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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升淡水供應的衛生水平，
我們建議在未有使用冷水或熱水
供水設施一段較長的時間（如一
個星期），應打開水龍頭最少一分
鐘，將水龍頭附近的一些「死水」
排走。因為這些「死水」可能存
有無數不同的細菌。「死水」是
一些沒有流動的水，由於較長時
間停留在水管內，有機會大量滋
長細菌。
眾所周知，退伍軍人病桿菌，

通常是在淡水水塔的環境下，由
於維修檢查不足而滋長。工程
注意到最近在英國愛丁堡出現懷
疑由工業用水塔引發的退伍軍人
症爆發，導致一人死亡及三十多
人受感染。而在本港，政府最近
公布分別在觀塘和紅磡區淡水水
塔發現退伍軍人病菌數量超標的
樣本。另外，去年年底在新政府
總部水龍頭等地方亦驗出退伍軍
人病桿菌，我們覺得應提升大眾
對該病菌的認知及防範意識，以
免大規模爆發。

跨業界攜手制定預防策略
香港政府早於1985年已成立香

港預防退伍軍人病症委員會（下
稱委員會）去制訂相關預防退伍
軍人病症的策略。委員會在2007
年出版的相關工作守則更提出多
項措施關於淡水水塔的設計、操

作及維修指引，以供業界參考。
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讓委員會內
的醫療和工程界的專業人士能攜
手合作，各展所長，共同保障我
們的生活質素。而相關水塔工作
守則亦已在今年4月再次更新。該
守則提倡於新建樓宇的冷水或熱
水供水系統在投入運作前應進行
清潔及適當消毒。當中亦需清楚
釐定承辦商及樓宇擁有者的責
任，並應有共識去盡量縮短消毒
後與投入使用的時間，以減低桿
菌滋長的機會。

加強認知 確保衛生
香港政府為提升能源效益並加

強節能減排，近年積極提倡使用
淡水水塔式的空調系統，所以加
強大眾對淡水環境中滋長的退伍
軍人病桿菌的認知是必需的。就
此工程匯提倡在淡水設施停用一
段時間（如一星期）後，必須打開
水龍頭排走「死水」一分鐘，以確
保水質的衛生水平及保持良好的
生活環境。特別是在暑期季節，
與家人出外旅遊後應加注意。
要保障並提高我們的生活質

素，我建議委員會應定期檢視現
行守則的成效及對遵從守則作出
合適的監督，並且強化對公眾的
教育及認知，從而達到防範有序
之效。

香港醫
療服務水

平在國際上有很高的評價；然而，在本地
人的角度來看，香港的醫療體系卻是千瘡
百孔，理由是醫療水平和醫療體系是兩碼
子的事。人們所說的醫療水平，是指醫治
病人的水準，在這方面，香港醫生的專業
能力、醫院的硬件設備、醫護人員的專業
態度等等都是受人稱道。可是千瘡百孔之
處，是指醫療體系的不完善，醫護人手長
期處於短缺狀態，除了工作量沉重之外，
也容易產生醫療事故，造成醫療體系壓力
巨大，這正是香港醫療體系備受批評的地
方。

醫護人員缺口問題嚴重
在醫療體系人力資源上，主要是前線醫

生和護士不夠，兩者人手不足的問題都相
當嚴峻，當中尤以護士人力缺口的問題更
為嚴重。
對醫生來說，他們由於專業培訓需時，

所以他們轉換專業的情況並不普遍，比較
多是由公營醫療體系轉去私營醫療體系，
但護士的流動性卻遠比醫生的大很多。除
了由公立醫院轉到私家醫院外，也有不少
護士選擇離開其所屬的醫院體系，有的護
士是乾脆由護理業直接轉換到另一個專
業，有的護士是由醫院轉往護理相關的服
務專業，如療養院、安老院等，而後者對
護士的需求日增，更是影響到公立醫院的
護士人手編制。
這個現象的出現，和人口老化問題日趨

嚴峻有關。人口老化除了帶來撫養的經濟

壓力外，如何照料老人，和相關的護理服
務也變得很有需要。所以也就出現一個情
況，就是在安老方面的護理人員的需求上
升，很自然這個人手上的需求，會帶動護
理界的人才移動。正如上文所說的護士轉
業情況，也對醫療體系的護理人員需求產
生影響，所以如何增加護理人員已經不單
只影響醫療界，其實是對整個護理專業的
考慮。
在面對護士需求日增上，目前有一個聽

起來很簡單的方法，就是香港可以向鄰近
國家和地區輸入護士。可是，這是一個短
視的觀點，我們不要因為目前護士數目不
足，便以為輸入外來護士便可解決問題。
因為若果只是為了應付護士數量不足而增
加輸入外地的護士，其實只是在數量上解
決了護士人手的不足，但卻沒有對護理質
量作出通盤考慮，也沒有正視護士不足的
深層原因。

輸入外來護士非治本之法
輸入外地護士以填補護士不足的空缺，

這只是為了應付指標上的要求，並非將護
理水平的提高。需知道護理是一種很人性
化的服務，除了是在前線照料病人外，還
有其服務人性化的一面，例如在應對和照
顧病人、家屬的心理狀態，換言之，護理
是一個全人、貼心的醫療專業，輸入外來
護士只能達到部分護理要求，而不是護理
專業的全部。在這裡，筆者要強調的觀點
是，筆者不是反對輸入外地護士，反之筆
者是贊成要適度引入外來護士，只是我們
不要誤以為輸入外來護士便是問題的完

結，因為外來護士只能幫助減輕前線護士
不足，有助紓緩問題的嚴重性而已。
所以護士不足不能簡單的以輸入外來

護士來作解決，外來護士只可作為補充
護理人員不足的一部分助力，而香港也
要培訓自己的護士。護士培訓也不應、
亦不能放棄本地化，因為現在護士不足
而考慮輸入外地護士，但這是逼於無奈
的現實考慮，長遠面對這個問題，正道
還是要靠本地培訓，以本地護士的服務
強項，來補充外來護士在護理專業服務
上的不足。筆者以為，在護士人才的培
訓上，我們要用一個戰略的眼光，去審
視總體的考慮，而不是一時的人力需
求。我們需要的是全面的人力統籌，需
要的是前瞻性的看問題，而非只看目前
護士數量的多寡，否則會重複先前削減
護士學額的覆轍。還記得在早一陣子的
時間內，香港因為護士學位化而將醫院
的護士學校關掉，到後來本地大學又因
政府撥款問題而不能增加護士學額，造
成護士人力資源供應斷層，這個護士人
力資源供應鏈上的裂縫，是引致目前護
士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這個角度看，一個具遠見的護士人力

需求預測、護士專業培訓是必不可少。我
們也不要單看註冊護士的數目，而是要看
實際的人力供應，因為不少註冊護士並不
在護理界服務，而是在上文所提到的其他
界別服務。至於改善護士的工作環境；持
續培訓、增進護士的專業水平，更是保留
人才、吸引人才的必要條件，香港在這方
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以戰略眼光處理護士人才培訓問題
蘇偉文 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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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一則關於稅務的新聞，指
「稅務局因應市民普遍獲得加薪，於
是今年派發薪俸稅報稅表的數目較
去年上升5%，達216萬份，數字創了
歷史新高」。驟眼看來，打工仔加薪
了，又成為納稅階層，大抵應算得
上是好事，不過，若將這則薪俸稅
新聞看得更細緻一些，便發現內有
乾坤。
薪酬提升是好，但增幅卻被輸入性

的通貨膨脹蠶食了。結果是，生活質
素好不了多少；而樓價所帶動的租金
攀升，令無樓一族的打工仔要繳付更
高昂的住屋開支。在七除八扣後，表
面的薪酬增長，已幾近被通脹完全消
耗掉！假若有打工仔因此表面的薪酬
增幅，而需要繳納更多的薪俸稅，真
的是有苦自己知！

納稅的人 是苦也是甜
觀察香港薪俸稅項的稅款分布，又

可進一步了解香港打工仔的薪酬待遇
真貌。數據顯示，年薪逾90萬元的受
僱人士數目，較去年增長超過一成，
最新人數為11萬3千多人，僅佔總勞
動人口3.1%；然而他們所繳納的薪酬
稅款竟然佔本港整體的薪俸稅近
70%。除了這類「打工皇帝」之外，
年薪30萬至60萬的中層打工仔女數目
亦有上升趨勢，新公布的數字大約為
47萬，按年增長亦逾7%。這一系列的

數字說明，雖然高、中收入的打工仔
女數目近年有不錯的增長，但整體而
言，即使同是打工仔女，貧富懸殊的
現實情況仍然非常嚴重，整個社會的
打工仔女薪酬，高度集中於上述不足
60萬人的手中，即是少於整體的360多
萬勞動人口的六分之一。換言之，在
香港「有資格」納重稅的，擔子實在
不輕；可是，未被納入稅網的基層打
工仔，生活的艱苦更是不足為外人
道。

稅款所帶來的啟示
香港人的精神就是艱苦拚搏，靈活

走位，只可惜整個社會的工作崗位和
階層流動性，在經歷過去三四十年的
黃金發展期後迅速減少了；而產業轉
型又需時，未能立竿見影地惠及整個
社會的各個階層。事實上，不論是個
人，還是公司的稅收，都集中在極少
數人身上，貧富差距過大，對維持社
會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繁榮發展並無好
處。故此，政府整體稅收的增加，其
實只是繁榮的表象；社會要真真正正
地健康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就是每一
個努力工作的打工仔，都能分享社會
繁榮的成果，及令他們都能做個生活
持續得到改善的快樂納稅人。反之，
若多數打工仔薪酬的增速持續追不上
實際的通貨膨脹；而稅制的「財富再
分配」功能，又不能妥善處理基層勞
工的困窘時，這為數以百萬計的勞動
人口及其家人的生活，還都是一個
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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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行人路，學生哥將接過來的《爽報》
隨手轉贈予路邊拾荒的老婦，用行動向《爽
報》說不。無他，只因《爽報》成為教育界
和家長的公敵，其內容渲染不必要的情色，
插圖特意加插坦胸露臂的模特兒，或就性感
女星的低胸晚裝作大特寫，品味低俗。
一般傳媒都有其宗旨定位，《爽報》自然

也不例外，然而，掛在那個道德價值貨架上
的，只有四個「X」，暴力、情色、失實、
博彩四個交叉。不雅免費報章為谷發行量，
圖文插圖屢有新創舉，女性胴體只成了宣傳
品，醜化女性地位，不良意識也隨免費報刊
攻陷校園防線，教壞下一代。這邊廂《爽報》

賺取了廣告收入，那邊廂社會的代價則是道
德水平下降，不良援交風氣有買有賣，社會
傷風敗德幫兇矛頭直指宣淫免費報！
早前，有關注團體進行調查，得悉有逾七

成青少年曾經接觸不雅及淫褻物品，而免費
分發的報刊則是其中的主要媒介！另外，即
使免費報大肆宣淫，政府負責執法檢控程序
卻緩慢，未能阻止淫報天天向青少年打針播
毒，筆者在此補充，堵截免費報的不良訊息
還有賴校方、家長和青少年意志。
不健康的資訊除了來自其文字、內容和圖

片，也有其意識和潛立場，成年人普遍有意
志和社會閱歷，可自行判斷對錯；可是，青

年孩童入世未深，卻一周五份的把不良資訊
像填鴨式餵飼，潛移默化下把香艷文化灌輸
進下一代心田，動搖社會道德的基石，欲摧
毀教育界多年來護苗的努力。
破壞往往較建設來得容易，《爽報》在過

去八個月似無孔不入，像不受歡迎的飛蟻般
鑽進校園和社區的每一角落，蠶食社會道德
並繁衍變種成白蟻，蛀壞價值觀核心的每一
建材。孩童在適當的培育和栽培下可成材；
相反，在反社會文化的渲染下，青少年心智
只會被情色暴力資訊蒙蔽，衝擊道德防線和
法律。我們總不希望見到再有人在閱了淫穢
書刊後像失心瘋似的公然調戲良家婦女。

全城譴責《爽報》惡行朱家健 青年與政策局官員交流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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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GDP被廣東遠遠拋離

回首十五年來的風雨歷程，今日香港無疑有值得自

豪的理由。十五年來，香港在「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及高度自治的國策指引下，在中央的支持及關懷

下，成功化解了各種衝擊，保持了繁榮穩定，經濟取

得了相當大的進步：

香港1997年的GDP為12,200億港元，人均GDP27,055美

元；2011年香港的GDP達18,909.39億港元，折合

2,429.23億美元，人均GDP265,949港元，相當於34,288

美元，雙雙創出歷史新紀錄。

香港的成績不俗，但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挑戰下，

在周邊地區尤其是內地的飛速發展對照下，卻有明顯

的不足。經濟結構不均衡、人力資源質素不高、政府

管治引領能力不足等等，令香港的種種深層次矛盾日

益深化，經濟社會民生都出現相當大的問題。我們且

和最鄰近的廣東省比較：廣東省1997年的GDP僅

7,315.51億港元，約882.45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10,428港元，約1,258美元。但廣東2011年GDP已經達到

52,673.59億元，折合8,155.32億美元；人均GDP50,500港

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7,819美元。

廣東省的GDP在有作為的政府引領下急劇上升：1997

年，廣東GDP僅及香港的六成，六年後的2003年卻已超

過香港。2008年，廣東GDP達35,696億元，已然超越香

港一倍多。今天的廣東，已經從十五年前遠遠落後於

亞洲四小龍的小夥計，變成了GDP成功超越香港、新加

坡和台灣，與韓國並駕齊驅的強大經濟體。十五年前香

港領先廣東的好多行業，甚至是專業領域，但十多年後

的香港有相當部分已經落後於廣東以及內地其他城市。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光在於過去十五年香港經濟令

人惋惜的緩慢增速，還在於刻下面對的全球經濟雪上

加霜，發達國家，也就是香港的主要出口市場將長期

不景，財政緊縮的嚴峻前景。

世界經濟壞消息空群而至
尤其是5月份以來，不利消息空群而至：歐債危機繼

續惡化，亞太地區製造業不景氣，美國失業率上升，

中國內地經濟增長大幅減速以至出現硬 陸風險。釀

成了美歐亞包括香港股市暴跌，短短兩三周就令許多

國家及地區今年以來股市的全部升幅歸零，金融市場

動盪加劇。

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勞工部公佈5月份全美

非農就業人數僅增69,000人，為一年來最小增幅，並遠

低於155,000人的預期增長，可說是確認了美國經濟遠

未脫困。特別是美國失業時間超過27周的長期失業者

人數，竟從4月份的510萬急增到5月份的540萬，長期

失業人口已佔美國失業總人口的42.5%！民怨升騰，不

滿情緒急增，奢談「改變」卻無實績的奧巴馬日子日

益難過。

歐債危機繼續惡化，最新民調顯示希臘反對緊縮措

施的左翼聯盟支持率暫時領先，當局已不得不召開緊

急會議，研究向能源企業提供財政援助，防止該國的

電力和天然氣系統崩潰。西班牙銀行則遭遇撤資潮，

國債風險飆升。影響所及，歐洲經濟三大領頭羊德法

英的股市皆受重創，社會不穩定因素上升，民心思

變，投資者信心急降，以至大量資金撤出歐洲，轉投

黃金和美國國債。黃金價格大漲，國際油價則持續暴

跌。美國、亞太和歐洲這三個主要經濟增長區域同步

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使得全球經濟前景陰霾重

重，復甦的機會顯得越來越渺茫。

更何況，二戰以來，西方「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

利制度，已成為歐洲重振的最大阻力之一。歐洲國家

幾乎全覆蓋的免費醫療、福利支出，平均佔政府總支

出的50%左右。在不少國家，失業兩年後還可以領取相

當於失業前工資的80%，失業救濟不但成了社會福利開

支中的最大項目，更成為推動高失業率的動力。再加

上西方國家已普遍老齡化，2010年日本、歐洲和美

國，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22.7%、

16.5%和13.1%，遠遠超出了7%的老齡化社會警戒線。

而且，歐元區國家雖擁有統一的貨幣政策，但缺乏統

一的財政政策，各國財政預算也缺乏監管，以至十多

年來歐洲經濟一體化跛足前行。種種深層次的結構性

的矛盾，令歐美日的經濟欲救無從，只能不斷印鈔，

將經濟及社會問題的炸彈引爆期推向將來。

內地把穩定經濟放在首位
與此同時，不得不指出的是，自去年底以來，內地

經濟下滑過速，令人擔憂。國家

公佈的一系列數據表明，作為先

行指數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5月份已經降至50.4，距離收縮僅一步之遙，按

月跌幅更高達2.9點；其中，新訂單更已跌至49.8，小型

企業還大挫3.9點至45.2，兩者均已處於收縮境地，反映

經濟前景正在急速惡化，硬 陸的風險實在是揮之難

去。而作為今次經濟二次探底的元兇歐洲，同期PMI則

低創45.1，強如德國也僅45.2，同樣是3年以來的最低

水準。當然，經濟數據將持續轉差，幾乎在全球經濟

界人士的意料之內，但如此兇猛的惡化勢頭，卻又遠

超市場想像。

唯一可以慶幸的是，中國最高當局已經再次把穩定

經濟放在最為顯著的位置。因為唯有保增長，方能保

就業，進而保穩定，最終保持中國作為世界增長極的

龍頭地位。事實上，中國內地首季通脹已經持續回順

至3.8%，展望將來仍將繼續下探，再加上相較於刺激政

策早已走到盡頭的歐洲，中國內地還擁有不小「再寬

鬆」的空間，香港也完全是因為背靠中國內地這一強

大靠山，才有了避免在這一波世界經濟危機中再遭滅

頂的可能性。

香港人必須認清四個關鍵點

綜上所述，筆者想強調的是香港的今天來之不易，

但香港未來所面對的挑戰卻遠超過往。因此，正在迎

接回歸十五周年的香港人必須真正認清形勢，認清以

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未來管治班子肩上的重任，認清那

些以民主為名的政壇丑類禍害香港的手法和目的，認

清香港的將來已經緊緊寄託在祖國的繁榮穩定之上。

只有認清這四個關鍵點，我們才會更加自覺地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才會更加自覺地維護香港的核心價

值和社會公義，才會更加自覺地支持以至參與推動中

華統一振興的偉業，也才會有香港以至國家更加美好

的將來。

回歸十五載再論香港的困局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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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東
全國政協委員

■陳振東

香港回歸即將踏入第十五個年頭，不少港人被那幾個在立法會內

拉布的激進分子鬧得心煩意亂，許多報章也只知道把大篇幅的版面

投放在香港政壇的八卦新聞之上。殊不知，時下香港最大的危險，

並非立法會內幾乎無日無之的小丑表演，而是廣東道上大幅減少的

南來客、餐飲百貨業中急劇減少的生意額，以及過去數周跌得股民

血流成河的 生指數。要知道全球經濟時下正是雪上加霜，香港賴

以生存的內地經濟也出現減速以至一定程度的失速跡象。大多數從

事出口生意的港商，無不叫苦連天。種種現象正在給予香港強烈警

示：再不收拾心情一心一意謀發展、振經濟、減爭拗，一場大的經

濟危機隨時可能襲來，重演香港回歸後亞洲金融風暴的慘烈一幕。

筆者以為，在護士人才的培訓上，我們要用一個戰略的眼光，去審視總體的考慮，

而不是一時的人力需求。我們需要的是全面的人力統籌，需要的是前瞻性的看問題，

而非只看目前護士數量的多寡。從這個角度看，一個具遠見的護士人力需求預測、護

士專業培訓是必不可少。我們也不要單看註冊護士的數目，而是要看實際的人力供

應，至於改善護士的工作環境；持續培訓、增進護士的專業水平，更是保留人才、吸

引人才的必要條件，香港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