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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大選揭盅，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以51.62%

比48.38%的得票率，擊敗現任總統薩科齊，使社會黨

人在暌違17年後重新登上總統寶座。市場擔心法國會

否貫徹原來歐元區處理歐債危機的路向，歐債危機再

添變數，引發環球股市震盪。事實上，奧朗德的當選

以及歐洲政壇相繼出現的「左轉」現象，是歐洲民眾

對於現政府緊縮政策的一個反彈。市場對奧朗德當選

反應負面，則是對奧朗德及新屆政府須慎重面對歐元

區減債方案的一種警示。面對新形勢，歐洲各國處理

歐債問題的政策也要有所調整，既不能一味收縮令經

濟一潭死水，也不能大派福利重蹈覆轍，應該在鬆緊

之間取得平衡，在恪守財政紀律的同時，加大振興經

濟照顧民生的力度。

奧朗德在競選政綱中主張大增社會福利，並通過加

大經濟投資，振興國內經濟。為應付未來龐大的福利

支出，奧朗德建議大幅增加對富人徵稅以及發債以應

付財政支出。奧朗德傾向於福利主義政綱，受到許多

法國民眾支持，令這個本來寂寂無名，又缺乏行政管

理經驗的社會黨參選人，一舉擊敗薩科齊入主愛麗舍

宮。然而，市場卻擔心奧朗德上任後，將會對薩科齊

的緊縮政策大開倒車，甚至會因其福利主義主張導致

法德的財政聯盟出現分裂，打擊歐洲經濟穩定，從而

導致近日環球股市極不明朗。

在歐洲，法國的「變天」並非個案，希臘執政黨聯盟

兩大政黨在日前國會選舉中未能獲得超過一半議席，導

致沒有政黨有足夠票數去籌組新政府。在德國，儘管默

克爾在處理歐洲危機上獲得國際社會一致好評，但現時

民調卻顯示，大部分德國北部地區選民，傾向趕走現時

由中右派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默克爾領導的執政黨在

即將來到的地區選舉中形勢堪憂，這些都說明歐洲政局

目前正出現「左轉」趨勢。無疑，在歐債風高浪急之

時，歐洲民眾都願意與政府共渡時艱，但隨 歐債危機

有所紓緩，過緊的收縮政策日益引起民眾不滿，加上財

政緊縮壓抑經濟成長，引發不景氣，更令民眾深受其

苦。因此，藉 政府換屆，民眾紛紛利用選票發洩對現

政府的不滿。而主催福利主義政策的候選人卻可乘 這

股民意時勢造英雄。

不過，歐洲民眾固然對緊縮政策不滿，但也不能漠視

相當部分的民眾依然認同要嚴守財政紀律，實現滅赤目

標。薩科齊在內政上乏善足陳之下仍取得48%得票，說

明不少民眾認同其處理歐債的路線。面對歐債出現的新

形勢，一方面是民眾不堪緊縮之苦，另方面不少民眾亦

認同緊縮政策及財政紀律，這兩種民意訴求都必須兼

顧。各國政府應以新思維應對，在緊縮及擴張政策之間

取得平衡，既堅持財政紀律，又要加大刺激經濟力度，

讓市民受惠於經濟增長。 (相關新聞刊A1、A2、A3版)

教育局計劃以5千萬元資助非牟利機構

推展電子教科書，以求提供質素優良和

價錢合理的課本，供學生使用。當局試

圖通過電子教科書引入競爭打破壟斷用

意雖好，但在傳統教科書仍佔主流市場

的情況下，以電子教科書改變社會使用

印刷本的習慣談何容易。最好的辦法，

還是效仿新加坡、日本等地的做法，由

政府主導編寫出版切合課程要求的中小

學教科書，以低廉的價格供應學生使

用，既保證教科書的質量，又徹底解決

教科書連年漲價的問題。

政府和書商就教材分拆一事周旋四

年，至今仍然加價連年。消委會指一些

已分拆的小學及初中教科書，售價平均

加幅2%。這反映了單靠商討分拆以求書

商乖乖降價並不可行。

雖然政府的顧問研究顯示，電子教科

書的開發成本較印刷版本最多可降一

半，不過，電子教科書是否真能達致抗

衡印刷書商的壟斷，大有疑問。電子教

科書必先處理兩大難題：一是目前學界

仍以印刷本教科書為學習媒介，即使電

子教科書推出，學校、教師、學生甚至

家長是否已準備好改用電子教科書作為

教學學習的工具？單單憑非牟利團體推

出電子教科書能否改變社會的傳統習

慣？二是現時不少學校為增設電腦配套

大費周章，不少貧苦家庭也未能應付一

人一電腦的費用，政府屆時必先再投入

大筆資源，始能觸發使用電子教科書誘

因，否則再多電子教科書出版，也不一

定廣獲採納。

其實，與其資助推出電子教科書，還不

如由政府牽頭主導教科書的出版，來打破

現有書商的壟斷格局。教育局作為教育政

策制定者和課程把關人，所推教科書自然

最切合教師和學生需要。在政府資助下，

政府教科書價格自能以社會為依歸，沒有

收回成本的顧慮。故此，政府開發的教科

書，自能達到成本低、質素高的效果。現

時內地、新加坡、日本等的中小學教科

書，即由政府主導編寫出版，以低價或免

費方式供應學生使用。香港的中小學教材

是否任由私人出版商主宰，值得重新思

考。 (相關新聞刊A5版)

歐債新形勢 平衡考功夫 政府應主導出版中小學教科書

18區會今晤梁挺重組政策局
多位主席指有助理順操作困難 盼立會速通過

梁志祥：避免議而不決

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形容，新架構彌補

了一些現時政府運作上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如將房屋和土地規劃歸入同一個政策局，同
時亦要科技方面的政策獨立為一個政策局，

將香港對科技發展的重視提到一個更高的層
次，亦可以推出更有針對性的措施，推動這
些產業的發展。他又指，特區政府交接只有
3個月多時間，要全面諮詢新架構有一定困
難，立法會應盡快通過有關新架構，可以使
新政府盡快全面投入工作，避免再出現以往
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情況。

何厚祥：有利民生事務
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表示，新架構內的

一些分拆工作是一好的嘗試。過往有些政策
局涉及重大民生事務，亦過於集中在同一個

政策局內，如房屋和運輸政策都是影響市民
安居樂業的事情，但現時由一個政策局負
責，「將運輸及房屋局拆開是一個好的嘗
試」。他認為，只要新架構並非有一重大的
負面影響，應該盡快通過和推行這個新架
構，無謂的爭拗和拖延時間只是蹉跎歲月，
反而未能集中精神，盡力解決當務之急的各
種民生問題。

朱慶虹：全面諮詢困難
南區區議會主席朱慶虹指出，支持梁振英

提出的架構改組建議，特別是將文化政策拆

出來，獨立成立一個文化局，展現出新政府
相當重視香港的文化發展。不過，新架構
中，文化局、民政事務局都有涉及康文署的
工作，不清楚未來康文署會如何分工和處理
兩個政策局的工作，希望當局可以就此問題
向區議會作更清楚的解釋。
他又說，受到時間等限制，要就新架構全

面諮詢市民有困難，應盡快通過這個新架
構，使新政府以新架構上任。市民最重視的
是新問責官員的人選，以及他們上任後可以
做到甚麼，因此讓新政府「齊齊整整」上
任，對未來施政有好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現屆特區
政府與候任特首辦正就新屆政府架構改組，
全速展開審議等程序。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主管羅范椒芬強調，回歸前後從無就行政架
構重組展開大型公眾諮詢的先例，加上候任
行政長官梁振英經過長時間面向700萬人的
選舉工程，已就改組建議吸納民意，普羅市
民亦傾向 重施政成效多於「施政工具」，
認為目前應先落實再監察。

譚志源：毋須大型諮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亦說，是次

行政機關架構就下屆政府落實政綱的優次，
作出相應配套設施的調整，並非憲制架構的
改變，毋須作大型公眾諮詢。
行會早前通過及啟動「3司2副司14局」的

架構改組建議，明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將會
出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詳細
介紹改組建議文件。就反對派不斷以公眾諮
詢為由企圖拖延審議，羅范椒芬昨日接受電

台訪問，再度呼籲議員理性看待事件，重申
架構重組工作是跟足時間表及程序進行，倘
個別議員有心拖延，無論何時遞交決議案都
可能受到拖延，無法趕及七一前通過。

拖慢勢影響梁落實政綱
羅范椒芬說，無論大家是否認同現行選舉

制度，梁振英確實以最高民望當選，並經過
長時間面向700萬人選舉工程，包括就改組
建議吸納民意，並非完全無諮詢，立法會亦
最快在本月19日舉行公聽會，盡量爭取機會
向公眾解說改組建議。她續指，過去接觸的
普羅市民，傾向 重工作成效多於選用「工
具」，並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寄
語議員先讓梁振英落實改組再監察，否則將
拖慢梁振英落實競選政綱的內容。
譚志源接受同一節目訪問時說，據現行選

舉制度規定，行政長官選舉要在現屆政府任
滿前100日最近的星期日舉行，即當選後的候
任行政長官，實質只有3個多月時間籌組管治

班子及政府，倘要求他就換屆展開3個月全面
公眾諮詢，剩餘的10日集中整理意見並作出
報告，等同任何政府換屆都無法重組架構，
故此他認為建議不合理，相信市民最希望見
到新政府就具迫切需要的政策，盡快展開工
作，最重要是重組架構切合施政優次。

相關調整建基於問責制
譚志源坦言，梁振英制訂競選政綱期間，

先後多次落區與不同界別傾談，以吸納各方
各面意見並作出修訂，市民均會抱 上任後
要履行施政諾言的合理預期；梁振英當選後
亦即時宣布要改組及籌組班子，前者受到
《基本法》容許，相關的調整亦建基於問責
制底下，以投放更多人力資源落實政綱，不
是憲制架構及政策的改變，認同毋須進行大
型公眾諮詢。
就新架構每年額外開支，譚志源說，新增

職位每年涉7,000幾萬的人工成本開支，當中
實際薪酬要打「75折」，佔整個政府總部薪
酬開支1%，至於政府現時每年恆常開支約
3,000億，七成為實際薪酬開支。
他續說，為確保兩屆政府「無縫交接」，

在梁振英3月25日當選，已經有公務員同事
成立候任辦，為梁振英籌辦新政府工作，為
全面配合改組建議，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
任秘書長層面，不斷與其他政策局常任秘書
長舉行會議及資訊，全速向政務司長提交建
議。譚志源透露，他在日內會正式簽署立法
會知會文件，將議案直接提交立法會，趕及
內務委員會在今個星期成立小組委員會展開
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候任行政
長官梁振英繼續與不同社會團體會面，聆聽
意見。昨日他先後與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及九
龍社團聯會代表會面，兩大社聯會後均表
示，支持梁振英盡快完成籌組管治班子，亦
呼籲立法會盡快通過政府架構重組方案，並
促請候任特首繼續落區，親身了解民意，又
會向梁振英推薦合適的年輕人選，參與新一
屆特區政府工作。

將蒐福建鄉紳意見獻策
10多名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代表，昨日早上

到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與梁振英會面，主席

林樹哲在會後表示，他們與梁振英就香港目
前社會形勢，以及經濟前景、中小企發展、
社會服務需要及長者服務等交換意見。林樹
哲稱，很高興梁振英還向他們解釋其施政政
策內容會配合他們的訴求。福建社團聯會稍
後會向福建鄉紳匯集意見，協助籌組新一屆
特區政府，並呼籲各界支持新政府的施政。
代表還在會上向梁振英推薦人選加入下屆政
府，但沒有透露人選細節。
林樹哲又表示，聯會代表讚賞梁振英當選

以來，廣泛接觸各方面人士，聆聽不同界別
的意見，亦不斷落區，了解社會需要，提出
的政綱亦切合民意，確實做到「穩中求變、

行之正道」。他形容，會面氣氛良好，強調
聯會一如既往，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共建「香港營」。
約10名九龍社團聯會的代表其後亦與梁振

英會面，聯會理事長王惠貞在會後表示，支
持梁振英提出的重組政府架構，認為在新架
構下，地政和房屋政策統一，有助落實政
策，亦建議梁振英繼續落區聽取民意。聯會
會長高寶齡則指，向梁振英遞交了一份「對
候任特首的期望意見調查報告」，希望有關
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夠了解民生問題，例如新
開周日門診服務及延長公眾圖書館開放時間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架構重組正爭
取在7月1日完成所有相關的立法會
審議程序，多個社團連日來在報章
上刊登聲明廣告，表明堅決支持新
特區政府的架構重組，呼籲所有立
法會議員盡快支持通過新政府架構
改組的建議，在7月1日前完成全部
程序，以保證新一屆政府順利運
作，全力發展香港的經濟，改善民
生，推動民主。

福建社聯：建議與時俱進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今日於報章上

刊登廣告，指特區政府換屆交接在
即，新屆政府的改組和重振，與香
港未來和港人的福祉息息相關，不
能不引起高度關注。候任行政長官
梁振英在會見該會首長的時候，清
晰地介紹了他的施政理念及3司2副
司14局的政府重組建議。會方認
為，有關建議與時俱進，實事求
是，有助完善管治團隊，提高施政
效益，改善服務市民的質素，利港
利民，理應全力支持。
他們於廣告中表明，「堅決反對

任何黨派的議員以各種理由，阻撓
拖延立法會通過有關政府架構重組
的審議及撥款程序」，熱切期望立法
會議員能以大局為重，為了香港的
經濟民生，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為了香港市民的福祉 想，讓整個
立法和撥款程序能在7月1日前全部
完成，使新一屆政府順利啟航。

廣東社總：反映社會訴求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於昨日刊登廣

告，稱日前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會
見本會首長，介紹了他的政綱和施
政理念，以及新的政治架構，該會
聽取後非常贊同，並且堅決支持。
新政府架構重組利港利民，有利加
快決策過程，提高施政效益，改善
對市民的服務，讓更多的市民從中
受惠，逐步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與矛盾，為香港帶來新氣象。總會
呼籲，所有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
不分黨派，配合現屆政府的立法工
作，盡快支持通過新政府架構改組
的建議，令整個立法和撥款程序能
順利進行，在7月1日前完成全部程
序，以保證新一屆政府順利運作。

僑界社聯：重組利港利民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早前亦刊登廣

告，強調架構重組利港利民，是新
行政長官實施政綱的關鍵，是惠及
香港經濟及香港市民的重要舉措，
亦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
進和諧，合乎公務員和廣大市民的
意願，呼籲全體立法會議員全力支
持盡快通過有關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8區區議會主席今日上午將會見候任行政

長官梁振英，討論新政府的架構重組建議，亦會探討有關地區行政方面的想

法。多位區議會主席昨日均表示，新架構針對了過往政府架構內存在的一些

運作問題，重組部分政策局的職能是一個好的嘗試，有助理順現行面對的操

作困難，亦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有關建議，使新政府可於7月1日以完整班底

上任，推行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定下的各方面政綱。

福建社聯九龍社聯撐「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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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范：應先落實架構再監察

CY再批「食老本」內耗拖拉成蹉跎
早前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於一

電台節目上一語「香港不能再食
老本」，雖未在本地社會有進一步
討論，卻在對岸的台灣引起了迴
響，藉此反思他們自己的競爭力
問題。CY昨日於最新網誌上亦不
厭其煩，再度談到這個「食老本」

問題，坦言近年香港寶貴的時間往往
荒廢在內耗上，處事變得拖拉，令長
期困擾香港的一些問題日趨嚴重，強
調「問題並非不能解決」，只要做好規
劃，「急市民所急」，不再蹉跎，便可
以盡早解決問題。

房屋欠缺長遠規劃
CY嘆言，曾幾何時，香港以效率見

稱：「我們的優勢是做事爽快利落」。
但近年寶貴的時間往往荒廢在內耗
上，令長期困擾香港的一些問題日趨

嚴重，房屋問題就是其中市民最關注
的。他再度重申，「香港並非沒有足
夠的土地，只是欠缺全面和長遠的規
劃」。
早前CY提出將房屋與土地和規劃工

作歸納到同一個政策局「房屋規劃及
地政局」底下。他於網誌上解釋，這
個改組的目的是要專注房屋方面的工
作，即作好土地規劃、增加房屋供
應、加快公屋興建進度，盡早解決住
屋問題。

因循延宕市民受害
「解決問題，得益的是市民；因循

延宕，受累的是市民。」CY強調：
「我和我的團隊已準備好了，準備好在
7月1日好好做下去，為廣大市民、為
香港的未來，好好做下去，不再蹉
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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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源表示，改組

並非憲制架構的改

變，毋須作大型公眾

諮詢。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攝
■羅范椒芬

指出，對於

政府架構應

該先落實後

監察。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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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