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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召開日，國防獻策忙。在全
國人大、政協第十一屆五次會議
上，出席會議的軍隊人大代表、政

協委員紛紛就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維護國家安全和發
展利益獻計獻策、接受採訪，內容不僅包括國防和軍隊
建設發展目標、路徑、頂層設計等戰略問題，還涉及重
大裝備的研製、試驗、列裝和南海、東海權益維護等現
實課題進展情況，引起了廣大民眾和中外媒體的廣泛關
注和多元解讀。有媒體分析，軍隊代表、委員在本屆最
後一次會議的表現可謂空前活躍，體現了強烈的政治責
任感和參政議政能力的提高，同時也為取得下一屆提名
借勢造勢。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軍隊代表、委員
提出議案、接受採訪、監督行政，固然和其履職盡責有
關，但涉及的內容應更為重要，都是事關國防和軍隊長
遠建設的大事、急事、特事，皆是他們有備而來、有感
而發、有的放矢，傳遞的信息重大而及時，值得關注和

期待。

一是傳遞了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建設的新信息
海空軍科技裝備進展一直是全國大眾關心的國防要

事。全國人大代表、海軍副司令員徐洪猛中將向法制晚
報記者表示，海軍航母試航非常順利，機載殲擊機試驗
也在計劃之中，今年有安排航母入役的計劃；全國人大
代表、徐向前元帥之子徐小岩中將則表示，中國擁有一
艘航母「絕對不夠」，他認為應該有三四艘，對於航母如
何在三大艦隊中配置，他表示，「我覺得我們應該有個
自己的編隊。」日前曾有媒體爆出中國第一款第四代隱
形戰鬥機殲-20戰機將採用自主研發的發動機，全國政協
委員、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朱和平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
訪時，以「是啊」兩字給予了肯定的回答。這是軍方人
士首次對殲-20採用中國自主研發的發動機一事做出明確
回應。對於有媒體報道，因為目前進展順利，殲-20有可

能提前定型、入役時，全國人大代表、空軍裝備部原部
長魏剛和廣空原司令員高守維回應說，目前殲-20還處於
試飛階段，否認了殲-20今年服役的可能性。觀察家認
為，受訪的上述代表都是海空軍高級將領，他們的表態
具有高度的權威性、專業性和及時性，表明了兩會的透
明度和代表、委員的開放度正在與時俱進。

二是傳遞了維護國家主權和發展安全的新信息
當前，南海局勢複雜嚴峻，引起了全國民眾的憂慮和

不安，而美國軍事重心東移更是為這一地區安全形勢增
加了不確定性。對此，全國政協委員、軍事科學學會副
秘書長羅援少將提出議案，主張通過行政、法律、軍
事、經濟、輿論五個方面的「存在」來凸顯主權，其中
在南海地區設立特別行政區、組建國家海岸警備隊加強
執法的建議受到高度關注。全國政協委員、陸軍航空兵
學院原院長郝政利提出的關於在邊防團裝備直升機的議

案，受到總部有關部門重視並被採納，邊防部隊裝備直
升機已列入陸軍航空兵「十二五」發展規劃，已確定在
部分地區進行試點，籌建邊防陸航團。

三是傳遞了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和平發展的新信息
近幾年來，中國海軍發展迅速，引起國際關注。對

此，全國人大代表、海軍北海艦隊政委王登平表示，不
論中國海軍走出去、走多遠，中國的近海防禦政策不會
改變；周邊國擔憂中國軍力發展多是庸人自擾。全國政
協委員、海軍少將尹卓也表示，中國海軍是否發展航
母，都是一支防禦性的軍隊，中國不會在海權和軍事上
與美國爭霸。觀察家指出，無論是中國航母試驗平台的
橫空出世，還是海軍的例行訓練，都會引來外界對中國
海軍「走向遠海」、「突破第一島鏈」的種種猜測。解放
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兩會的表態，可謂是對這些猜
測、質疑的公開回應。

議案、訪談傳遞國防建設重大信息

過去5年，私人樓宇價格上升了95%，租金上漲了
48%，不但令到欲置業的市民望樓興嘆，而且令「
房」、板間房問題更趨惡化。在樓市不斷攀升下，市民
對於公共房屋的需求也不斷增加，申請公屋的人數由
2002年的8.6萬，激增至2011年6月底的15.6萬，其中非
長者一人申請個案高達6.7萬，但以目前本港的興建公
屋數量及速度，卻遠遠供不應求。雖然當局宣布復建
公屋，但首批新居屋也要數年後才能落成。因此，市
民都希望新任特首能夠切實解決本港的房屋問題，解
決市民的居住需要。

唐：增土地資源提供足夠資助房屋
唐英年在政綱中認同市民安居樂業，社會才會和

諧。因此提出會訂定長遠的土地和房屋規劃策略，
在不損害自然環境下，大力開發土地，重新規劃荒
廢土地，增加土地儲備，滿足商業及住宅用地需
求，令中長期供求趨向平衡及價格穩定。唐英年並
承諾會多管齊下增加土地資源，致力提供足夠資助
房屋，增建公屋，復建居屋，合理化香港市民住屋
負擔。
在具體措施上，唐英年提出設計及興建多樣化公

屋， 重整體全局規劃，在現有5年內提供7.5萬個公屋
單位的目標外，加建4萬個資助單位，每年平均興建2.3
萬個資助房屋單位，較政府現有目標每年增加8,000個
多。並且實現3年上樓的目標，在有充足土地供應後更
考慮縮短上樓目標至2年；將現時住戶入息審查的程
序，延長每隔3至4年才做一次，減省住戶麻煩。另
外，為增加輪候公屋市民揀中合適單位機會，會建議

每次提供兩個配屋給申請者選擇。唐英年也贊成復建
居屋，但必須作中長期規劃，有序興建，因應經濟的
變化靈活增減供應。
針對青年的住屋問題，唐英年更提出以先導計劃形

式，興建混合式公共屋 ，讓年青人與父母同住一個
屋 不同單位，方便互相照顧。他並研究興建近似大
學宿舍的過渡性資助房屋單位，方便年青人有獨立生
活空間，讓35歲以下未婚青年申請租住，租住期為5至
10年。而對於中產人士的供樓負擔問題，唐英年也建
議延長私人居所貸款利息扣稅年期至25年。

梁：研「港人港地」助基層上樓中產置業
梁振英在房屋政綱理念上，提出協助基層上樓，協助

中產置業，促進樓市健康穩定發展。他認同住屋是市
民最關注的民生問題，亦是穩定社會的基礎。梁振
英更強調香港並不缺乏土地，只缺乏長遠規劃，他
認為政府的中長期規劃，應繼續物色和提供新的土
地，包括舊區重建和開發新市鎮，並考慮在維港以外填
海，以建立土地儲備，滿足經濟及社會發展需要。
在長遠規劃方面，梁振英提出制定長遠房屋策略，

每5年檢討一次。在有關政策局下成立諮詢委員會，就
長遠房屋策略提供意見。保持樓價平穩的前提下，研
究推出「港人港地」政策，在市場過熱時選擇部分符
合中產住屋需要單位的政府土地，在售地條款規定部
分單位只可售予香港居民。同時在私人樓宇供應充足
時，考慮推出低息或免息貸款計劃，協助合資格中產
家庭購買自住居所。
對於社會關注的公營房屋問題，梁振英提出增加公

屋建屋量，加快完成本屆政府已公布未來5年興建的
75,000間公屋，把計劃在後期完成的一半單位，約
35,000間，提前在一年內完成，以應付輪候冊人數不
斷增加的問題，包括提供中轉房屋，以安置在市區
重建時尚未符合編配公屋資格的 房、籠屋和板間
房居民。而在復建居屋的新單位推出前，他提出每
年從「白表申請者」中抽出5,000名，容許他們在第
二市場購買居屋。原居屋業主無須向房委會補地價，
但買方須承擔該居屋單位日後在公開市場出售時補價
的責任。
梁振英並提出利用市區及擴展市區的小型空置用

地，興建小型公屋單位，並縮短35歲以上「非長者1人
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至3年內。為減輕中產人士的供
樓負擔，他建議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稅的年期至20
年，免稅額由10萬增加至15萬。針對老年化問題，他
指會增加撥地，為中產長者興建退休居所。

輿論：重公營房屋供應方向正確
唐梁兩人提出的房屋政綱，涉及公營房屋、土地供

應、私營市場、青年老年住房等不同範疇，內容全
面之餘，也對準社會大眾的關注點。多名地產界人
士及學者認為，兩人均倡議增加公屋供應的方向正
確，在這範疇上是各有千秋，預計對私樓市場影響
不大。祥益地產總裁汪敦敬支持增加公營房屋供
應，認為目前公屋輪候冊人數不斷增加，每年1.5萬
伙的公屋供應的確不足，相信增公屋供應可讓市民
安居樂業，有正面影響，對私樓市場不會有負面影
響。不過，他期望二人進一步披露如何增加公營房屋
單位供應。
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認為，適度的房屋政策必然有助

市民置業，但在復建居屋的政策上，應該讓所有申請
新居屋的白表人士，均有權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
而不是多增一重抽籤，讓抽不到新居屋的白表人士再
次落空。身兼中策組非全職顧問的中大全球經濟及金
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則關注如何落實有關土地供
應的目標，「不是叫20萬（供應）就20萬，做不到都
係空談，最緊要是細節，如何 到土地？」

在今屆特首選舉中，兩位候選人唐英年及梁振英的房屋政綱深

受社會各界關注。香港研究協會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有32%受訪市

民認為新任特首首要解決的是「土地及房屋」問題，反映相當一部分

市民對近年來樓價高企、置業難等問題感到不滿，希望來屆特區

政府能重視及回應有關訴求。

房屋問題唐梁對症下藥各有千秋

特首選舉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雖然一般預期特首

寶座是兩名建制派候選人之爭，但反對派項莊舞

劍，不過志在立法會選舉，例如民主黨何俊仁高調

參選，並且不斷抹黑建制派候選人及選舉制度，正

是為了攻擊建制派儲備彈藥，其他反對派政黨如公

民黨、工黨之流也是四處抽水不亦樂乎。另一方

面，近日「人民力量」亦已就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完

成部署及出戰名單，並開辦了多個新的地區辦事

處，其中如九龍東及港島的辦事處最具戰略意義，

對準的正是民主黨在這兩個選區的現任立法會議

員。

「人民力量」的「三大戰區」
根據「黃毓民的名單」，「人民力量」仍是會在黃毓民的九

龍西及陳偉業的新界西重點出擊，可稱之為第一戰區；而
「人民力量」主席劉嘉鴻及黨內新貴兼黃毓民愛將黃洋達將分
別出選港島及九龍東，由於這兩個選區意義特殊，兩人又是
黃毓民重點培養對象，可稱為第二戰區；至於派出前電台DJ
「慢必」陳志全出新界東，鑑於在新界東各陣營都有雄厚的實
力多年經營，陳志全出選是牽制多於取勝，可稱為不甚重要
的第三戰區。據「人民力量」的盤算，第一選區的黃毓民及
陳偉業的議席最穩，黃是上屆「票王」，而陳偉業聲勢雖不復
當年，但靠荃灣等地區的鐵票在議席最多的新界西取得一席
問題應不大，甚至足可由黨內唯一區議員麥業成在新界西另
組一隊出戰，可見「人民力量」對這兩個區的信心。
對「人民力量」而言，保二只是最基本的目標，但以其年

多來足以媲美大黨的「揮金如土」氣魄，幕後老闆怎可能對
兩席滿意？所以黃毓民現時重點是在九龍東及港島取得議
席，以達到「坐二取三爭四」的最終目標。為此，黃毓民等
已作出了不少部署。在選人方面，出選港島的「人民力量」
主席劉嘉鴻在政界名不見經傳，但竟然一躍成為一黨之首，
如果說不是黃毓民扶立支持，有可能嗎？而他的優勝之處就
是比陶君行、任亮憲等聽教聽話，所以深得黃歡心，加上有

中產背景，在港島區出選有一定優勢，黃毓民的盤算是他只
要全取上屆社民連代表曾健成加上前社民連副主席勞永樂的
選票，有可能「偷雞」，於是不但讓他主持「網台」節目，而
且更讓他擔綱大型政治行動爭取曝光，並投入大量資金從事
地區工作，可見對他寄望甚殷。
至於九龍東原來打算由黃的「契仔」「維園阿哥」任亮憲出

選，但正如筆者前指出，任因不滿黃偏重劉嘉鴻等人，加上
在黨內處處受制，與黃毓民爆發了多次衝突，已經割席，在
黨內並被迅速邊緣化。任更加宣布不再出席黃毓民的網上電
台，但卻屢屢出現於其他節目，等如是落了「太上黃」面
子，怎可能再委以重任？而突然冒起的黃洋達原本是無 電
視一名編劇，及後投靠「人民力量」喉舌「香港人網」，其主
持節目的風格深得黃毓民賞識，黃更看重其在社運界及網上
號召力。而更重要的是，在任亮憲被貶之後，他可選的人已
經少之又少，於是雙黃一拍即合。

扶植黃洋達的原因
事實上，黃洋達的參選肩負了黃毓民兩個目的：一是為他

追殺叛徒陶君行。黃與陶的私人恩怨人所共知，陶將今屆立
法會視作「最後一戰」，黃自然希望「送他一程」，黃洋達口
才便給，對激進的票源有一定吸引力，用他去追殺陶君行是
最佳人選。二是要在黨內培植親信。不論是劉嘉鴻或是黃洋
達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對黃言聽計從，至少在現在看來是如
此。考慮到「人民力量」蜀中無大將，黃自然要盡快扶植第
二梯隊，於是不惜對黃洋達這個「初哥」破格重用。
「人民力量」要成功在九龍東及港島「插旗」，除了花費大

量資源開設辦事處，聘請職員，並多辦「蛇齋餅 」等服務
外，更重要是沿用上屆的選舉部署，就是要噬咬反對派盟友
為選戰主軸。由於公民黨已經與「人民力量」沆瀣一氣，狙
擊的對象自然由公民黨轉為民主黨這個反對派龍頭之上，目
標是在九龍東及港島分薄民主黨票源。在九龍東李華明已表
示不參選，由「萬年第二梯隊」胡志偉接任；而在港島甘乃
威聲望本就不足，加上因求愛不遂怒炒女助理的醜聞打擊，
也讓「人民力量」有機可乘。可以預期，「人民力量」未來
將會不斷加大對民主黨狙擊力度，務求將胡志偉及甘乃威的
票源拉散取而代之。可笑何俊仁還要裝模作樣地參選特首，
不知「人民力量」已在背後虎視眈眈。

「人民力量」秘密進行選舉工程

文平理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不應剝奪港區人代政協發言的權利
曾淵滄 博士

30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聯署建議特區政
府或終審法院把「雙非」孕婦在港分娩的
子女居留權問題交人大常委會釋法。
此事引來不少批評。第一種批評是人大代

表與特區政府爭權，想搞第二權力中心；第
二種批評是這些人到北京「告御狀」。

人大代表聯署並非「告御狀」
我不贊成通過人大釋法或修改基本法來

處理「雙非」子女居留權的問題。我認
為，只要加強行政手法就可以有效地解決
問題。通過人大釋法或修改基本法來處理
這個問題，是會帶來一定的副作用，會打
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到香港工作的意
願。這些在香港工作的外來人才也會在香
港生子女，如果他們的子女不獲居留權，
可能令他們相當頭痛，因為孩子們不在他
們的原居留地出世，不一定能取得原居地
的居留權、公民權。
不過，儘管我個人不贊同人大釋法或修

改基本法來解決雙非子女居留權問題，我
也欣賞、支持30名人大代表的聯署行動。
我認為人大代表是有權利針對香港的問題
發表自己的意見。人大代表與其他的香港
人都應該享有言論自由、發表意見，聯署
行動都是他們的權利，不該被剝削。

啟動釋法主動權在特區政府
香港回歸15年，香港社會、特別是傳媒

總是認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不該針對香
港事務發言，他們一發言，就被指為中央
干預香港事務，就被指為想搞「第二個權
力中心」，就被指為繞過特區政府到中央
「告御狀」。實際上，這種指控全是無理的
莫須有罪名。人大代表聯署是上書人大常
委會的聲明，只是一份意見書，不是正式
提案要求表決；要求人大常委執行。提意
見是所有人都應該有的權利，我有、你
有、人大代表也應該有。我相信人大常委
會不會因為收到這一份意見書就自己主動
釋法。至今為止，人大常委會從沒有主動
釋法，每一次釋法都是香港特區政府或終
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這一次也不
大可能例外。釋不釋法主動權在香港特區
政府與終審法院，不是30名人大代表，這
30名人大代表只是集體發表意見。在香
港，一批人聯署集體發表意見的事是經常
出現的，30名人大代表集體發表意見也不
會給予特區政府或終審法院任何壓力。特
區政府與終審法院也只將人大代表的意見
視為意見的一種，不必大驚小怪。
過去30年，社會上有一種聲音，反對人

大代表、政協委員談論香港事務，逼他們
不開口，這是在剝削他們的權利。我認
為，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是代表 香港一
部分人的聲音，我們不但不應禁止他們發
言，更應該鼓勵他們發言，以做到百家爭
鳴。

為武戈止

香港回歸15年，主流社會、特別是傳媒總是認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不

該針對香港事務發言，他們一發言，就被指為中央干預香港事務，就被指

為想搞「第二個權力中心」，就被指為繞過特區政府到中央「告御狀」。實

際上，這樣的指控是無理的莫須有罪名。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是代表香港

的一部分聲音，我們不但不應禁止他們發言，更應該鼓勵他們發言，以做

到百家爭鳴。

唐梁政綱透視系列之房屋篇

兩名特首候選人房屋政綱要點
唐英年

■多管齊下增加土地資源。

■每年平均興建2.3萬個資助房屋單位，實現3年上樓目

標。

■研究興建過渡性資助房屋單位，讓35歲以下未婚青年

申請租住，租住期為5至10年。

■延長私人居所貸款利息扣稅年期至25年。

■住戶入息審查的程序延長至每隔3、4年才做一次。

■復建居屋，有序興建。

■每次提供兩個配屋給公屋申請者選擇，增加揀中合適

單位機會。

■興建混合式公共屋 ，讓年輕人與父母同住一個屋

不同單位。

梁振英

■物色和提供新的土地，包括舊區重建和開發新市鎮，

並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以建立土地儲備。

■保持樓價平穩的前提下，研究推出「港人港地」政

策。

■加快完成本屆政府已公布未來5年興建的75,000間公

屋，把計劃在後期完成的一半單位提前在一年內完

成。

■興建小型公屋單位，並縮短35歲以上「非長者1人申

請者」平均輪候時間至3年內。

■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稅的年期至20年，免稅額由10萬

增加至15萬。

■增加撥地，為中產長者興建退休居所。

■在私人樓宇供應充足時，考慮推出低息或免息貸款計

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