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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反對派輸打贏要礙溝通
立會兩極化嚴重堪憂 呼籲「退一步海闊天空」

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似乎越來越緊張，勢影響特區政府的有效施政。剛獲委

任為行政會議成員，「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在接受本

報訪問時坦言，今屆立法會似乎步入了一個「不是完全講理」的狀況，兩極化非常嚴重，反對

派不但多次輸打贏要，連特首梁振英的宴請也拒絕出席，令行政立法關係更難處理。他呼籲，

大家應「退一步海闊天空」多溝通，「如果大家都扎晒馬，就咩都無得做」，希望自己任行會

成員後，可協助雙方溝通，並在會內就不同政策反映工商界的意見，令特區政府在制定政

策時更能緊貼民意，掌握相關持份者的關注和擔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海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海煒）特
區政府即將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新
設「長者生活津貼」的相關撥款，
但多個政黨均要求放寬或取消資產
審查上限，惟特首梁振英已表明不
會調整資產審查。林健鋒認同當局
的做法，指「長者生活津貼」是按
現有的「生果金」機制，將津貼金
額加到2,200元，反問：「如果今日
推行、通過這個長者生活津貼，原
本享有『生果金』的長者馬上可以
有多1千多元，何樂而不為？」
多個政黨均提出要求放寬或取消

資產審查上限，否則難以支持方
案。林健鋒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直
言，重點是先讓有需要的長者可以
拿多1千多元的津貼，又指一個制度
出台，不是永遠不變，如以前生果
金是700元，現在加到1千元，又或

者資產上限亦有修改過。

推行過程中 隨時可檢討
他續說，現在世界形勢變得很

快，經濟環境亦變得很快，「如果
在一兩年內，在推行過程中，認為
需要調整，可以再提出來討論，任
何時候都可以再檢討」。「若議員仍
然要求先確定是否要資產審查的問
題，才考慮同意撥款，便變成『雞
先定蛋先』的問題。」
林健鋒再解釋，當局推出的「長

者生活津貼」，是按照現在「生果金」
機制，將津貼金額加到2,200元。現
有的「生果金」津貼金額是1,090
元，是需要65歲以上作資產審查，
「在這個基礎上，再給多一些額外的
津貼金額予有需要長者，大家不應
該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海煒）香港近年

如房屋、貧窮等社會問題有惡化趨勢，令特

區政府忙於應對這些內政問題，但同時亦令

協助開拓外地市場的力度未及早年。作為香

港總商會代表，新任行會成員林健鋒表示，

現時香港工商界到內地發展「大門」已開，

但許多「小門」未開，他很希望梁振英在忙

完這一段的扶貧措施後，可放一些時間與商

界一起到外地開拓市場，特別是如何將內地

的「小門」逐步打開，「最好可向中央爭取

一條百合匙，可以打開所有的『小門』」。

工商界角度提意見

梁振英在上任的3個多月一直忙於處理內

政問題，在扶貧、房屋等方面推出多項政

策，亦有不少聲音認為其政策偏向基層。

林健鋒希望，特區政府在制定任何政策時

都要平衡，「在任何會議中，有不同聲

音，有不同討論機會，制定出來的政策才

會更好」。擁有工商界背景的他，未來亦會

就 工商界角度去提供一些意見，希望官

員在制定政策時，可以更深入地考慮不同

方面的影響。

他坦言，近年聽到不少中產階層的意見，

指這幾年香港好多事情都很民粹，「他們認

為，對於有需要的人可以幫多小小，但要反

思是否所有公帑都是用在有需要人士身上，

不應濫用公帑」。他明白，梁振英的政綱中

有許多承諾，如房屋、扶貧優先處理，有些

其他方面的工作亦應排一下處理的先後次

序。

認同特首政綱求變
近年工商界積極向外拓展市場，尤其是通

過CEPA打入內地市場，但亦遇到不少困
難。林健鋒認同房屋、扶貧問題需要優先處

理，但亦好希望，梁振英在忙完這一階段的
房屋及扶貧措施後，可放一些時間，與商界
一起到外地開拓市場，「以往特首帶隊出外
開拓市場，外地的反應會好很多」。
就梁振英日前於立法會指「大市場、小政

府已不合時宜」，他認為，梁振英於政綱中
提出要改變，只要是可以配合香港經濟、社
會發展，並無問題，但改變不能太快、太
急。又希望，梁振英稍後可以更詳細解釋一
下如何調整積極不干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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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初的
行政長官選舉打得火熱，建制派中亦因而分
為不同陣營。一直被視為「唐營」的林健鋒
日前獲梁振英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被外界
指為「轉 」。他昨日在接受電視訪問時強
調，自己一向給予政府最大的信任，而「行
政長官是政府之首，我們亦要信任」，指
「大家不能樣樣都是陰謀論，否則沒有政策
可以推行到」。

坦誠討論尋找共識
回望年初的行政長官選舉，林健鋒昨日在

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形容，在當時的選舉
中，兩個候選人都是講一些自己認為可以令

到自己當選的建議，但現在選舉已結束，大
家不應太執 當時兩位候選人講的東西。兩
位建制派候選人的政綱有部分是相同的，亦
有部分不同，他希望梁振英可以看一看兩份
政綱，看看哪些是對香港好的，可以拿出來
一起討論。
被問到是否信任梁振英，他認為，「我們

對於我們的政府要有信任，不能樣樣都是陰
謀論，否則沒有政策可以推行到」。在政策
制定的過程中，可能大家會對政策一些內容
不同意，但不能只是為反對而反對，最重要
是有坦誠的討論，大家尋找共識，在政府提
出任何政策前，大家都有一個深入討論。
他承認，有些人認為自己接受行會任命是

有轉變，但他相信，選舉結束後，大家要團
結一起，為香港整體利益和發展出謀獻策，
如美國總統選舉時，兩個候選人會互相攻
擊，但相信選舉後不會再講這些東西。最重
要是，推動政府令香港整體經濟發展有一前
進和改善空間。

行會平台服務市民
另外，林健鋒早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對外界形容他加入行政會議是梁振英放
入「香港營」概念中的「花瓶」的說法只是
一笑置之，「我考慮的是，我是否可以在這
個角色中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做的事情是否
可以幫助到香港社會」。他形容，香港是資
本主義社會，在行會內多一把工商界的聲音
是好事，他亦視之為立法會外的另一個平
台，在這個平台上服務香港市民。

「唐營」健將信任梁振英政府

■林健鋒認為行政長官選舉已結束，大家應抱 信任的態度一起討論合作。圖為選

舉後梁振英和建制派共晉晚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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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海煒）行政會議成
員需要遵守集體負責制及保密制，但在一定程
度上或會限制了成員表達意見的空間。新任成
員的林健鋒在接受本報訪問時，並不認為加入
行會會令他的言論受限制：他自會在行會內表
達工商界的意見，按自己的意見自由發揮。但
他會遵守行會的制度，不會輸打贏要，自己亦
會盡力在行會內游說政府接受他的意見，「如
果最終仍然無法認同的，我一定會尊重行會的
集體負責制」。

不會與政府打對台
林健鋒在訪問中表明，在政策討論階段，他

會一如以往地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參與行
會工作，是涉及政策討論和制定，我有機會在
裡面表達意見是好事」。但強調，若行會一旦有
決定後，「我一定要尊重制度，否則不如不
做」，「我不會與政府打對台」。
不過，他相信，行會內有許多溝通空間，梁

振英亦會於行會下設立很多腦震盪的工作小

組，會是很好的交流渠道，他希望未來在經
濟、工商範疇有多些參與。
被問到他擔任行會成員後是否代表特區政府

已穩握經民聯的7票，林健鋒直言，不應一開始
便講數票的問題，「我們要將我們的信念，透
過行會等不同方式，向當局表達意見和進行討
論」；如果發現政策有問題，他們會提出意
見，若當局同意修改的，他們一定會支持，
「如果最終仍然無法認同的，我自己一定會尊重
行會的集體負責制」。

承諾尊重行會集體負責制

本報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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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特首率商界拓外地市場

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中成績未如理想的反對派政黨及政團，在今
屆議會上展現出「蛇吞象」的強硬姿態，經歷過事務委員會

正副主席選舉及政府帳目委員會選舉等「失利」後，多位反對派
議員已揚言與建制派「全面開戰」，令人擔心行政和立法關係雪上
加霜。

部分議員為選票懶理港福祉
林健鋒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在這問題上自相矛

盾：在議會職務選舉失利後就輸打贏要，「我（反對派） 家人
少，就鬧返你轉頭，指這是制度上的問題」，但坦言行政立法關係確
是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尤其是新一屆的立法會增加到70位議員，
質疑有部分議員做事未有以香港福祉為依歸，而是以選票為出發
點。「現在不只是建制派和反對派的對立，反對派內部亦有矛盾，
一種是比較激，一種是不跟常規去做事⋯⋯今屆立法會似乎步入一
個不是完全講理的狀態。現在兩極化非常嚴重，不只是建制派和反
對派，勞工界和工商界的兩極化亦嚴重，我不喜歡你就妖魔化你，
這對社會發展不好。」

拒赴特首宴行政立法難溝通
他認為，香港社會不是「非黑即白」，仍有許多中間的位置，大家

應有多一些溝通，「大家應退一步海闊天空，才能有所溝通」，「我
認為有溝通總好過零溝通」。
林健鋒以特首梁振英第一次宴請新當選議員吃飯為例，大多數反

對派都不願去：「如果我想同你合作，無理由第一次見面就把所有
東西放在 面，24小時內商定所有事情⋯⋯吃飯也是溝通的一種途
徑，如果這樣都不願意，又如何改善行政立法的溝通？」

冀吸納意見完善政策始出台
不過，林健鋒亦非常關注特區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是否充分聽取各

界的意見，不希望特區政府每次都是將政策交到立法會審議時才不
斷出現爭拗，又要多番進行修改才能通過。「我希望，將不同意見
帶入行會，在政策諮詢階段已經吸納不同的意見，使政策在出台前
已更好地完善。」未來特區政府推出政策，在最後拿到立法會討論
時，應已是有全盤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