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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答問大會上宣布五大民生措

施，涉及額外總開支超過78.5億元，受惠人數超過70

萬，包括新設每月2,200元「長者生活津貼」、長者醫療

券加碼至1,000元及每年5千個白表人士可免補地價購買

二手居屋等。梁振英提出的五大利民措施，不但體現

出新政府急市民所急、關顧民生的施政新風，而且回

應了市民最關注的安老、房屋、貧窮等三大議題，反

映新政府掌握社會脈搏，施政貼近民情。民生無小

事，解決好民生問題，社會穩定才能有堅實基礎。新

政府應以民生議題為突破點，促進社會和諧，形成齊

心促發展的局面。市民也應給予新政府更大的空間及

支持，以利有效施政，為民造福。

在新政府上任才16天的時間，已一口氣推出五項涉

及房屋、貧窮、安老的新政策，為基層長者改善生活

雪中送炭，為白表家庭置業提供多一個渠道，為安老

護老作出更大承擔，加上重設扶貧委員會等工作正在

密鑼緊鼓進行，顯示出坐言起行，議而能決的施政效

率，並體現新政府對於民生議題的高度重視。事實

上，梁振英在競選期間已將民生議題作為施政重點，

多次強調對當下各種社會矛盾，不能視而不見，即使

在過程中觸及既得利益，仍要迎難而上，勇於面對。

梁振英在當選後即率領各司局長落區體察民情，正是

重視民生的表現，多項政策也回應了市民的訴求。

悠悠萬事，民生為大。民生議題關係千家萬戶的切

身利益，任何政府解決不好民生議題，社會和諧穩定

將難以得到有效保障，政府的管治及威信也會受到打

擊。當前，本港社會種種深層次矛盾亟待解決，梁振

英及其問責班子確有必要貫徹關注民生的施政作風，

及早推出各項利民紓困政策，成熟一項便推出一項。

面對本港盤根錯節的社會矛盾以及複雜多變的政治形

勢，新政府施政將會面對更多挑戰。因此，新政府更

應以民生政策作為施政的突破點，先解決好市民最關

注的議題，以施政實效爭取更廣泛的民意支持，努力

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並藉此團結各方力量，形成社會

齊心一意謀發展的局面，為新政府施政提供更穩固的

民意基礎，並讓市民分享到社會發展成果。

梁振英表示，無論是掌握機遇，或者克服挑戰，香

港人都必須齊心一意，發揮正能量，減少內耗，爭取

更好的發展機會。確實，目前香港在經濟、社會、民

生等各方面，都處於十字路口。社會應給予新政府一

展抱負、落實施政的空間和時間。近期社會上出現的

「倒梁」歪風，不但會令新政府難以集中精力開展各項

有利經濟民生政策，更有可能將香港拖入政爭不斷、

內耗不止的政治漩渦之中。所有熱愛香港的市民，都

應抵制這股「倒梁」歪風，支持梁振英迎難而上，建

設更美好的香港。 (相關新聞刊A1、A2、A3版)

消委會調查發現，新學年教科書再度

加價，即使部分教科書與教材分拆後，

書價仍未見下調，消委會對此深感失

望，呼籲書商訂書價時要顧及企業良

心。書商以通脹、成本上升為藉口，在

部分教科書分拆之後仍然加價，漠視社

會感受，難免受到批評。為維護學生及

家長的利益，政府應採取果斷有效的措

施，主導教科書的出版，改善審批制

度，增加市場競爭，為減輕教科書開發

成本、繼而降低書價創造有利條件。

教科書是學生的必需品，書價連年上

升，家長負擔越來越重，不滿之聲日益高

漲。以往政府要求書商減書價時，書商曾

指教師使用的教材是教科書成本的主要部

分，減價有困難。於是政府又要求教材與

教科書分拆出售，希望通過分拆可以使本

來由學校負擔的教材費用，不必再轉嫁到

家長身上。社會亦期望分拆教材後，教科

書售價能明顯下調。可惜事與願違，現時

部分教科書即使分拆，也沒有減價，只是

加幅較低，達不到分拆教科書降低書價的

效果。對於書價不降反升，有出版商羅列

諸多理由，包括租金、工資、印刷成本上

漲，需額外支付版權費及行政費，乃至本

港學生人數不斷減少令市場萎縮等。書商

的解釋旨在將加價合理化，為家長減輕負

擔和企業的社會責任，在利益面前根本無

關痛癢。

政府曾提出自行招標出版教科書，本

來這是打破壟斷、迅速降價的辦法。可

惜，今年5月，當局認為招標及政府出書

做法不可行，令有關計劃無疾而終。其

實，不少學者和業界中人指出，教科書

減價未如理想，審批過嚴和資訊不足有

密切關係。所以，政府首先要做的，就

是完善教科書的送檢制度，使教科書的

開發成本下降，令小型書商也有可能進

入市場，增加市場競爭。同時，當局應

提高適用書目表透明度，如加入課本近

年的價錢變動、頁數及書評，書評將涵

蓋課本送審時在關鍵準則中獲得較佳等

級的項目，供學校在選書時參考。總

之，政府應下決心採取制衡書商的措

施，改變多年來家長任由書商宰割的局

面。 (相關新聞刊A24版)

五大民生政策體現施政新風 降低書價 政府應有所作為

各界撐梁履承諾顧民生
續要求跟進標準工時望社會給新政府時間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明日開
始接受提名，金融服務界議

員詹培忠昨日在立法會特首
答問大會上稱，他擔心有人
會利用「梁營」的旗號，或
令人誤會他會在今年選舉中
協助他人參選。行政長官梁

振英在回應時強調，自己在當選
當日已清楚地呼籲「競爭已經結
束，合作應該馬上開始」，「自
今以後，我們不應再有梁營、唐
營或者何營，我們只有香港
營」，故在9月9日的立法會選
舉，不會有所謂「梁營」人士參
選，「所有的立法會候選人，我
都會平等看待」。

不分梁唐何 只有香港營
詹培忠昨日在答問大會上稱，

有部分功能界別的代表，拿㠥
「梁營」的旗號去幫代表其他界
別的利益的人士競選、競爭：
「你如何避免被人利用你的名字
而去幫其他的對手競爭呢⋯⋯你
有甚麼辦法防止和杜絕這樣的流
言呢？」
梁振英在回應時強調，自己在

特首選舉後已表明，香港此後沒
有所謂「梁營」，只有「香港
營」，「我們是通過競選，希望
得到為香港社會服務的機會」，
故自己未來會繼續尋求全港的合
作，而不只是所謂「梁營」以至

支持另一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的
「唐營」或何俊仁的「何營」。
「在9月9日那場（立法會）選舉
當中，並無梁營人士參選，所有
的立法會候選人，我都會平等看
待」。

誠邀各派別 同為港做事
就有反對派質疑，他「只會」

參加由建制派團體舉辦的活動或
地區論壇，梁振英強調，由當選
即日開始，自己已盡了最大的努
力，促進3個所謂「營」之間的
合作，在候任期間，他亦與反對
派的朋友接觸、開會、交換意
見，也邀請反對派朋友加入新政
府的委員會，「和其他派別的朋
友，一起為香港做事」。不過，
他承認，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還有
很多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也有些
地方或許做得不夠細緻、不夠全
面，未來會繼續做，「只要我時
間許可，我接受這些邀請，我是
不分派別的」，如在約1個月前，
他就接受了街工的邀請，到葵芳
出席地區論壇，「競選已經結
束，合作應該馬上開始。在這個
工作上，如果有甚麼地方大家可
以提點我，使得我做得更加好，
可以團結香港絕大多數朋友，一
齊為香港做事的話，我是十分感
謝和歡迎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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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大體外經濟 拓港青發展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經濟發

展面對來自多方面的挑戰，行政長官梁振英
早前已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和金融發展局的
籌備委員會，研究未來經濟發展方向。他昨
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透露，經濟發展委員
會未來會檢視香港各個產業，檢視每一個產
業的發展空間、潛質和面對的挑戰等等，
「香港大大小小的產業都可以有自身的產業
政策」，又提出要加強協助在內地發展的香
港人，打造一個更加大的體外經濟，使年輕
人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促進創業 讓更多人向上流
多位建制派議員關注香港經濟發展的問

題。工業界議員梁君彥關注香港產業發展的
問題，梁振英在回應時匯報了有關「經濟發
展委員會」和「金融發展局」的籌備小組的
工作情況，其中「經濟發展委員會」的籌備
小組已經開始工作，委員會日後將研究具體
可行的政策，提升經濟發展的速度，從而增
加就業，提高工資水平，並且促進創業，使
更多市民可以向上流動，解決和紓緩社會問
題，使更多中小型企業可以壯大。
他續說，「金融發展局」籌備小組也已經

舉行過3次會議，研究金融發展局的工作目
標、職能範圍、組織架構和運作模式，未來
幾個月更會廣泛諮詢業界和持份者的意見，
在年底前向政府提交報告。
梁振英指出，在新架構未通過前，當局會

切實地去檢討如何在現有3司12局的體制

內，可以做到他在政綱內承諾大家做的措
施。「我們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
業都可以有它的產業政策，政府要做到適度
有為，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百業興旺。」
會計界議員陳茂波則提出，現時有數十萬

香港人在內地發展，但當局未有提供協助，
有點「孤兒仔」的味道，反觀外國的商人去
內地發展業務的時候，都有本國的商務參贊
幫助，他要求當局加強協助在內地發展的香
港人或香港企業，促進他們的發展。
梁振英亦強調，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擁有經

營體外經濟的香港企業主、經營者及就業人
士。香港人在內地的一、二、三線城市為香
港打造了一個有活力而且體積相當龐大的一
個體外經濟。要為青年人創造更加好的向上
流動機會，其中一個是打造一個更加大的體
外經濟，使一部分中、上層的管理人員、專
業人士可以轉移到內地，騰空職位給下面的
人上。
他續說，特區政府會先了解在內地長駐工

作的人士的整體狀況及生活需要，包括他們
的子女在當地接受教育的需要，了解香港在
內地發展的強項。其中一個方向，是提升特
區政府駐內地的經貿辦事處的職能，要做到
適度有為。
對於他在施政理念中提出考慮設立一個策

略性的投資機構去支持產業，梁振英澄清，
有關投資機構與主權基金有所不同，是對有
利於香港長遠發展的新興產業作出前期投
資，並且引導民間資本參與。但當局在物色

這類對象或項目時，一定會十分慎重，避免
有任何官商勾結的實質情況，或者觀感上的
猜疑。
工程界議員何鍾泰關注政府基建發展，指

業界擔心未來「十大基建」完成後，會出現
新工程未能銜接，導致業界失業率上升。梁
振英承認，眼前及未來幾年，會有工程量過
份集中的問題，但相信香港是不愁沒有或缺
少工程項目。特區政府總的來說，有合適的
財政能力推動，而社會亦有這樣需要。同
時，當局亦不希望見到，當一些大型工程集
中在某一年施工時，工程造價肯定比原來的
預算高出很多。
他指，未來特區政府希望每年有較穩定、

較均勻的工程量推出，同時亦會希望能夠吸
收過去的經驗，譬如在環評和其他涉及到法
律的問題上，準備得好一些，希望能夠避免
出現一種情況，宣布一個項目之後，突然間
受到挑戰，令到這項目推遲，變成後面的工
程堆在一起，造成工程量不均勻的情況。

兩大挑戰：鄰城競爭 外圍風險
展望未來的經濟形勢，梁振英形容，香港

未來經濟發展既有機遇，也面對兩方面的挑
戰，一是鄰近城市的激烈競爭，二是歐洲債
務問題惡化、世界經濟低迷、亞太經濟下滑
的風險。香港人必須齊心一意，發揮正能
量，減少內耗，爭取更好的發展機會，掌握
好國家和亞太地區的發展所創造的機遇，更
要用好國家給予香港的支持。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
上發表開場白時，公布了其政綱中承

諾的5大惠民政策，又強調新政府剛開始運
作，「我知道許多市民寄予厚望和支持，但
我亦知道不少人對我和問責團隊有所質疑。
我希望大家能夠給予新政府空間和時間去做
實事，讓我們以更貼近民情、更有成效的政
策，爭取市民的信任，回應社會的訴求。今
日，市民對從政人士，無論是議員或官員的
操守都有極高的要求，我和我的團隊會時刻
警醒，面對批評和質疑，有則改之，無則加
勉。我承諾會行之正道，以身作則，致力建
立廉潔奉公的政府」。

劉江華：梁關顧民生民心
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表示，梁振英是日答

問大會的表現相當好，指梁振英自本月初上
任後，儘管連續兩星期都「遇到挫折」，但
仍然盡力落實其政綱的多項惠民措施，回應
在落區時聽到的市民的訴求，證明他的確關
顧香港市民的「民生」和「民心」。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㠒指

出，梁振英宣布的惠民措施回應了香港市民
期望和訴求，方向是正確的，並希望政府問

責團隊能盡快投入工作，盡快落實不涉及爭
議的惠民政策，否則或會令市民對新政府的
信任下降。

黃國健：望盡快公布細節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坦言，梁振英正式上

任半個月即提出惠民措施，是一個起步點，
希望對方盡快公布特惠生果金及醫療券的細
節，該會並會繼續爭取立法訂定標準工時的
問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亦指，梁振英公

布落實的多項民生政策，都是大部分市民所
渴望的，尤其是特惠生果金計劃，他期望特
區政府在入息審查時會從寬，並降低領取年
齡限制，令更多長者受惠。
經濟動力召集人林健鋒表示，梁振英在施

政報告公布前率先宣布多項惠民政策是無可
厚非的，最重要的是可以盡快解決市民及社
會的訴求，又希望新醫療券計劃可以適用範
圍擴展至包括牙科等，令計劃更靈活。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指，梁振英已在大

會上回應了不同的民生問題，而提前回應市
民的訴求是無厚可非的，「特首需要時間去
挽回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譚偉豪：倡醫療券2,000元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譚偉豪則表示，梁

振英是次回應了他的競選承諾，並指生果金

「早得一日得一日」，應該盡快推出，而目前
私營醫療收費十分昂貴，新醫療券計劃增至
1,000元仍不足夠，認為應增加至2,000元。
不過，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及工黨主

席李卓人，就從陰謀論的角度去解讀各項惠
民措施，稱梁振英是以「小恩小惠」去「轉
移公眾對政府的不滿」，並稱巿民不會因為
新政府「派糖」而「忘記他的誠信問題」。

特
首
：
參
選
立
會
無
分
﹁
梁
唐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兌現其「急市民所急」的承

諾，並吸納了民建聯和工聯會等建制政黨及政團的意見，落實其政綱中的5

大惠民政策，立法會各主要政黨及政團均對此表示歡迎，並續提出要求當

局落實標準工時等民生訴求，他們讚梁振英在正式上任後第十六天已開始

履行其競選承諾，值得支持，並希望香港各界給予新政府問責團隊時間和

機會，讓他們逐步落實各項惠民措施。

■劉江華認為梁振英各項民生措

施，並非只「派糖」轉移視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王國興表示，答問大會上提出

多項民生政策，都是市民所渴

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黃國健希望，梁振英能夠盡快

全面落實競選承諾。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葉劉淑儀認為，梁振英表現中

規中矩，回應了不同的民生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陳茂波認為，梁振英已經回應

了市民訴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 梁 太 與 林 煥

光、鄭耀棠、廖

長城、史美倫等

參加梁振英答問

大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