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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一個㜜房單位懷疑因抽氣扇
故障而引致起火，幸未引致大型火
警，但㜜房的安全已再次引起關
注。

每個人都希望擁有美好的居住環
境；土地是有限資源，而居住是土
地資源的使用，居住出現問題，換
言之就是土地資源分配出了問題；
市場事，市場了，資源分配最好的
處理方法就是由市場解決。你可以
辯駁市場不是萬能，卻不能否認市
場機制是分配資源最有效的一種方
法，這亦早獲廣泛認同。而且須知
住屋、土地需求是一個可變數，以
政策層面處理並非不可，但效率是
最大的問題；即使高效率如新加坡
政府，當地人今時今日要購買新組
屋(即新加坡居屋)都要等上3至5年，
香港政府可以維持三年上屋目標已
經是偉大壯舉，不應有更多不切實
際的期望。

不過，問題始終需要解決。既
說：「市場事，市場了」，可否增加
私人住宅的供應以補公營房屋的不
足呢？

政府於去年推出限呎、限量住宅
用地，希望藉㠥增加每年住宅供應

量以穩定樓價、解決香港住屋問
題。方向上大致正確，細節上卻犯
了錯誤。

首先，㜜房的確是小單位，但不代
表市場上缺乏中小單位。事實上，香
港於80、90年代興建的大多都是500
至700呎中小型單位，中小型單位的
存量本身應該不是問題，而不少今日
希望買新樓的都是希望換樓的小康之
家，希望換到1000呎以上的大型單
位，限呎的中小型單位根本不是他們
的目標，既失去了換樓機會，當然就
唯有繼續居於原處，中小型住宅的流
轉就自然減少。當然，閣下可駁斥中
小型單位的供應並沒有減少，不過是
由新樓補上，但不少㜜房住宅都不是
富裕家庭，本來有較平的二手上車
盤，你卻強迫他們買更貴的新樓，免
首期都供唔起啦，根本不切實際；扭
曲市場的供求，自然就造成很多的社
會問題。

另外，㜜房不過是需求下所衍生
的產品。住㜜房的人往往有自己的
考慮，可能是工作地點，可能是方
便照顧家人，一定有原因。這除了
反映在㜜房求過於供的情況外，市
區、新界公屋的輪候時間亦反映㠥

同一個事實。市區早已發展，新土
地供應難求，除了填海、市區重
建、增加地積比率、增加樓宇高度
(還要考慮環保、保育團體的聲音)，
最簡單的就是活化市區工業用地。
早前政府曾推出活化工業大廈的措
施，但建築物條例及其他規限就成
為了障礙，以致成效不彰。與其活
化建築物，倒不如拆卸再興建；所
以政府可以多走一步，簡化改變土
地用途、補地價的手續，鼓勵發展
商重新發展那些區域。

我們不應指責發展商只顧興建大
型單位、豪華單位，事實上他們都
只是根據市場行事；預計需求再決
定興建甚麼類型的單位以迎合市場
需要。大單位、極小單位貴是因為
求過於供，世上並沒有一條方程式
可以告訴你價格與單位大小的關
係，因為價值是由需求決定。只要
有新的合適土地供應，發展商自然
會做合適的事，到時供應回復正
常，樓價、租金亦會自動回復到合
適水平，㜜房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活化市區工業用地，讓私人市場為
我們解決㜜房問題吧。

活化工業用地解決㜜房問題
人們都知道蘇聯時期

的克格勃與美國中央情
報局是世界兩大間諜機

構。蘇聯於上世紀90年代解體後，克格勃也變
得無影無蹤。而中情局則在各國不知情的情況
下，自由穿梭於全球各地、到處惹是生非，變
成為華盛頓搜集情報，顛覆他國的工具。美國
所有軍事行動和「策反」任務都是通過中情局
實現的。中情局的內幕很少有人知情，其經費
及人員佈置更是最高機密。中情局只要得到總
統授權，就可以展開各種秘密行動，就可以在
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幹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
勾當。「策反」需要龐大經費，中情局的瘋狂
策反行動已經耗費了美國的巨額資源，換句話
說，是中情局催化美國經濟災難。

顛覆他國成為家常便飯
中情局曾在中美洲以秘密行動的方式，推翻

了11個民主投票選舉出來的政府，導致資源豐
富的中美洲內戰不斷、民不聊生。上世紀80年
代，中情局甚至靠販賣毒品賺錢、在尼加拉瓜
境內展開大型暗殺活動，讓成千上萬人家破人
亡。近期導演的「阿拉伯革命」，讓埃及、利比
亞、敘利亞、也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使
盛產石油的中東變成人間地獄。中情局1964年
策劃的巴西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導致
軍人執政。上世紀70 年代，中情局推翻了智利
民選總統阿連德，將專制、殘暴的皮諾切特推
上統治智利的寶座，使成千上萬智利人慘遭屠
殺。「殺人一萬，自損三千」，中情局在顛覆他
國的同時，也因為花去巨額資金使美國經濟走
向不歸路。

將美軍誘入伊拉克作戰
中情局的最大「功勞」和「成就」是將美國

引入伊拉克戰爭。2001年的9．11事件後，小布
什急於找到報復對手，根據中情局的情報，9．
11事件係拉登所為，隨後大軍進入阿富汗捉拉
登，並「輕鬆」推翻塔利班政權。中情局後來
又聲稱「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支持基地組織製造
9．11事件」，並誤導美國白宮和國會，稱伊拉克
違反聯合國有關決議，「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
器」，最後讓美軍捲入伊拉克戰爭。是中情局讓
美國同時進行兩場大規模戰爭達到10年之久，並
保持出動兵力20多萬，耗費了美國的至關重要的
資源。終於在2008年，中情局間接「釀製」了百
年罕見的金融瘟疫，讓美國經濟陷入大災難。
後來的事實證明，「伊拉克支持基地組織」、

「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都是子虛烏有。
中情局不僅對外實施無休止的策反，為他國

製造災難；對美國民眾也時時刻刻、日日夜夜
進行各種跟蹤和監視，他們無視美國人的通
信、私隱和生活的自由，常以莫須有的罪名，
對百姓和媒體實施迫害，使他們深受難以啟齒
的痛苦。美國《得克薩斯城太陽報》的專欄作
家古亭只是批評美國政府官員，「受到恐怖襲
擊後沒敢立即趕回華盛頓，在空中亂飛」，中情
局很快就出手施加壓力，使其被公司解僱。著
名美國評論家馬克在俄勒岡州的《每日信使報》
上批評政府，也逃不出丟飯碗的命運。中情局
無形、高壓的繩子已經使美國民眾變得麻木，
讓傳媒承受了巨大的精神負擔，變得不願意批
評政府。中情局的所作所為，已經使美國病入
膏肓，難以醫治。

日前，有人在《蘋果日報》刊出一則「反蝗」廣告，配以巨
型蝗蟲騎在獅子山的畫面，寓意內地人入侵本港，破壞本港的
核心價值，意圖煽動兩地同胞的仇恨，這股不尋常的逆流，實
在值得我們注意。

表面所見，這則廣告是本地某些人士對北大教授孔慶東在電
視節目公開批評香港人的反應，其實，這是香港反中亂港勢力
誘導某些激進人士對內地同胞的「宣戰書」。香港回歸以後，兩
地交流日益頻繁，由於生活習慣和文化差異，造成了不少矛
盾。以引起這次風波的「地鐵車廂內小孩吃零食事件」為例，
其實，類似事件每天都會發生，同時也可能發生在本地人和內
地人身上，這件事如果出於善意的糾正，根本是小事一件，但
卻由於當事人最後一句「大陸人係咁㝎㝜」，演變成香港人歧視
內地人的結局。同時也引起了孔慶東借題發揮，說部分香港人
是狗的侮辱性言論。

不能全盤否定內地對香港的支持與貢獻
無可否認，部分內地人的不良行為是習慣了守法的香港人看

不慣的。如不守秩序，罔顧公德等等，更由於最近內地孕婦來
港產子，雙非兒童來香港接受教育，分薄了香港的社會資源，
都令部分人產生怨氣。然而，若我們因此將內地同胞比喻作蝗
蟲，則比起孔慶東罵部分香港人是狗還要過份。因為，孔慶東
的口不擇言只是個人行為，但登廣告說內地人是蝗蟲屬於集體
行為，不但一棒子打死一船人，更完全否定了多年來內地政府
對香港的支持及內地同胞對香港的貢獻。

一直以來，兩地血肉相連，同舟共濟，內地以低廉的價格，

提供給香港大量的生活必需品，香港人才能以低廉成本維持高
水平的生活。香港回歸後，內地政府對香港的支持更是不遺餘
力。2003年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蕭條、失業高企、民生困
苦，內地開放個人遊，為本港各行各業帶來巨大商機，創造了
無數就業機會。當然，內地每年數以千萬計的個人遊旅客進入
香港，會給香港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尤其會給香港的社會環
境帶來一定的衝擊，然而，個人遊每年在香港的消費高達2100
億，推動了香港的經濟發展，更為港府庫房帶來大量財稅收
入。由此可見，所謂蝗蟲，其實是蜜蜂，他們帶給香港的，絕
不是災禍而是欣欣向榮的景象。

以寬容心態看待兩地文化差異
其實，內地同胞在香港發生的問題，只要我們以寬容的心態

看待，根本算不了什麼一回事。搶購奶粉，不過是需求問題，
多進些貨便可解決；大人縱容小孩子在火車上吃東西，只是社
會文化和生活習慣問題，只要假以時日，讓內地人多些習慣和
了解香港的法例，將來定可融成一體；內地孕婦湧港生子，責
任不在內地孕婦，而是香港本身的人口政策出了問題，錯在香
港政府，錯在一群毫無社會責任心的司法老爺，是他們無視基
本法立法原意，賦予雙非父母在港誕生的子女有居港權，才引
發內地孕婦到香港產子的風潮。試想，如果香港法例規定香港
成為難民的收容港，又怎能怪難民把香港擠爆呢？

中國是一個有十三億人的大國，所謂「樹大有枯枝，族大有
乞兒」，相對今日中國的驚人成就來說，目前內地所發生的種種
不良現象，不過是小菜一碟而已。因為，對一個曾經鎖國多年

的國家來說，改革開放有如一場春雨，令整個沉寂的中國都活
躍起來；在萬馬奔騰，百花盛放，一片欣欣向榮的世界中，同
時也不免會有蟲豸毒物的出現，所以，中國發生了一些香港人
難以理解的負面新聞也是正常的。其實，所謂西方文明國家，
他們或許沒有「藥家鑫」，沒有「李剛老爸」，但同樣面臨各種
各樣駭人聽聞的社會問題。隨手拈來一例，據哈佛大學的一份
調查報告指出，美國大學生如今酗酒成風，在校生中44%的人
過度飲酒，每年差不多有1400名大學生因酗酒致死，其中1100
人因酒後開車出車禍，300人醉酒後或從窗戶掉下樓摔死，或墜
入水中溺死，或喝得酩酊大醉後一睡不起。由於酗酒過度，每
年有50萬學生被送入醫院治療，7萬女生遭到強姦或性騷擾。相
對而言，中國流傳的負面新聞也變得小兒科了。

在反中亂港傳媒的渲染下，內地的一些個別的不良現象被說
成是中國人的通病，欣欣向榮的中國被扭曲成暗無天日的世
界，更有人妄自菲薄，說什麼來生不做中國人。坦白說，這種
人是否有幸來生再當中國人尚未可知，不過可以肯定的，就是
他們今生也不配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將自己的同胞比作蝗蟲，不但淺薄無禮，而且良心有虧。要
知道，內地同胞到香港的人數每年數以千萬計，腰纏萬貫的貪
官和暴發戶只屬少數，大部分都是胼手胝足才掙到一些錢，難
得有機會出遊一次的小市民，他們的生活習慣和個人修養可能
會有值得批評的地方，然而，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他們也在盡
其微力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那些人在罵他們是蝗蟲時，難道
不覺得心中有愧嗎？

「本是同根生，相

煎何太急」，不明是

非、心生怨恨而出言

不遜的香港「憤青」

尚有可原諒之處，但

有心推波助瀾，將他

們推上風口，綁上反

中亂港戰車的《蘋果

日報》絕不能寬恕，

特區政府應追究《蘋

果日報》的刑責，要

他們為挑撥族群關

係，製造社會矛盾，

衝擊「一國兩制」，

踐踏自己同胞的尊嚴

付出應有的代價。

既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面對未來人口急劇老化，我們急須作好部署。今
年的財政預算案聚焦地把資源投放在一些具戰略意
義的措施上，全方位地加強和深化對長者的支援。

2012-13年度投放於社會福利的經常性開支，將增
加百分之九到440億元。與2007-08年度，即本屆政
府開局之年的340億元比較，上升100億元，增幅達3
成。

安老服務依然是社會保障範疇以外，佔社福開支
最大比例的一環。新的年度我們投放於安老服務的
經常性開支達50億元，佔整體社福開支一成一；若
把用於長者的社會保障支出計算在內，金額更高達
234億元。

事實上，特區政府一直秉持「三條腿走路」的方
式，發展全面的安老服務。

首先，是竭力實踐「積極樂頤年」，釋放並善用長
者豐富的社會資本。以戰後「嬰兒潮」一代的退休
人士為例，他們即使退下火線，亦想發揮潛能，享
受多姿多采及充實的第三齡。他們亦為銀髮市場帶
來無限商機。

第二，在發展「居家安老」相關配套的同時，我
們絕不會忽略住宿服務的殷切需要。由2011至12年
度至2014至15年度，將有逾2600個新增資助安老宿
位陸續投入服務。另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優化

「改善買位計劃」，提升私營安老宿位的質素。
第三，就是透過推出一連串嶄新和具前瞻性的措

施，讓長者在家中、在社區頤養天年。這是大部分
長者的意願，而這個策略亦與「居家安老為本、院
舍照顧為後援」的政策目標一脈相承。

亮點之一，是突破現時資助服務的撥款和運作模
式，籌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直接資助
合資格長者選用所需服務。政府將在明年起，分兩
階段推出為期四年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
劃，測試「錢跟人走」的資助模式，藉此吸引不同
類型的服務提供者加入市場，可使用的服務價值以
5,000元作試點，政府資助金額由2500元至4500元。

另外，我們亦會從獎券基金撥款9億元，用以改善
全港250間長者地區中心、鄰舍中心和活動中心的內

部環境及設施，例如是安裝電腦，更新康樂及運動
設備，讓長者可以更投入社區生活。這些中心煥然
一新之後，我們亦希望可鼓勵更多隱蔽長者走進社
區。

長者中心的現代化，連同將於今年稍後推出的二
元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將可
產生協同效應，鼓勵更多長者跑出去，讓他們有豐
盛和積極的晚年。

我們高度關注癡呆症長者有特別的照顧需要。財
政預算案建議增撥1億3,700萬元，大幅提高政府向
資助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發放的「照顧癡
呆症患者補助金」，讓這些服務單位可以增聘專業
人員或購買相關專業服務，為每位使用這些服務單
位的癡呆症患者提供適切的照顧，惠及5000名長
者。

隨㠥社會對各類安老服務和康復服務需求越來越
殷切，社福界對輔助醫療人手的需求亦大增。我們
正從多方面處理這問題。在2012至13年度，物理治
療師和職業治療師的大學學位課程收生人數會增加
超過百分之七十。經過社會福利署和業界磋商後，
香港理工大學於今年一月會為職業治療、物理治療
兩個專科開辦兩年制的碩士課程，預期約60名畢業
生可於2014年投入就業市場。社會福利署會向這批
學生提供學費資助，以鼓勵他們投身福利界。社署
近年亦與醫院管理局合作開辦兩年制的登記護士課
程，先後培訓1500名護士。僱員再培訓局亦一直有
提供與護理行業相關的就業掛㢕及技能提升課程，
為護老和康復服務儲備人才。此外，教育局亦已於
2012年2月1日為安老服務業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
會，為協助業界推行資歷架構作籌備工作。推行資
歷架構可讓業內員工取得認可資格，將有助吸引人
才投身安老服務業界。

目前，達65歲或以上的人口超過90萬，即每8人中
便有1名長者。20年後數字將會飆升至210萬人，即
每4人中便有1名長者。政府會繼續與社會各持份者
一起合作，竭盡所能，優化服務和配套，讓長者得
享豐盛晚年。

安老配套 與時俱進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張建宗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祝越山
獅子山學會助理研究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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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有關道德問題的大討論即將在新的一年
裡再掀高潮，對於道德重建，國人應該有一定
信心，除國家力量外，社會自覺，也正在萌
芽。我們可以相信這些潛於人心的道德基因。
從中國社會的道德大討論中，人心的期盼，是
重建道德最重要的基石。

《求是》文章引發網民熱議
中共機關刊物《求是》雜誌在元月伊始引人注

目地刊出了一篇逾5000字的長文──《正確認識
我國社會現階段的道德狀況》。從理論的高度提
出，這一問題「已超出單純道德評價的範疇，涉
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成就的評價」。

該篇署名為「秋石」的文章還提出，中國社
會道德狀況的「主流是進步、光明、向善的」，
同時，道德考驗也將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
的。

《求是》的文章在元旦假期中引發熱議。僅
內地最大綜合性門戶網站新浪網，在轉載當日
就收到超過30000條網民留言。網民對此篇文章
有彈有讚，看法不一，有的觀點相當激烈。

官方將社會道德狀況的評價上升到政治高
度，這是應予注意的。觀察人士指出，中共中
央機關刊物以此般規格發出「正確認識我國社
會現階段的道德狀況」的聲音，「預示㠥，一
場有關道德問題的大討論即將在新的一年裡再
掀高潮。」

「道德滑坡」大討論一波接一波
關於「道德滑坡」的定論和討論，起於2011年

4月，總理溫家寶在與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館
館員座談時痛陳，「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
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溫還說，當前文化建設特別是道德文化建
設，同經濟發展相比仍然是一條短腿。並枚舉
說，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

「地溝油」、「彩色饅頭」等事件，這些惡性的
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社會出現了誠信缺失
及道德滑坡問題。

此番話，即時引起了上年度官媒對於道德問
題的第一波討論高潮。溫家寶發表講話後的一
周內，《人民日報》刊載題為《如何才能催生
道德血液》的文章，《人民日報海外版》亦同
時登出《用法治堤壩阻擋道德滑落》。《中國青

年報》則發表了《總理講話引發思考 如何止住
道德滑坡》、《公德式微時如何挽救人心》等文
章。

新華網也就此刊發多篇評論文章。其中《重
塑道德需要自上而下推動》一文稱，「官風不
整，民風難變。重塑道德需要自上而下的推
動。」並呼應溫家寶的同期言論說，「我們要
把依法治國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深化政
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
司法體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規，使有道德的企
業和個人受到法律的保護和社會的尊重，使違
法亂紀、道德敗壞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會的
唾棄。」

2011年9月、10月，以全國第七個「公民道德
宣傳日」和第二屆全國道德模範評選揭曉為
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倉廩實」更需
行道德》等三篇評論。

「官德輪訓」中共先正官風
在主流媒體推動道德討論的同時，一場最大

規模的「官德輪訓」也已展開，這體現了中共
力圖「自上而下」重塑道德的努力。

根據國家公務員局去年10月中旬發布的《公
務員職業道德培訓大綱》（以下簡稱《大綱》），
今後4年內，中國數以千萬計的公務員將全體接
受一輪「職業道德培訓」，時間不少於6學時。

據知，該項「官德輪訓」已在多地進行，不
少地方的組織部還進行了大綱之外的「自選動
作」的嘗試。國家公務員局也明確鼓勵各地開
展創新性的培訓。

由中央主管部門針對某一單項培訓內容下發
大綱，較為罕見。相關文件中要求，將公務員
職業道德培訓列入公務員初任、任職和在職培
訓的「必修內容」，並建立培訓的「長效機
制」。

在《大綱》發布後的半個月，中組部又印發
《關於加強對幹部德的考核意見》。該文件被認
為是貫徹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
選準用好幹部，樹立正確選人用人導向的重要
舉措。《意見》明確，要加強對幹部政治品質
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其中，考核道德品行，主
要考核幹部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個人品
德、家庭美德。

（摘自香港《鏡報》月刊2012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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