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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樓價高企，不少港人
面對「上車難」的問題，在昨晚的選委特首候選人答
問大會市民書面提問環節，大多數被抽中的市民都關
心未來特首如何協助港人解決「住屋難」的問題，尤
其是協助年輕人「上樓」問題。梁振英建議，可由非
牟利團體為青年人提供宿舍，並設居住年期及入息限
額，以確保單位具流轉性。

梁振英在答問會中並強調，特區政府在房地產市場
上扮演兩個職能，一是作為出主要土地供應者，故在
解決市民住屋需求及其他工商業單位需求方面，政府
需確保有充裕土地供應，同時亦要在樓宇銷售時，為
買方提供足夠的資訊。

他說：「20多年前我就已公開教香港人如何用尺度
出實用面積，而非只看建築面積，我當選亦會繼續
做。」他又指，要解決住屋需要，首要解決土地供
應，而他在政綱中已羅列短中長期的土地供應計劃：

「我和我的團隊會去物色更多土地，確保地產市場平穩
發展。」

另一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在回應有關問題時則認為，
新一屆特區政府應推出專為年輕人而設的「單身公
屋」，同樣設下租期，年滿35歲就要搬出，去申請一般
公屋單位，並強調自己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期望
建立公義社會，故在參選政綱中提出增建公屋，包括
在7.5萬的建屋量下，額外加建4.5萬個單位，以求縮短
公屋輪候冊輪候時間至2年上樓，並復建居屋，並檢討
居屋的申請資料，同時增加土地供應，紓緩樓市供應
緊張。

梁：青年宿舍須設居住年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長遠發展取決於完善的
教育及人口政策，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及梁振英均提出公立醫院
停收「雙非」孕婦，以解決當下床位緊張等連串問題。在教育
政策方面，梁振英提出，教育界有需要「休養生息」，唐英年
就承諾檢討校本評核的需要，紓緩學生對考試的壓力。

在答問會上，民建聯區議員劉國勳
(見圖)關注香港過往沒有好的人口政
策，產生了「雙非」產子及北區面對的問
題，要求兩名候選人提出解決辦法。

人口政策失誤致「雙非」
梁振英在回應時強調，在香港人口

政策各範疇中，最迫切的是處理「雙
非」問題：儘管特區政府已於2007年
成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但至今已

有17.7萬個孕婦生下的嬰兒，造成不確切的壓力，這是最大的
人口政策失誤。

他續說，自己曾多次促請特區政府關注用行政措施堵塞孕
婦衝關的問題，並在參選政綱中提出再確定私立醫院接受

「雙非」的名額，而公立醫院則應拒收「雙非」。
唐英年則提出，自己在參選政綱中建議「一人一床位」，即

公立醫院不再接受「雙非」，阻截有32周身孕者再入境，但強
調整體人口政策倘只看「雙非」問題，就如「只看一份文件
中的標點、符號」，直言要看到「整個樹林」，而非只看到

「樹葉」。
因此，他提出要以優化人口作為最大目標，2011年的施政

報告亦已經納入人口督導委員會的意見。

梁：沒邀羅太出任公職
教育界選委蔡國光關注現時教育局局長、副局長及常任秘

書長，均並非來自教育系統或認識教育專業，諮詢組織亦遭
瓦解；另一教育界選委曹啟樂則批評，過往教育部門規劃
差，師生被迫補課，老師面對校本評核壓力。反對派候選人
何俊仁即借題發揮，質疑梁振英一旦上場，會否邀請其競選
辦主任、前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負責教育政策工作，

「這是教育界的憂慮」。
梁振英在回應時強調，羅太已公開表明自己已經退休，目

前只是協助他處理競選工作，他並沒有向羅太或競選辦任何
人提出公職邀請。

他又介紹其教育政綱，強調自己過往曾參與過大學校董會
主席職務，並自願參加BAND3中小學的校董職務，體會到過
去數年的教育改革「行得太快，舉措太集中」，令學校、教
師、家長及同學負擔不來，故他提出要「休養生息」，即檢討
現行教育政策，再決定下一步，包括從專業中選擇人才擔任
教育官員，而自己一旦當選亦會多聽教育持份者意見。

唐：承諾檢討校本評核
唐英年則承諾，一旦當選，會檢討校本評核的需要，紓緩

學生對考試的壓力，並增加資源實施15年免費教育及減輕老
師壓力，同時令每4個學生就有1個可以讀大學，讓學生有更
加好的準備，去迎接知識型經濟的挑戰，又提到中史目前並
非學校的必修科，但自己認為，作為中國人應更多認同國家
發展，同時建立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故這方面「應好好
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金融
服務業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支
柱產業，3名候選人認同香港日後可
強化政府在金融業發展的角色。特首
候選人梁振英主張特區政府應適度有
為，另一候選人唐英年亦認為特區政
府應更主動和主導。

金融服務界選委繆英源昨日在選委
答問大會上向各特首候選人提問，指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但仍以證券
市場為主，故要求他們交代自己一旦
當選特首，會有甚麼政策促進香港期
貨、黃金和債券3個市場的發展上，
及配合國家「十二五」規劃和落實推
動CEPA協議。

特區應爭取與各省市溝通
梁振英在回應時表示，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仍有很多空間實現金融
產業多元化，而為做到此點，他在其
參選政綱中提出成立金融發展局，讓
政府和業界相互溝通，相互推動，成
為香港金融業發展的一個平台。

他續說，這個平台的功能有二，一
是協商如何令金融產品和服務多元
化，二是向國際社會介紹香港作為多
元化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重要性對國際
社會的方便之處。

就國家「十二五」規劃和CEPA的
問題，梁振英表示，特區政府應適度
有為，不能再講「積極不干預」或

「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尤其中
央在「十二五」規劃下支持香港繼續

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香港應做好「G to G」的工
作，即「政府和政府」的工作。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爭取和中央政
府，以至內地各省市政府建立好溝通
和鋪墊的工作，而做好這些工作後，
金 融 業 才 可 做 到 「 B to G」， 即

「Bussiness to Government」（商界對政
府）等工作。

強調CEPA在粵「先行先試」
唐英年表示，他對經濟發展的核心

思想，是特區政府的角色應更多主動
和主導，尤其金融發展不能隨意任由
市場自行發展，又指自己於2003年曾
協助開拓人民幣在香港的業務，體會
到這方面的工作涉及三方面，即銀行
的業務、股票、債券。目前，香港的
銀行業務和債券方面發展不錯，但股
票方面仍待進一步發展。

在回應有關CEPA問題時，他強
調，廣東省「先行先試」的模式，將
可讓金融服務從業員開拓內地市場，
是一個務實的方向，而特區政府必定
要和業界攜手並肩，一起開拓市場、
新業務。

反對派候選人何俊仁則稱，香港要
作為橋頭堡，協助國家和全球金融體
系接合，加上香港有良好的法制、清
楚的規則和良好的監管，只要繼續做
好這幾方面，就能讓香港金融業得到
充分發揮。

發展金融業 政府可更有為

雙英關注貧富差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人口老化和

「雙非」問題令市民關注香港的醫療服務水平。特首候

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均認同，公營醫療體系不但要持

續撥款維持服務水平，更要調撥私營醫療剩餘能力靈

活運用資源，而注意貧富差距捍衛公義，更是他們關

注香港醫療和社會福利的核心要點。唐英年強調向長

者派3,000元的政綱正是他步向全民退休保障的第一

步。梁振英則質疑時間緊絀，唐英年不可能如實履行

在今年7月向長者派發3,000元的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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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單身公屋」35歲要搬出

距離3月25日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投票日越來越近，
選舉競爭氣氛也越來越激烈。社會各界目前最大的希
望，是選舉能夠按照法律規範，在公平、公正、公開
的原則下，通過「君子之爭」，順利選出帶領香港迎接
挑戰、克服困難、抓住機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開創未來的新特首。廣大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充
分把握這一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反抹黑、反白票、反

流選，確保選出中央接受、擁有較高管治能力、多數
港人擁護的特首人選，有清醒的認識和精辟的見解。
本報從今天開始推出《選委論壇》專欄，刊登他們的
真知灼見。

選委分享見解及期望
正在舉行的新一屆特首選舉和特區政府即將進入的

換屆期，正逢香港歷史上一個關鍵的時刻。國際經濟
形勢複雜不明，金融危機陰影未除，加上香港一些深
層次問題仍然存在，「內外夾擊」下，一些社會經濟
問題更加突出，民生困苦可能引發更多的社會不滿，
因此社會各界對下一任特首寄予很大期望，選舉的氣
氛因此比較熾熱。

但是，近一個階段，也出現了一些偏離選舉正軌的

現象。有些候選人受到抹黑，宣傳政綱、凝聚民心的
工作受到影響；反對派政客竭力鼓吹投白票，聲稱要
讓選舉流產。這種現象，干擾了選舉，也違背大多數選
委和廣大市民的意願。「選委論壇」將陸續發表選舉委
員會委員對候選人的期望和對政綱的意見，以及分享對
如何確保選舉正常、順利、圓滿進行的見解，以確保
選出多數港人擁護的特首人選。 (相關專欄今見A23)

本報今起刊選委論壇專欄

在昨日由選委舉辦的特首候選人答問大會
上，衛生服務界選委李明佩提問，指私家

醫療費用越來越高，公立醫院輪候時間又長，
身為特首應如何保障基層市民建康，及如何處
理資本家合理利潤和受薪階層的基本權益，以
減少社會矛盾，同時避免社會出現福利主義的
弊端。

梁強調「全無福利主義影子」
梁振英指出，香港醫療水平有一定水準，但

隨㠥人口老化，社會要未雨綢繆，故他提出要
持續撥款予公立醫療系統之餘，同時主張調動
現有私營醫療體制的剩餘能力，此外，他更提
出向有買醫療保險的中產人士提供稅務優惠。

他又強調，自己幾年前已提醒社會要注意貧
富矛盾問題，如果工商界要做到在香港長做長

有，一定要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成果要合理分
配，並重申自己的福利政策務實「全無福利主
義影子」。

唐英年則說，公營和私營醫療系統應並重，
而公營的重要性，在於港人不應因貧窮得到次
於有錢人的醫療服務，公私營服務應有同樣水
平，這樣才能體現公義社會的本質。

他說，特區政府固然要增加醫療體系資源，更
要紓緩公營機構的壓力，在公私營兩條腿之間搭
橋，私營部門有空置資源時，可由公營部門外
判出去，令公營服務優化服務，輪候時間更
短，又指福利主義這名詞可包含許多東西，包括
幫助更有需要的人，即給市民一個基本保障。

唐相信議員有經驗處理派錢
社會福利界選委楊家正則表示，對各候選人

的家庭政綱感失望。他說，唐英年是家庭議會
主席，卻看不到他在家庭政策有何作為，梁振
英在政綱裡亦只是「蜻蜓點水」。梁振英回應
說，家庭是核心單位，必須支援，男士侍產假
尤應重視，而其家庭友善主張已貫徹於其政綱
11個政策範圍內，高舉家庭價值。

唐英年則強調，一個團結的家庭就是強壯的
家庭，其政綱不少部分都涉及家庭，其中有關
養老的，便是向30萬名長者在今年7月派發
3,000元，這是他為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踏出的第
一步。不過，梁振英質疑，新特首要到今年7月
1日就職，但其間要經立法會財委會審批，有關
法例的要求也要研究，質疑唐英年如何在上任
便即可向長者派發3,000元。唐英年則即時表
示，相信「台下」不少立法會議員會有「經驗
和常識」一起處理。

梁：買醫保享稅務優惠
唐：向長者派錢保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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