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擔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後鮮有接受傳媒訪問的邵善
波，昨日接受電視台訪問。他在談到有人不滿特區政府

在電視、報章賣廣告宣傳政府政策時反駁說，特區政府目前
難以向社會傳遞訊息，故有必要透過所有的「合法途徑」去
盡力解釋及推動政府的觀點，「反對或者不同意的人都不時
在報紙賣全版廣告」，故不認為政府在媒體賣廣告有任何問
題。

政客頻賣廣告 當局難「中立」
針對有反對派質疑，有地區的民政事務專員「鼓動」地區

人士表態支持政府的政策，他形容這是「滑稽的批評」，因為
「政府不可能窩在總部便做得成事情」，一定要參與民意討
論：「整個(香港)社會現在是一個選舉政治的社會，政黨或者
政客不斷每日在社會上鼓動某些事情，如果說政府就是要中
立，不能夠鼓動意見，不能推動的話，政府豈不是坐㠥捱
打？⋯⋯政府有責任，而且是很重的責任，出來解釋、推動
它認為對社會整體有好處的做法和看法。」

中策組是參謀 非研究機構
被問及有關的「宣傳」工作，會否改變了中策組角色，

「偏離政策研究工作，淪為政治工具」時，邵善波澄清，政策
研究只是中策組工作的一部分，「中策組做政策研究這個講

法，㝄㝅唔㝄㝅⋯⋯中策組，很多人以為是中央政策研究
組，其實我們沒有『研究』這個字，研究只是我們政策醞釀
過程的一個部分」。他強調，中策組角色是政府推行政策的

「參謀」，將建基於研究的政策結合政府行政程序、資源、社
會政治環境等現實，向政府提供意見，而工作性質也很彈
性，只要特首、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要求，他們就會全
力配合。

用網上平台 歸納民意動態
他續說，自己在接掌中策組後，除了透過舊有的電話訪

問、街訪和焦點小組做民意調查外，更開始比較全面留意網
上動態撰寫報告，從網上媒體，包括個人博客、Facebook、討
論區等平台歸納出民意動態，並留意事件與社會行動、傳統
媒體的互動，並坦言網上輿論對公共政策、政府行為影響越
來越大，即使要花很多資源，政府都要去做，否則政府行為
很難避免會有偏差。

人事任命有據 無「政治分贓」
另外，有部分人質疑中策組近期的多項人事任命，並以曾

任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在特首選舉時支持特首梁振英的高
靜芝獲任命為全職顧問為例，稱對方並無政策研究經驗，也
無教授名銜，質疑中策組的任命是「政治分贓」。邵善波解

釋，中策組獲委派的新工作，是協助特首物色人選，參與政
府的諮詢及制訂長遠規劃，但中策組過去20多年沒一個顧問
做過這類工作，需要聘請一名全職顧問處理，而高靜芝有數
十年的人力資源管理經驗，社會上有相當人脈，是適合處理
該項工作的專業人士，又強調有沒有教授名銜，並非出任中
策組全職顧問的必要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日前6小時會議，因反對派再次

「拉布」而無法就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撥款申
請進行表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

日表示，由於「長津」計劃籌備四、五個
月，倘財委會遲遲未能通過有關的撥款申
請，特區政府不排除計劃或未能如期於明
年3月推出，但強調當局會繼續努力，以鍥

而不捨的精神，希望爭取立法會早日通過
有關的撥款申請，包括向財委會主席申請
增加會議節數，及在財委會一旦同意通宵
開會審議時全力支持及配合。

申請加時 盼財會批准
張建宗在前晚財委會未能表決「長津」

撥款申請後，向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建議在
本周五(11月23日)舉行的財會上，最少預留
1節共2小時會議去處理前晚未完成的議員
修訂。他昨日在出席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主辦的「長者日2012－香港第三齡學苑 知
樂自得每一天」活動後表示，如有需要，
當局會向財會主席申請增加更多節數去審
議「長津」，但要顧及到財會可能會有其他
議程需要處理，「我們盡可能爭取，以鍥
而不捨的精神，希望爭取能夠盡早通過」。

被問及有議員提出要求通宵開會審議
時，他說，通宵開會需要得到財委會大部
分議員同意，「我絕對樂意爭取時間。如

果議員覺得通宵開會是好的，我會第一個
支持，也會配合」。

籌備需時 如期落實難
張建宗續說，財委會遲遲未批准有關的

撥款申請，一定會影響到計劃的落實時間
表，因為在撥款獲通過後，社會福利署仍
需要四、五個月的時間籌備，包括於明年1
月先發信予目前領取高額高齡津貼的前度
普通高齡津貼受惠人，及現有領取普通高
齡津貼的29萬名長者，可通過「自動轉換」
機制領取「長津」的長者，在取得他們的
資料後，於2月初開始提升電腦系統，才能
於3月初向合資格長者發放津貼。因此，倘
撥款太遲批出，計劃有可能無法如期於明
年3月落實。

「越遲推出，長者越失望」
他重申，「長津」的目的是希望有針對

性地幫助有需要的長者，故有需要設立資

產和入息申報制度，而有關制度採用的是
目前長者申領生果金的寬鬆尺度，希望議
員明白有很多長者都很需要即時的經濟援
助，「越遲推出，這些長者會越失望⋯⋯
因為對一些很清貧的長者，多了1,100元改
善生活，是相差很遠的」，並希望議員顧全
大局，早日通過撥款令計劃得以落實，盡
早讓數十萬合資格長者受惠。

反對派「拉布」已令40萬名合資格長者
失去了10月的1,100元額外津貼，有意見認
為財政司司長應在明年公布的新財政預算
案中「補發」1個月特惠金給長者。張建宗
回應說，「財委會在哪個月批准，就以該
月第1日開始計算」的「長津」追溯期是一
特別安排，是當局配合政府一貫政策所能
爭取到的最大彈性，而財政預算案是否多
派1個月的生果金，是財政司司長的考慮，
和「長津」是兩回事，應分開處理，「以
追補形式彌補該月損失，即是變相追溯，
道理上說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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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團赴澳被拒入境 任啟邦「感突然」

林鄭訪巴塞簽備忘 促城規基建交流

林超英轟教協只顧會員利益

■張建宗出席「長者日2012－香港第三齡學苑 知樂自得每一天」活動。 梁祖彝 攝

參與民意討論 政府拒再捱打
邵善波：解釋利民政策 多途徑爭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近期在多個媒體刊登

廣告，宣傳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以至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內

容，但就被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質疑是在向立法會施壓。中央

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昨日在

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在香港

這個「選舉政治社會」中，政

黨和政客每日都透過不同的方

式，包括媒體廣告等宣傳他們

的議題，政府不可以坐㠥捱

打，有必要參與民意的討論，

並通過所有「合法途徑」，包括

「賣廣告」等盡力向市民解釋，

爭取他們的支持，令政府的利

民政策要順利開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未來4年升
中學生人數將下跌1.1萬人，教育局推出區本

「111」和「211」減派方案諮詢學界意見，多管
齊下以求做到保學校、保教師。英皇書院同學
會前會長林超英表示，教育局的方案有彈性，
能顧及各方需要，並炮轟教協只顧會員利益，

「失驚無神」將應該另作研究的小班教學混為一
談，影響社會討論。

吳克儉：25人開班 保學校保教師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

時說，為了應付升中人口下跌的浪潮，教育局
已多管齊下，在降低開班線至25人以保學校的
同時，推出3年過渡方案以協助超額教師，保證
任何常額教師都不會因為人口下調而失去教
席，而當局推出每年每班減1人的「111」方
案，及首年每班減2人，之後2年每班減1人的

「211」方案時，經過了認真考慮，「已經是最
大限度安排」，建議學校先以「111」為基礎。

據了解，吳克儉明日將再與校長會聯席開
會，進一步討論「減派」方案，讓家長在12月
知悉整個派位安排詳情。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欣賞「區本」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主席郭永強昨
日在同一節目上，亦表示欣賞教育
局的「區本」做法，但認為個別地
區學生人口跌幅驚人，「211」也未
能解決問題，希望當局在有困難的
地區考慮再加碼。

林超英則表示，自己一直支持每
班人數隨學生人數起伏而適量、匹
配地調整，並希望早年已縮班的學
校可獲豁免，以免學額一減再減，
但認為教育局這次的方案不錯，降
低殺校線亦成為弱勢學校的定心
丸，同時讓學校有較好的「師生比」
進行教學，又質疑是次爭議肇因，
是因為中學校長會「立場飄忽」，

「批評很不公平」。

集會爭小班 林：錯用抗爭手段
教協昨日下午舉行記者會，質疑教育局在處

理「減派」問題時只諮詢校長等管理層的意
見，漠視前線教師的意見，質疑這些措施不足
以穩定學界，亦不能提升教學質素，並要求當
局盡快於中學推行小班教學，並會於今日在政
府總部集會示威。林超英批評，教協所提的所

謂「小班教學」方案完全是「撈亂㝯講」，只顧
會員的利益。他說：「學生人口稍後會回升，
小班教學是完全另一個課題，不應混為一談，
就好像有聲音將老人津貼與全民退休保障混
淆。我們應聚焦人口減少的問題，而非『失驚
無神』講小班教學。小班教學值得認真研究，
但不應在某個時間變成抗爭手段，這是錯誤地
處理社會問題的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在
一個研討會上強調，法治及司法獨立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強
調根據基本法，香港是一個保持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享有
包括終審權的獨立司法權。香港市民及其他人士的權利及自
由受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相關的法例保障。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於昨日舉辦「2012年刑事法律研討
會」，探討如何優化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共170多名香港和
海外的法律專業人士及司法人員參與。袁國強在會上致辭時
表示，律政司一直以確立公平及有效的刑事司法制度為目
標，並要在保障人權及保護市民免受罪案侵害兩者間取得適
當的平衡，「加強刑事司法的管理是我們恆常的承諾。律政
司會致力確保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會適當地發展，以迎合社
會不斷轉變的需要」。

刑事檢控專員、資深大律師薛偉成表示，香港是一個現代
化的國際城市，擁有以普通法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備受尊
崇。市民期待具透明度、公平的和有效率的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法律研討會 探討四大議題
是日的研討會探討了四個議題，分別為適時、有效率和公

平的刑事司法；刑法和法規的改革；尋求公義的上訴程序；
及公平的檢控和審訊。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刑法和證據法律專
員David Ormerod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表專題演講。其他知名
的 講 者 和 與 會 者 包 括 新 西 蘭 最 高 法 院 法 官 Susan
Glazebrook、英格蘭及威爾斯的Anthony Hooper、汶萊總檢
察長Datin Seri Paduka Hajah Hayati、斐濟總檢察長
Christopher Pryde、新加坡總檢察官Aedit Abdullah資深大律
師，及毛里求斯國家律師Kesri Soochit。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民主同盟」區議員任啟邦，昨日在率
領大埔街坊旅行團赴澳門時，在㛻仔
被澳門出入境管理部門拒絕入境，其
餘團員則順利入境。任啟邦昨日稱，
有關當局並無解釋拒絕他入境的原

因，只在通知書上指他可能會破壞澳
門公安和秩序，又指自己過去從沒在
澳門參加過遊行示威，「不明白我有
什麼潛在危險」，而上月他亦曾與其
他「新民盟」成員到過澳門，故對是
次被拒進入澳門感到突然。

■邵善波認為政府不應坐㠥捱打，有必要通過所有「合法途

徑」向市民解釋、推動政府的政策。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於馬德里時間11月15日及16日訪問西班
牙馬德里及巴塞羅那。在巴塞羅那，林鄭月娥
與該市市長Xavier Trias會面，就加強兩地在市
區更新和優化海濱等領域的合作交換意見，其
後代表特區政府與巴塞羅那市長簽訂諒解備忘
錄，推動兩地在城市規劃與設計、基建發展和
海濱設計方面的交流。

邀西班牙成「設計營商周」夥伴
林鄭月娥在11月15日上午與西班牙教育大臣

Montserrat Gomendio會面，就加強香港及西班
牙高等教育和藝術行政機構的合作，及推動兩
地青年交流的範疇交換意見，並向教育、文化
及體育部的高層官員介紹西九文化區和本港創

意產業的發展，又邀請西班牙考慮成為香港設
計中心主辦的「設計營商周」的未來夥伴。

在由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及香港貿易
發展局合辦的商務午宴上，林鄭月娥向近百名
賓客發表主題演說，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包
括香港作為區內葡萄酒貿易及集散中心的地
位、在港營商的優勢、及CEPA所帶來的機
遇。隨後，她與工務部長Ana Maria Pastor
Julián會面，向部長介紹香港不同的基建發展項
目，以及為西班牙建築商帶來的商機。傍晚，
林鄭月娥及代表團出席中國駐西班牙大使朱邦
造在其府邸宴請的晚宴。

11月16日，林鄭月娥乘搭高速鐵路轉往巴塞
羅那，途中聽取了鐵路管理人員的簡介。抵達
巴塞隆納後，她與該市市長會面並簽訂諒解備

忘錄。
隨同林鄭月娥訪問西班牙的有發展局常任秘

書長(工務)韋志成和香港駐歐洲聯盟特派代表黎
蕙明。林太將於11月17日啟程返港，結束英國
和西班牙的訪問。

■林鄭月娥(左)訪問西班牙，與巴塞羅那市長

Xavier Trias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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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指當局推出方案時

經過認真考慮。 莫雪芝 攝

■郭永強對教育局的「區本」

做法表示欣賞。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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