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任特首梁振英為解決香港現存的問題，
抱㠥只爭朝夕的精神，希望在7月1日前完成
3司2副司14局改組建議，任何一個關心香港
民生大計的人，都應忠誠合作，向㠥同一目
標前進。然而，香港反對派的政客，仍然為
反對而反對，他們將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
置七百萬人的利益於不顧，並囂張地預告，
若梁振英在立法會未完成改組建議前「硬
闖」，只會「玉石俱焚」。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首先發炮，批評梁

振英應先解決問責制弊端，而非令架構更複
雜臃腫。她說，問責制推出至今成效欠奉，
問責制令所有局長只向特首負責，破壞局與
局之間的協調，是「先天不足、後天失
調」。她還聲稱政策推行是否暢順與改組架
構無關，若問責官員不稱職，分拆政策局亦
無補於事。

陳方安生有何資格批評問責制
陳方安生侃侃而談，大有君臨天下，成竹

在胸之勢，不過，陳方安生為官時的政績並
不見得高明，一個成績低劣的中學生，竟然
敢開口指點大學生該如何改進，實在令人有
點哭笑不得，若不是自大狂，就是有點精神
錯亂了。
且不計較陳方安生的往績，但她已從政府

退下來多年了，正是「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她又有什麼資格對下屆政府妄加指責
呢？問責制在董建華時代已完成，當年她作
為董建華的副手，卻沒有聽到她提出過如何
改進問責制的不足，今日厚㠥臉皮說三道
四，擺出事後諸葛的姿態，卻又完全提不出
一點建設性的建議。再說，完善問責制並非
一天半天可以完成的事，下屆政府只有摸㠥
石頭過河，但決不可以因此而蹉跎歲月，把
手上的事完全停下來，待問責制完善了再進
行。事實上，梁振英所提出的「樓價高，租
金貴」的問題已是刻不容緩的嚴重問題，數
以十萬計的貧民住在「㜜房」亟待支援，他
們的痛苦絕不是住在豪宅裡談笑風生的陳方
安生之流可以體會到的。隔岸觀火的反對派
政客，對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市民不但不加以
援手，反而對梁振英的努力冷嘲熱諷，多加
阻撓，可見這些藍血貴族的血有多冷，儘管
他們的嘴巴高喊民主人權，卻從來沒有把民
生大事及老百姓的人權放在心上。
陳方安生並形容新增兩個副司長是「㜫床

架屋」，擴大問責制只會令政府架構變得更
為複雜，預計官員日後會有更多機會「卸
膊」。
擴大問責制是否會令政府架構變得更為複

雜，那是見仁見智的事，官員是否會「卸

膊」，那是對政府管治能力的考驗。老實
說，如果政府毫無作為，就算維持現狀，十
六萬公務員也嫌太多，若政府能解決香港目
前的問題，多三兩個副司長局長又算得了什
麼？新政府尚未上馬，反對派就設下絆馬
索，不但有欠公允，而且不得人心。何況，
每一屆政府，開位已成基本動作，陳方安生
作為一個局外人，根本無權置喙，香港向來
是行政主導的社會，如果立法會對政府行為
事事針對，是否有越俎代庖之嫌呢？

每一屆新政府都有權開位用人
事實上，梁振英改組架構的成效言之尚

早，要批評根本未到時候。反而，反對派以
拉布政策拖延時間，蹉跎歲月卻是人所共見
的事實，光是最近反對派的拉布政策，所浪
費公帑便數以千萬計，拉多兩次，所浪費的
公帑便可能比改組架構所需的七千萬更多，
相信市民會寧願用這些錢來支持梁振英的改
組計劃，起碼用公帑去考驗新政府想民所
想、急民所急的誠意，總比用在反對派無聊
弱智的政治表演上有意義得多。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在商台節目強調，他無

意阻止政府改組架構，但建議政府先抽出副
司長及增設政治助理兩部分，聲稱此舉可以
令立法會商討其餘改組方案時遇到較細阻

力。他預告梁振英若然在立法會未完成改組
建議前「硬闖」，只會「玉石俱焚」。
梁家傑的批評看似較為溫和，不過他只是

在鐵棍上包上一層軟膠，雖然打不出血，但
同樣可以致人於死。因為，從改組架構中抽
出副司長及增設政治助理兩部分，等於是一
輛汽車拆了兩個輪子，難道這輛車還走得動
嗎？與其勉強駕㠥兩個輪子的車去乞求反對
派讓路，倒不如駕㠥四個輪的車硬闖，就算
闖關失敗，也可以扯破反對派設下的拉布障
礙，讓市民看到他們將政治利益置於市民利
益之上的真面目。「玉石俱焚」的結果，絕
不會損害新政府的形象，只會令反對派惹火
燒身，被七百萬市民所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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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為考試制度所支配，稱為應試教育。儘管長
達十年的教育改革，提高了教育質素，應試教育卻
沒有隨㠥教改而收斂，近年更有所蔓延，應引起有
關方面的注意。
應試教育能夠長期存在，原因何在？
大學學位一向供不應求，這會成為應試教育的溫

床。由於百分之十八的大學入學率多年不變，遂使
芸芸眾生對學位的爭逐白熱化，甚至在幼兒教育中
亦有跡可尋。不少家長為了子女入讀名校以便將來
升入大學，以多種方式對其進行操練，有的更遷入
名校區。在家長的強大壓力下，許多中、小學將教
學的口徑對準大學，按大學的入學標準安排課程和
設置考試、考核。由於難入大學，各校只有強化考
試以「催谷」學生。應試教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
生的。只有增加大學學位，紓緩學生對學位的劇烈
競爭，才能抑制它的滋長。

考試過多 壓力巨大
考試本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能促進師生的教

與學。不過，過於偏重，卻會造成消極影響，甚至

使教育離開正常軌道。
目前，本港舉行的考試和考核既多且繁，殊為罕

見。除了校內固有的測驗和期考之外，還有數不清
的考核或評估。每年一度的小三、小六、中三的
「系統評估」是其一，考試局為中學文憑試而設的
各學科「校本評核」是其二，學校為小一及中一新
生入學而設的「口試」是其三。小六學生需參加的
考試特別多，包括三個「呈分試」、一個「畢業
試」、一個「系統評估」、一個「編班試」。中六生
在四個月內參加兩至三個模擬文憑試，而文憑試又
不乏一科多卷者，例如中文科和英文科，各有四種
試卷，其中的口試，還須在晚間舉行，緊張透頂。
要「過關斬將」，談何容易！
設置這麼多的考試和評核，說是為了提高學生的

學業水平，可曾顧及師生的實際感受？可曾留意師
生由於超負荷而形成的巨大壓力？可曾看到德智體
群美全面教育讓位於應試教育而產生的不良後果？

為學生提供寬鬆環境
學生要成材，不能單靠考試機器的操作。試問我

們的孩子，從小學至中學跨越無數考試關卡而能
「愉快地學習」者幾何？真正獲得德智體等全面發
展者幾何？學生質素不應僅憑學業成績衡量，「高
分低能」固然不是我們培養的目標，「學優而德缺」
亦非社會的願望。何況能力的培養還需有一個寬鬆
的學習環境，使學生有廣闊的空間自由地學習和探
索，從而發揮潛能和創意。考試過多，試卷過繁，
反而會對學生造成困擾，使其受制於考試的框框
內，難以成材。
基於上述理由，筆者主張重新檢視現行的考試制

度，從教育方向的戰略高度以及「以學生為本」的
教育原則規範考試，削減那些不必要或不重要的考
試項目和考試形式。這種「割愛」，並非削弱考試
的功能，而是增加考試的成效，促進全面發展的教
育，從根本上提高教育質素，因此是值得的。也許
有見及此，有些教師主張刪除「小六系統評估」，
以減輕小六生的考試壓力；而中學的「校本評核」
又亟具爭議性，教育局表示要予以檢討，這都是好
意見。經過調整，將可減少應試教育的負面影響，
使教育改革取得更大的成效。

應試教育如何消除

隨㠥社會進步及經濟發展，
現代醫學水平已大大提高，但
疾病並沒有遠離人類，尤其在

經濟發達的繁華大都市，癌症、心臟病、糖尿病等致命
殺手屢見不鮮，其它的呼吸系統感染、腸胃不適、哮喘
及各種敏感症等更為常見，連肺癆等傳染病也死灰復燃
時有所聞，還有藥石難醫的憂鬱症、老年癡呆等，為病
者及家屬帶來極大困擾，成為都市人健康之隱患。
大都市更是一個名利場，功利至上且競爭激烈，令許

多人整天處於緊張的生活節奏及強大的工作壓力中，急
功近利下人情淡薄，人際關係較注重互相利用，趨炎附
勢見風轉舵，世態炎涼冷暖自知。一般都市人忙於追名
逐利，常忽視精神愉悅或心靈慰藉，於是錢賺到了，卻
可能付上身心健康作代價，如今大城市癌症病發率、憂
鬱症及自殺率、酗酒吸毒者甚至離婚率等均高於鄉村已
是不爭的事實。身體出問題還能靠醫療技術挽救，心理
的癥結最難醫治，所以把名利看輕一點，有些壓力自然
也會減小，古語云「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確具健
康智慧。
改革開放以來，祖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城市化進程

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新城不斷誕生，老城不斷擴
大，數億人將轉變生產及生活方式來到城市生活，都市
病之影響勢將越來越廣泛，若不加以重視，不但影響城
市下一代人的身心健康，降低國民質素，同時還將加重
政府醫療負擔，對人力資源也有間接影響，值得專家學
者及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
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說過：

「21世紀人類最大的兩件事情，一是高科技帶來的產業革
命，另一個就是中國的城市化」。城市化確是一把雙面
刃，搞得好能促進經濟繁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對
環境的破壞及人類健康的影響亦不可小覷，冀望中央政
府加以重視，妥善解決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問
題，徹底改變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
長方式，那麼中國才能真正從農業大國轉變為經濟強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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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副司長及增設政治助理兩部分，

並預告若然在立法會未完成改組建

議前「硬闖」，只會「玉石俱焚」。

從改組架構中抽出副司長及增設政

治助理兩部分，等於是一輛汽車拆

了兩個輪子，難道這輛車還走得動

嗎？與其勉強駕㠥兩個輪子的車去

乞求反對派讓路，倒不如駕㠥四個

輪的車硬闖，就算闖關失敗，也可

以扯破反對派設下的拉布障礙，讓

市民看到他們將政治利益置於市民

利益之上的真面目。「玉石俱焚」

的結果，絕不會損害新政府的形

象，只會令反對派惹火燒身，被七

百萬市民所唾棄！

玉石俱焚 只會令反對派惹火燒身

不久前，中國社

會科學院公佈《中

國城市競爭力報

告》，在兩岸四地共294個城市中，香港

雖連續第十年名列榜首，但北京、上海

和台灣的台北市緊隨其後，這說明香港

的競爭力已被其他城市追近。經濟學家

們經過統計分析發現，世界經濟結構的

每一次調整，一般都要依靠科技含量

高、產業關聯廣、市場空間大的朝陽產

業，目前的新興產業正是具有這一特

性，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等。因此，香

港宜加快發展新興產業，推動經濟轉

型，逐步解決香港優勢收窄、競爭力持

續下降存在的諸多問題，提高香港的競

爭力，增強香港經濟的自主性。

政府應積極主動投資
從七十至八十年代起，香港一直採用「積極

不干預」政策，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
則，讓市場自由發展，曾被外界視為自由市場
的典範。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
後，世界各地掀起探討政府角色的廣泛討論。
無可否認，金融海嘯暴露出自由市場的弱點，
事實證明，市場會犯錯失效，市場並非萬能。
經濟提速能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這是治本之
方。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韓國、新加
坡、台灣和香港，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騰
飛，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被稱為
「亞洲四小龍」。但此後香港在「積極不干預」
政策下，蹉跎歲月，經濟轉型舉步維艱，發展
速度大幅減慢。筆者認為，今後特區政府應從
兩方面㠥手，加強政府角色。一是加強領導者
角色。香港產業結構失衡，金融地產等傳統支
柱行業獨大的問題存在多時，政府應帶頭加大
對新興產業、創新科技的投資，促進行業發
展，提高香港的競爭力。二是加強協調者角

色。政府應透過稅收、補助等措施，創造公平
合理的社會環境，讓港人能共用經濟成果，避
免市場過度傾斜。

促進香港產業多元化
未來5年對香港的發展極為關鍵，特區政府應

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傳統優勢產業，大力扶持和
發展高附加值的新興產業。另一方面，利用香
港作為開放的平台，組合國際管理、技術以及
大規模高水準製造技能、內地的市場等要素，
發展高增值的新興產業。雖然香港目前並不具
備發展創新科技產業的基礎條件，但在CEPA的
背景下，香港通過與內地和國際的合作，依託
要素創造和引入平台，經過不懈的努力，完全
可以逐步培育起高增值的新興產業。
香港面對外圍經濟因素不明朗，歐債危機揮

之不去，政府的不少政策得不到社會廣泛支
持。香港未來將進一步面對不少挑戰，民生方
面，面對高通脹、高樓價和人口老化等問題；
經濟發展方面，轉型步伐未如理想，土地利用
不足，產業欠缺多元化，均需要特區政府提出
相應措施應對。應對本港經濟下滑的挑戰，特
區政府需要促進產業多元化，更主動融入內地
經濟發展，以增強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香港
不能單靠金融業生存，長遠來說，大力發展新
興產業是香港的當前急務。新加坡人口跟香港

差不多，但在政府長期主導下擁有多元產業結
構，既有旅遊休閒等服務業，又成功發展資
本、技術密集型高端產業，近年經濟增長的速
度和質量已超越香港。

推動香港工業研究開發
不久前，來自全球四十六個國家和地區共789

名參展者雲集於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展示逾千
件發明創意和產品。香港代表以一部幫助中風
患者恢復手部功能的機械手──「希望之手」
獲頒全場總冠軍「格蘭披治發明獎盃」；另外
兩項發明也獲得發明金牌。消息令人鼓舞，顯
示本港發展科研的成效，且蘊藏具創意的發明
人才，若能進一步加緊在「官、產、學、研」
合作，加快將發明成果商品化，將有助促進香
港產業多元化，帶來經濟增長。
特區政府應加強推動大學與產業的合作，因

為科研成果需要善於利用，使之商品化，才能
發揮最大效益。當中涉及「官、產、學、研」
之間的緊密合作。筆者認為，香港的大學還應
加強學科與產業需求結合，爭取學有所用，提
高學生就業機會，同時令更多科研成果商品市
場化，並培育出科技創新企業。應該看到，內
地正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香港可加強與內
地的科研合作，這樣就拓寬了研究領域，甚至
國防科技也可以進行研究。

競爭力不進則退 香港宜發展新興產業楊孫西

桂松 資深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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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拉慘案」真相未明之時，敘利亞又發生哈馬屠
殺事件，敘反對派指責政府製造了一系列殺戮並宣佈退
出停火，初顯成效的安南和平計劃瞬時變得岌岌可危。
目前用「也門模式」解決敘危機的論調不斷升溫，然而
對比敘利亞、也門兩國國情可知，在敘利亞很難套用
「也門模式」。

也門前總統薩利赫下台之前，大量也門政府、議會高
官以及政府軍官兵倒戈，成為反對派主力。薩利赫對國
家幾近失控，他甚至在自己官邸遇襲，受了重傷，後前
往沙特治療。而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領導的敘政
權目前依然強大，政府軍雖有一些人嘩變，但沒有出現
如也門般成建制倒戈，遠未到傷筋動骨的程度，敘領導
機構也沒有分裂。另一方面，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敘利
亞自由軍」雖已擴充至一兩萬人，但與政府軍相比，其
實力仍較弱。
薩利赫統治也門30多年，深諳謀略，長袖善舞，被西

方稱為「蛇頭上跳舞的人」。雖然最終被迫下台，但他得
到了西方國家和海灣阿拉伯國家或明或暗的支持。在與
國內各派勢力反覆「討價還價」後，薩利赫簽署的權力
移交協議不僅保證他免於被起訴，而且也沒有明確終結
他的政治生命。
與薩利赫相比，巴沙爾顯然全無這些「優勢」。以美國

為首的西方國家和沙特、卡塔爾等海灣國家是敘境外要
求巴沙爾立即下台的中堅力量；在國內，敘反對派要求
巴沙爾政權對歷史上和該國局勢動盪以來發生的流血死
傷事件一概負責，估計不會讓巴沙爾享有薩利赫式的
「優待」。

此外，敘利亞反對派勢力始終比較分散，派系林立，
至今沒有實現統一。即使巴沙爾下台，敘反對派很可能
無法在短期內組成一個統一完整且能有效控制全國的政
權，敘利亞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概率很大，這將帶來災難
性後果。
目前敘利亞局勢發展日趨複雜化。分析人士指出，如

果安南計劃失敗，而「也門模式」也不適合敘利亞，該
國將面臨爆發全國性內戰的危險。而一旦敘利亞爆發大
規模內戰，對地區甚至世界將產生重大影響。正如安南
所說：「敘利亞不是利比亞。它不是內爆，它的爆炸會
超出其國界。」
處理敘利亞問題最務實的方法仍然是促使衝突各方通

過談判政治解決，而不顧一國國情，輕率使用外部干涉
實現政權更迭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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