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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委員會近日宣
佈，將會按照公屋租
金的可加可減機制，
在今年九月調整公屋
租金。根據公屋租金
的可加可減機制，公
屋的租金每兩年檢討
一次，是按照公屋居
民的收入增減而調
整，而加幅則設置上
限，現時上限是百分
之十，也就是說，不

管居民的收入上升了多少，租金的加幅最多也是百分
之十。對於是次的加租安排，房委會是通過對公屋居
民的入息調查，得到兩年間居民入息上升了百分之十
六有多，因而在這次加租決定上，便只會將加價幅度
定在上限的百分之十。房委會這個做法完全合法，但
在政治上卻是一顆炸彈，會給來屆政府一個燙手山
芋。

公屋加租合法合理
首先我們先看看公屋加租的理據。平情而論，房委

會依法辦事並沒有錯，以常理分析，若果公屋居民的
收入上升了，要他們多繳租金也不過分，因為公屋租
金本來就已是一項津貼，每個公屋單位每月的營運虧
損就已近一百二十元。這個津貼背後就是以公帑來支
付，所以能夠住在公屋的人，其實已享受了社會資
源，在情況許可下，應該要負擔部分公屋的營運開
支，好使社會資源可以用在其他更需要的人身上。而
且，房委會是根據科學方法去作抽樣調查，才得出公
屋居民收入上升百分之十六的數據，在守法的精神
上，房委會更加是站在法理的一方。至於加租百分之
十，其實是相對兩年前的租金水平來說，若果平分兩
年計算，每年的加租幅度只是百分之五，比同期的通
脹低，從這個角度看，這個租金加幅並非過分。再
者，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已決定為公屋戶提供兩個月
的租金寬免，租金寬免已可將加幅抵銷，加租對居民
影響其實並沒有那麼大。

再者，我們也要明白，房委會是依據《房屋條例》
成立，而《房屋條例》列明房委會要負責興建公屋，
更加要在財政上自負盈虧。正如上文所述，房委會現
時營運公屋是有虧損的，而房委會又要負責興建優質
公屋給市民，房委會其實是以其他業務來補貼公屋
的。這個方法是應該的，因為公屋居民普遍是低下階
層，假如所有服務都要回收成本，則會令居民的負擔
太重，也不利社會和諧。可是，這也是一個取捨的問
題，因為房委會的收入大餅是有限的，假如在財政上
過分偏袒現時的公屋居民，對其他持份者便會顯得不
公平，例如屋㢏商場商戶也會質疑，為何他們要承擔
一個較昂貴的租金，以用來補貼公屋居民；在輪候冊
上的申請人，也會因建屋資源分薄而需要較長的輪候
時間。簡單點說，這是一個利益平衡的考慮，即不能
過分地向一方面傾斜。

民粹作祟加租阻力大
然而，即使有法有理的價格調整，在民意上是無法

站得住腳的，因為現時香港社會有一種民粹的現象，
就是每逢有加價申請，必定是遇到極大的反對聲音，
反而對加價的論據卻不甚了了，議員也樂得在公屋加
租這課題上出來「抽水」一番。這些本來也是意料之
內，只不過九月是立法會選舉期，公屋加租就變成一
個很好的切入點，供一眾有意參選者可以肆無忌憚的
對政府施政無限上綱的鞭撻，政府在這方面注定是弱

勢的。
尤其對來屆政府來說，公

屋加租更會是一顆計時炸彈，
因為機制是規定公屋每兩年調整
租金一次，等於每兩年便給予政府一個燙手山芋。
假如真的如一些議員所說，要將機制重新制定，就
等於重開潘多拉的盒子，如何制定令各方接受的方
案，將會是無窮無盡的爭議，政府也得浪費精神在
這些討價還價功夫上；假如真的如一些議員所議，
要將加幅再減去通脹，將設限的百分之十加幅再往
下調，所得的很可能會是負數，也就是要進一步地
將公共資源向公屋戶傾斜；假如再一味用寬免租金
的方法，則無異是對公屋租金的可加可減機制劃上
終止符。無論如何處理公屋租金的可加可減機制，
都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只因在選票的民粹下，理
性面對事情已沒有可能，每方持份者都在考慮小眾
利益。

在加租這課題上政府也要明白，不是一味寬免租金
便可賺取民意，因為現時民意也有不少對公屋戶很有
意見，對要求減少租金加幅的訴求，也有不少人對此
表示不以為然。其實政府大可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究竟
現在公屋的定位是否恰當，尤其是對公屋富戶的處理，
現在更是抓不㠥癢處，單靠檢舉式的處理富戶是沒有功
效的，假如可以令富戶離開公屋體系，讓真正有需要的
人受惠，房委會營運在公屋的補貼才有價值。

房委會的收入大餅是有限的，假如在財政上過分偏袒現時的公屋居民，對其他持份者便會顯

得不公平。簡單點說，這是一個利益平衡的考慮，即不能過分地向一方面傾斜。但是，無論如

何處理公屋租金的可加可減機制，都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只因在選票的民粹下，理性面對事

情已沒有可能，每方持份者都在考慮小眾利益。

公屋加租成燙手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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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文
㞫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次批援川工程竣工
123項投入災後服務

財爺：政府買車電動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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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通脹持續升溫，百
物騰貴基層叫苦。為反映
市民實際生活負擔，昨日
播放的民建聯20周年會慶
實況網劇《家家有求》第
四集《返工搭車貴》，形象
地反映基層跨區工作的困

難，建議港鐵改善調整票價機
制、增加巴士轉乘優惠，全力
協助市民減輕交通費負擔。

《家家有求》第四集《返工
搭車貴》講述現職大廈保安員
的「老竇」，由於工作地方偏
遠，每天需轉乘交通工具上
班，份外勞碌。其中一日放工
後路過燒臘舖，碰巧新鮮叉燒
出爐，決定「斬料加㢫」，返
家後哄得眾人興高采烈，但打
開外賣盒一看發現只有4塊叉
燒，更讓人心酸的是，「媽子」

每日予「老竇」的零用錢僅
100元，扣除跨區返工車費及
午飯錢後所剩無幾。

劉江華倡多招減負擔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兼交通事

務發言人劉江華在片中向政府
提出多招應對措施，包括建議
改善調整票價機制，推出全線
月票以至港鐵減價；增加巴士
轉乘優惠，全方位助市民減輕
交通費負擔。

一連8集的實況網劇《家家
有求》於4月至7月期間，在民
建聯網頁及多個網上免費平台
播放，市民亦可下載民建聯最
新推出的DAB iPhone App、
iPad App和Android App收看短
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黎以德接任運房局常秘
政府宣布運輸署署長黎以德(見圖)將於2012年5月

28日出任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接替服務政府
35年後退休的何宣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表
示，黎以德是資深的政務官，具備豐富的公共行政
經驗，以及出色的領導和管理才能，相信他定能在
新的工作崗位上發揮所長，繼續竭誠為市民大眾提
供專業及優質的服務。對於即將退休的何宣威，俞

宗怡表示，何宣威在服務政府期間，一直盡忠職守，對
工作熱誠投入，並對香港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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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以中國代表
團成員身份，昨日於新加坡出席第五
屆東盟—中日韓（10+3）文化部長會
議，以及首屆東盟—中國文化部長會
議，與各地文化部長探討如何加強推
動區內的文化交流。

曾德成：利港發展文藝
曾德成在會上發言時表示，香港會積極參

與，為建立亞洲區域文化身份作出貢獻；並

會盡早展開工作，以期早日取得成果。
曾德成於會後指，會議確立了東盟及中

國的文化合作機制，意義重大，彼此將共
同推進區域文化發展，香港很高興能夠有
機會參與其中，這將對推動香港文化藝術
的發展有積極意義。

中國代表團由文化部部長蔡武率領。曾
德成今日將與蔡武及東盟成員國代表，與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會晤，以及出席東盟藝
術節的開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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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鎏宇 成都報

道）針對近日外界所關心的香港援建四
川災後重建項目綿陽紫荊民族中學被拆
一事，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瑞麟昨日
確認，特區政府將收回200萬港元的援
建資金，並將其回撥到特區政府設立的
四川重建基金中。

四川尊重決定 承諾調查
林瑞麟表示，在獲悉綿陽紫荊民族中

學被拆後，特區政府已向四川方面提出
了相關意見，作為回應，四川方面表
示，綿陽當地政府在未徵得特區政府同
意的情況下，私自拆除學校，是不符合
川港間援建項目的安排，川方表示嚴肅
跟進此事，並展開進一步的調查。

林瑞麟續指，在綿陽學校拆除前後，
綿陽方面未主動向港府進行通報。港方
已決定收回援建學校的200萬港元，並
將其回撥到港府設立的四川重建基金。
川方對港方這一決定表示尊重。

在經過3年多的努力後，香港援建四
川災後重建項目將在今年底基本完成。
林瑞麟希望川港雙方可以共同努力，繼
續推動後續項目早日完成。

■林瑞麟慰問香港援建「站起來」康復計劃的工作人員。 本報四川傳真

■蔡武(前排左二)率領中國代表團參與會議，曾德成(前

排左一)以團員身份出席。

2008年「5．12」汶川地震過後，香
港特區共投入100億港元，援助

四川地震災區恢復重建工作，其中特區政府
撥款90億港元，香港賽馬會捐資10億港元。
香港特區援建項目涉及教育、醫療、社會福
利事業等多個領域，項目總數達190個，分布
在川內12個受災市（州），香港特區政府援建
的項目151個，香港賽馬會、非政府組織參與
支持的項目39個，截至目前，已有123個項目
竣工投入使用。

魏宏籲銘記港人獻愛心
魏宏說，又一批84個項目竣工投入使用，

標誌㠥香港援建四川地震災區項目取得階段
性成果，希望受援項目單位要建立健全制
度，把設備設施維護好、管理好、運用好，
時刻銘記香港同胞的愛心。

林瑞麟說，香港特區將積極配合四川省人
民政府集中處理兩條尚未竣工的公路和臥龍
自然保護區的災後重建，爭取在2012年年底
前基本實現香港援建項目竣工。

林瑞麟欣慰同胞過新生
林瑞麟說，在川期間，他還深入成都大熊

貓基地、四川省人民醫院川港康復中心項目

施工地等進行考察，當看到一些項目的川港
人員精誠團結，認真敬業，工程進度快，質
量好的情況後，他感到十分放心；當看到學
生正常上學、工人正常上班、大熊貓正在受
到保護的喜人情景之後，他感到由衷欣慰；
當看到由香港提供的先進理念和高科技裝
備，令一些受傷同胞重新「站起來」後，他
希望川港兩地非政府組織進一步加強合作，
讓一些好的項目延續下去。

「今年內，香港援建川震災區項目將基本
完成，今後將怎樣繼續合作？」林瑞麟說，
如今香港在川企業有4,300家，今後將動員更
多的企業落戶四川。同時，將不斷深化旅
遊、經貿等方面的合作，「今天(24日)川港在
建築和旅遊方面簽訂的合作協議便是一個新
的開始，相信川港合作將會更上一層樓」。

兩地達成建築旅遊合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後重建集

體項目竣工典禮後，香港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韋志成與四川省住建廳廳長楊洪波簽署了

《川港建築領域合作意向協議》，香港旅遊發
展局中國內地總監葉貞德與四川省旅遊局副
局長吳勉簽署了《川港旅遊合作協議》，標
誌㠥川港合作邁向了一個新時期。

■林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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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配合全球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的需要，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推
動「零排放」的電動車，截至
本年4月底，全港有逾310輛電動
車行駛。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
日就在電動車充電設施㝠用禮

上明確表示，香港已經進入了電動車
的新世代，政府會繼續帶頭推動使用
電動車，包括政府車隊換車時會視乎
市場上合適車款的供應和部門運作需
要，優先選購電動車，亦提供稅務優
惠，鼓勵電動車的使用。

愛丁堡廣場充電站㝠用
由2009年年底全港只有16輛電動

車，至今年4月底為止，在香港路面
行駛的電動車已有逾310輛。相對傳
統汽車，電動車市場尚在起步階段，
而傳統汽車的油站網絡亦較充電設施
網絡成熟，故政府及部分私人企業近
年亦積極擴充充電站網絡。昨日在中
環愛丁堡廣場停車場舉行的充電設施

㝠用禮，就標誌㠥18個政府停車場，
合共500個充電設施將於今年年中陸
續落成並㝠用，屆時連同設於機場、
私人機構等的充電設施，全港將有約
1,000個充電設施。

當局亦預計，到今年年底，全港的
快速充電站亦會由現時的5個增加至
10個，屆時約在20公里的範圍內就會
有一個快速充電站。

本年度增購逾140電動車
曾俊華指，現時政府車隊中已有33

輛不同型號的電動車，而未來數月將
會再有42輛陸續交付各部門使用，政
府亦會於今個財政年度，增購逾140
輛不同類型的電動車。除帶頭使用電
動車外，曾俊華表示，政府為鼓勵各
界使用電動車，已經豁免電動車的首
次登記稅，金額更高達電動車車價的
115%，而企業購買電動車，有關開支
在首年即可以享有100%的利得稅扣減
優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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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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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積極推動亞洲文化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唐鎏宇 成都報道）5月24日

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後重建集體項目竣工

典禮在成都舉行，特區政府第二批共84個災後援建項目在當

日宣告竣工。至此，總共190個港方援建項目中，竣工項目

已達123個。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四川省人民

政府常務副省長魏宏等出席了當日的集體竣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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