性工作職位。這是情有可原，環境使然。因為，這些行
業工種既少有本地勞工去做，事實上又缺乏人手，又要按時完
成工程，不祈求外勞填補空缺，就是不合乎實際了。例如我們
每每在大街馬路所見的馬路維修工人，十之八九都是南亞裔，
極少見到本地工人去做。人工少是其一，辛苦吃力、日曬雨淋亦
是最大考慮。對此，勞顧會對此類外勞輸入申請應不妨寬容對待審
批。
又例如安老院舍護理員的招聘問題，同樣面對短缺情況。因為安

老護理同樣是厭惡性工作，本地勞工不願去做，形成安老院舍經常
缺乏人手，甚至難以經營下去。在此情況下，申請輸入外勞就是一
個最好的解決辦法。目前所見，許多老人院舍的護理員都從內地招
聘過來的。但輸入的數量與實際需求還有很大空間。要切實解決安
老院舍人手短缺情況，最好讓更多內地有護理知識的女性來港填補
空缺。勞顧會對這方面的申請也應盡量滿足安老院方面的需要。
還有個別行業也是長期招聘不到人手的，除了薪酬偏低之外，更

主要的是屬厭惡性工作，本地勞工似乎不大願意入行。大抵因為本
港就業率幾近飽和，有許多職位挑選任揀。在薪酬沒有特別距離的
情況下，致令一些厭惡性行業長期出現人手奇缺那是必然的。在此
情況下，個別行業需要輸入外勞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唯盼政府和
勞顧會謹慎度量，完善審批機制，從善如流，既不影響本地勞工權
益和就業機會，又能解決個別行業人手短缺問題，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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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情反映香港主流民意
楊志強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有限度輸入外援紓公院醫生荒
田北俊

■2011年區議會選舉於昨日舉行。圖為區議會選舉投票站。

從勞工就業及薪酬看輸入外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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