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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委會未能於10月份如期通過長者

生活津貼，當局表示，政府須遵守財委會

「先批准後動用」的財政原則，計劃如在本

月通過，撥款不能追溯至10月份。立法會財

委會審批政府撥款申請是一個嚴肅的法律程

序，基於審慎理財原則，過期不能追溯，制

度歷年行之有效，成為紀律。政府應嚴加遵

守，不可逾越。若過期可以追溯，不但財政

紀律蕩然無存，而且會鼓勵滋長拉布之風，

令政府政策阻礙重重，後患無窮。

根據歷年慣例，政府需在財委會批准撥款

後，才能動用撥款，撥款生效日期均訂於財

委會通過撥款當天或之後。今次長者生活津

貼撥款建議如於11月通過，便不具追溯至10

月的效力。政府落實計劃需經立法會通過撥

款，是一個嚴肅的法律程序，在審慎理財原

則下，政府應嚴格遵守既有的財政紀律。

政府推行和民生有關的措施，事涉巨額公

帑，撥款不設追溯期是政府理財原則，確保

公帑用得其所。如隨便調整，重訂準則，不

但影響政府的財政信用，更為今後立下極壞

先例。應該看到，立法會今後仍需處理越來

越多具爭議性的撥款申請，現時立法會內民

粹主義當道，容許越期追溯會令議員拉布有

恃無恐，加大日後的財政風險，不利香港發

展。

長者津貼未能如期落實，在於部分議員沒

有尊重長者意願和主流民意，以致計劃被迫

延後，長者損失10月份的1100元津貼，責任

應由這些議員承擔。早日落實長者津貼已是

社會各界共識，在社福界和立法會內都是討

論多時的議題，政府急市民所急回應訴求，

不存在倉卒推行、漠視民意的問題。把資源

集中到最有需要的長者身上，亦獲主流民意

支持。反對派議員屢在技術枝節上拖拖拉

拉，浪費大量寶貴時間，拖延表決時限，變

相拉布，直接禍及40萬名長者的福祉，社會

應追究反對派責任。

不少長者近月紛紛向社署和長者機構查詢

長者津貼的落實情況，長者急於求得津貼紓

解生活壓力，迫切之情溢於言表，計劃延後

令不少長者大失所望。現時長者津貼計劃已

受影響，由於工作環環相扣，越遲批款影響

越大，立法會財委會應以長者利益為重，盡

快審議通過長者津貼，確保過程順利，讓長

者得償所願。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的一項調查發現，有60.7%

受訪市民指自置物業對個人來說「重要」及「非

常重要」，69%受訪市民認為長遠來說買樓勝過交

租，不過有77.2%受訪者擔心供樓會對他們的生活

造成很大的負擔和壓力。這項調查顯示，雖然自

置物業對市民而言是人生要事，但更多的市民擔

心難以負擔供樓。置業難已經成為香港民生天字

第一號的問題，要想解決這一問題，當局應積極

開拓新土地增加樓市供應，遏制樓價飆升，逐步

解決樓價與市民收入嚴重脫節的狀況，以逐步紓

緩市民「望樓欲穿」卻又無力供樓的矛盾。

在香港，自置物業對個人來說的確「重要」及

「非常重要」。60.4%的受訪者同意，擁有物業較易

找到結婚對象，這對年輕人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港人晚婚、獨身和不生小孩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置業難。許多年輕人年歲漸

長，因無法負擔供樓，只得與父母和兄弟姐妹住

在一起。有許多年輕人雖然結婚，但租金佔了收

入的大部分，因此無法生小孩將之供養長大。眼

看樓價節節上升，也令市民認為長遠來說買樓勝

過交租。但在香港，對許多收入有限但又無資格

住公屋的市民來說，買樓難，難於上青天。

更重要的是，如古人所說：「民之為道也，有

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讓百姓擁有

穩定的產業，使百姓具有穩定的心理，從而保持

社會穩定，這一管治之道對於任何時代、任何地

區，都具有普遍意義。新加坡人的住屋擁有率達

到92%， 讓新加坡人成為這個國家的利益攸關

者，是新加坡從一個資源匱乏、政治動盪、經濟

畸形的島國，迅速發展成為新興現代化發達國家

的重要原因之一。香港從過去漫山遍野的山邊木

屋，發展成為今天的面貌，也是因為有一條置業

鏈條激勵市民從棲身木屋到自置物業，從小屋搬

大屋。這條置業鏈條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刻苦

耐勞、勤奮拚搏、自強不息的香港精神。

但是近年來，樓價持續飆升與市民收入嚴重脫

節，令置業鏈條斷裂，影響所及，不僅結婚難生

小孩難，而且對勤奮拚搏、自強不息的香港精神

也產生了負面影響。針對樓價以遠高於入息增長

的幅度上升，達到市民難以負擔的水平，政府推

出「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打擊住宅短

炒活動。但治本之方是要積極開拓新土地，開拓

新市鎮。新界東北發展區可望提供約150公頃房屋

土地，建造53.8萬住宅單位，若加大密度，可容納

更多人，因此該計劃應克服阻力，抓緊落實。

(相關新聞刊A2版)

維護財政紀律 不可鼓勵拉布 市民「望樓欲穿」開拓土地治本

反對派圖開危險先例 財政開支隨時失控

港府守紀律 回溯期只定當月

工黨議員張超雄昨日在立法會會議期間辯稱，沒
有人想阻止有需要長者得到援助，但特區政府

為了面子而「企硬」、寸步不讓，令人遺憾，並再次
要求特區政府將追溯期訂為10月1日。工聯會立法會
黨團召集人陳婉嫻則稱，特區政府在推行計劃時操之
過急，故撥款前晚未獲表決，責任在於政府，又重申
倘政府不修訂原方案建議，工聯會「很難支持」，但
他們會繼續聽取意見才決定投票意向。

民建聯：接受現實挺方案
不過，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批評，反對派在前晚審議

長者生活津貼撥款期間不斷拉布，「（反對派議員）
講了幾個小時都未有正題，根本唔知道幾時才進入表
決程序⋯⋯方案都未過，講咩追溯期呢」。民建聯立
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則指，倘政府能夠將「長津」
追溯至10月1日，他們會歡迎，但大多數長者都很期
待取得生活津貼，希望有關的撥款越早通過越好，故
即使政府不將追溯期定在10月，民建聯都會接受現實
並支持方案。

葉太：或加重「拉布」風險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也支持特區政府將追溯期定在

「哪個月通過撥款申請，就由那個月開始計算」，指特
區政府有必要維持財政紀律，否則就會開了一個危險
的先例，加上反對派議員經常「拉布」，此舉只會加
重「拉布」的風險，「（有關的撥款申請）可以拖足
一兩年，如果撥款可以追溯至通過前的一段很長的時
間，特區政府將難以控制財政開支」。新民黨副主席
田北辰亦指，倘當局同意在追溯期上讓步，反對派定
會以此為借口，不斷「拉布」，「一直拖落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在出席立法會會議時

表示，他對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撥款申請受到延誤感
到很遺憾，但強調有關的行政程序複雜，「一環扣一
環、環環緊扣」的，任何延誤都會造成影響，而經過

前晚4小時的會議後，財會仍未表決，「已經錯失了
重要環節」，令實施計劃的時間表受到衝擊，令當局
未必可如期於明年3月推出計劃。
署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梁鳳儀進一步解釋，特

區政府一直秉持財政紀律，所有涉及社會福利的周期
性撥款建議的生效日期，歷年來都定於財委會通過撥
款當日或之後，即一般不具追溯效力；翻查過去10年
至20年的紀錄，具追溯期效力的撥款建議均牽涉周期
性的撥款決定，無論是公務員薪酬調整或部分每年需
要調整的撥款都沒有例外，「長津」的撥款申請只是
通過技術安排，在不違反財政紀律下，建議將生效日
期定於撥款通過當月的首日，倘議案在10月未獲通
過，就無法將生效日期追溯至10月。

張建宗促月中盡快表決
被問及當局何時會再向財委會提交「長津」的撥款

申請時，張建宗表示，特區政府已決定於11月16日財
會會議上再提出有關的撥款申請，並形容40萬名長者
都「十分心急」何時取得額外的1,100元津貼以改善生
活質素，故促請各立法會議員在11月16日財會上盡快
表決有關申請，「如果越遲批准，起動的時間就會相
對地進一步延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拉布」下，立會財務委員會前晚經過

4小時會議後仍未能表決通過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撥款申請，要待11月16日的財會再議，令40

萬合資格長者失去了1個月的1,100元額外津助。不過，多名反對派議員昨日就倒果為因，聲

言特區政府拒絕接納他們的意見，即無論有關撥款何時通過，「長津」的追溯期都應維持在

10月1日。特區政府反駁，由於行政程序複雜，及考慮到公共財政紀律的問題，當局必須維持

「哪個月通過撥款申請，就由那個月開始計算」的原則。

梁志祥籲各黨派為長者福祉協商

老人家斥反對派漠視民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長者生活津貼撥款一
波三折，至今仍「懸而待決」。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
祥昨日坦言，倘各黨派繼續各持己見，互不退讓，即使
有關撥款申請延至11月16日財委會再討論，最終只會
「拉布收場」，故呼籲各立法會議員以數十萬名長者福祉
為念，大家「坐下來」談一談，望能達成共識，令「長
津」盡快通過。

政綱轉政策需醞釀 籲先通過撥款
在立法會擁有7票、其中6票已決定支持「長津」撥款

的經濟民生聯盟，主席梁君彥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直
言，特區政府在推動有關政策時，部分工作做得不好，
尤其是自特首梁振英將其政綱轉化為政策時，醞釀時間

不足，也沒有再諮詢公眾，「新政府上任後做的幾場大
仗都輸，唔只係反對派，建制派亦很『勞嘈』」，並希望
政府汲取是次爭議的教訓。
不過，梁君彥強調，「經民聯」並不贊成部分黨派議

員對計劃的資產審查上限「開價」，質疑他們建議的上
限，缺乏客觀數據，故呼籲立會應先通過撥款，隨後再
開始檢討入息及資產上限。
另外，極有可能會在「長津」表決時投棄權票的「經

民聯」議員梁美芬昨日解釋，自己在選舉時，已承諾選
民自己支持沒有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但近月來社區民
意有所改變，支持有審查的比例較沒有審查為多，「處
於一種分裂的狀況」，在考慮到受惠於該政策的40萬長
者的福祉後，自己很大可能會投棄權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由於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拉布」，令財委會前晚經過4小
時會議後未就長者生活津貼表決，令40萬名貧困
長者將少收1個月增加的1,100元津貼，普遍市
民，尤其是本可受惠的貧困長者，均對反對派
議員「為反對而反對」感到失望，並狠批有關
人等硬要將「長者生活津貼」這額外生活補助
與「生果金」扯上關係，是漠視貧窮長者正處
於水深火熱的生活困境，要求反對派議員「盡
快放行」。

八旬婆婆促盡快通過撥款
現年80歲的鄭婆婆昨日向本報記者表示，自己

目前只靠兒子每月給的零用錢維生，入不敷
支，唯有靠執紙皮幫補生計，坦言倘每月有
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就毋須再執紙皮，故
對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申請未獲立法會通過感到
失望，並要求立法會盡快通過政府的撥款申
請。
73歲的蕭伯目前只靠積蓄與1,000多元的生果

金過活，但百物騰貴，食材價格尤其驚人，為

節省開支，他唯有到街市後巷執菜販丟棄的
菜；雖然特區政府提出的2,200元長者生活津貼
並非太多，但至少可讓他吃新鮮蔬菜，故他希
望立法會可盡快通過撥款。

市民：「長津」與「果金」無關
在昨晨電台「烽煙」節目上，大批市民狠批

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陳先生說，特區政府
早已表明長者生活津貼屬於額外的生活補助，
與敬老性質的生果金根本毫無關係，即令計劃
設立了申報審查制度，貧窮長者依然會受惠，
不明白議員為何硬要堅決反對，「反對派議員
簡直是橫蠻無理，對於他們反對計劃通過，我
確實摸不 頭腦」。
鍾先生同樣力撐政府設立資產審查制度，直

指立法會議員反對撥款申請的決定錯誤，再次
促請議員放行確保計劃盡早通過，讓更多長者
受惠。李女士亦質疑，反對派議員坐擁高薪厚
職，完全不明白長者每月獲多發1,100元就可改
善生活，隨意在立法會輕言反對，完全與社會
實際情況脫節，「我完全不明白（反對派）議

員搞咩？又要（勞工及福局局長）張建宗認
錯，究竟佢 （政府）幫長者有咩錯？我 處
於水深火熱 人，同有財政能力 長者劃分開
兩條隊有咩錯？懇請他們（反對派議員）唔好
再害我 」。

不審查重蹈希西財赤覆轍
蘇先生亦指，港人普遍都希望天下太平，人

人有工開、有飯食，但反對派議員，尤其是工
黨的張超雄甚麼都大力反對，又指香港不應淪
為「大花筒」，重蹈希臘及西班牙財赤的覆轍，
故他堅決支持計劃須設申報審查制度。
退休公務員薛先生則坦言，雖然他是計劃的

「既得利益者」，但為保護香港未來的長遠發展，
他支持特區政府設立申報機制，否則一旦經濟
緊縮，屆時下一代好可能要繳納重稅，「政府
派錢肯定得到支持，但議員確實要想清楚前因
後果，計劃是協助長者解決生活困難」。朱先生
強調，好多長者只是盼望安居樂業，擔心「長
者生活津貼」大幅增加未來10年的財政負擔，並
期望特區政府清楚點明計劃的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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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伯指現時入不敷支，希望撥款可

盡快通過。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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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財政紀律。梁祖彝 攝

■張建宗與梁鳳儀解釋長者生活津貼追溯期不可隨便修改的因由。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日公布
本財政年度首6個月，即截至2012年9月30日的財務狀
況：本財政年度首6個月的整體支出為1,906億港元，
收入為1,326億港元，因此有580億港元的赤字。政府
發言人解釋，截至9月的赤字主要是由於薪俸稅及利
得稅等主要收入均大多在財政年度的後期收取。
另外，政府財政儲備在2012年9月30日為6,111億港

元。

政府財赤580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