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回顧今年
香港社會環境，政治紛爭不斷，令市民對香
港社會感到不安。香港研究協會最新民調結
果顯示，市民對2012年香港經濟環境、民生
狀況及政治環境皆感到不滿，而對政治及經
濟環境的不滿意與滿意比例差距更擴大，對
政治環境的滿意度更錄得8年以來的新低，
只得12%，不滿意度就升至67%。研究協會
相信，與今年本港舉行多場選舉令政治紛爭
升溫有關；而民生狀況不滿意與滿意之比例
差距則有所收窄，協會認為結果反映民生狀

況有所改善。　
香港研究協會於12月17日至23日以隨機抽

樣方式，成功訪問1,092名18歲或以上香港市
民，了解市民對今年及來年生活的意見。調
查發現受訪者對來年香港經濟前景、就業前
景、民生狀況改善、政治環境改善，及香港
的整體發展的信心程度仍錄得負值，反映市
民對來年的整體信心仍然薄弱。
展望來年，受訪者對各項前景表示有信心

及無信心的差距有所收窄，反映市民對來年
的信心有所回升。其中，受訪者對來年經濟

前景及民生狀況的信心程度較去年調查有所
改善，前者升4個百分點，後者上升5個百分
點，研究協會相信與內地及美國近期經濟回
穩有關。展望來年，市民對來年生活變化並
無太大預期，表示會較今年變好的為28%，
變差的為27%。

民調：股市樂觀 樓市悲觀
至於來年的投資環境，調查發現較多市民

對來年股市感到樂觀，較去年調查上升16個
百分點，有31%，相反有47%人表示對未來1
年樓市感到悲觀，研究協會相信與政府最近
推出樓市辣招但樓價仍居高不下，加上市民
憂慮歐美熱錢湧入，樓市泡沫危機持續升溫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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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先後否決針對特首梁振英的不信任動議及引用

《特權法》議案，但反對派仍未死心，他們趁梁振英首

次上京述職，27名反對派議員宣布將聯署啟動特首彈

劾機制，這是繼今年六月彈劾曾蔭權失敗後，立法會

歷來第二度啟動有關程序。反對派在彈劾議案中詳列

梁振英的「嚴重違法」及「瀆職」三宗罪，包括指他

在立法會答問大會「講大話」；蓄意隱瞞、掩飾在特

首選舉時的舞弊行為；以及身為候任特首時作出虛假或

誤導陳述，觸犯公職人員不當行為，要求終審法院首席

法官成立委員會調查。事實上，反對派的彈劾議案內容

「一雞三味」，了無新意，可說是公報私仇，為彈劾而彈

劾。

無心之失罪不致死

其實，反對派也知道，僭建是香港特殊環境造成的

普遍現象，由於香港寸金尺土，因此，凡是可以利用

的土地，無不物盡其用，其中踩邊線，不自覺地違反

了政府規範的例子多不勝數，甚至可以說，凡是香港

的單棟式豪宅，幾乎都有僭建物的存在，梁振英的僭

建本來就是無心之失。《聖經》上有這樣一個故事，

「法利賽人帶 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

中，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

說該把她怎麼樣呢？耶穌說『你們當中誰是沒有罪的

就用石頭打死她』，最後，所有人都走了」。那些指責

梁振英，要求梁振英下台的人不妨撫心自問，他們當

中誰沒有犯錯？難道不小心闖了一次紅燈就要吊銷車

牌？難道忘記拉褲鏈就要被視為藐視法庭？難道和婚

前戀人吃頓飯就要鬧離婚？要以僭建問題彈劾梁振

英，就像一個機師將自己的行李放錯了地方，就被要

求離開飛機一樣荒唐。

香港今日正值多事之秋，香港特首任重而道遠，即使

窮其精力，也未必能把其所面臨的問題解決，如果我們

用太多的煩瑣小事去滋擾他，用不合理的尺度去要求

他，令他首尾難顧，無所適從，這不是為市民監督政

府，而是借公義去謀取個人的政治利益，這種人的所作

所為，比梁振英的無心僭建之害大上千倍萬倍。

古代名臣范仲淹用士，一向注重人品而不拘小節。有

氣節才智的人，決不會拘泥於瑣細的小事，公曰：「人

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

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為廢人矣。」我們評價一

個人，應從全面用事，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若因

涉及僭建一事要梁振英下台，那我們同樣可以因為更多

的瑣事火燒連環，如此一來，恐怕政府根本無可用之

人，涉及香港700萬人利益的民生大計也會被反對派玩

弄於股掌之中。

求全責備根本無可用之人

正所謂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牛頓煮飯時將手錶放到

鍋裡，卻堪稱物理學的泰斗；愛因斯坦終日頭髮蓬

鬆，但他的相對論改變了世界；林肯連自己的老婆也

管不好，卻可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鄧小平說過，

「改革開放有利有弊，你是盯住弊端和小節不放，還是

要清楚地看到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效呢？」我們要

找一個合格的帶路人，應從其個人才幹，奉獻精神

眼，不應將注意力落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面。今日我

們也應該仔細想想，是應該繼續深究梁振英的僭建問

題，還是要好好研究他的民生大計，協助他完成他任

期內的施政理想呢？

記得古典小說《鏡花緣》中有一君子國，那裡的人都

是偽君子，表面上品格清高，爭相站在道德高地之上，

結果在無聊的爭議中令買賣難成。今日香港的反對派所

用的也是這種偽君子的伎倆。表面上，他們對特首的品

格誠信要求甚高，是要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其實他們

真正的目的只是在搞事，要讓香港一事無成。由於事無

完事，人無完人，要找一個毫無缺點瑕疵的人是不可能

的，結果就是架空了

政府。不過，如果讓

反對派得逞，我們也

不可能得到一個品格

完美的聖人。反對派

的僭建不在私人住

宅，而在政治圖謀之中，當香港充滿了反共禍港的西式

僭建，那才是香港人惡夢的開始！

反對派倒梁，並非只針對梁振英個人，而是要癱瘓

特區政府施政，製造憲制危機，打擊和震懾立法會的

建制派議員，向整個愛國愛港陣營和中央政府挑戰。

雖然，針對政府施政進行嚴格的審核，提出苛刻的要

求，本來就是反對派討好其支持者的慣用伎倆，但凡

事不可過分，否則只會適得其反，蘇洵《辯奸論》中

有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公民黨

的偽君子臉孔，民主黨的小家子氣，激進派反對派的

橫蠻無理，向來有目共睹。這次反對派小題大做，一

而再再而三地在倒梁議題上大做文章，將莊嚴的立法

會當成政治博弈的鬥雞場，不但不能製造出他們想要

的政治效果，反而會令市民感到討厭，更可能會激起

建制派的同仇敵愾。

所有建制派議員，應看清民意，摒棄成見，團結一

致，旗幟鮮明地堅決挫敗反對派倒梁的陰謀，讓梁振英

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

推進民主。

反對派倒梁，並非只針對梁振英個人，而是要癱瘓特區政府施政，製造憲制危機，打擊和震

懾立法會的建制派議員，向整個愛國愛港陣營和中央政府挑戰。所有建制派議員，應看清民

意，摒棄成見，團結一致，旗幟鮮明地堅決挫敗反對派倒梁的陰謀，讓梁振英能夠集中精力發

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

團結一致 支持梁振英搞好香港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反對派遊行強設街站「汲水」

雙普選方案 公民黨開價

民生有改善 得分差距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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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新
調查顯示，受訪市民自稱為「香港人」比率大幅下跌19個百分
點，至27%，錄得2010年中以來的新低，當中大部分轉移至選擇
「中國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國人」的混合身份，比率亦大升
15個百分點至49%；自稱為「中國人」的受訪者比率則上升3個
百分點，有21%。在6項身份認同感方面，「香港人」、「中華民
族一分子」、「亞洲人」、「中國人」、「世界公民」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民」認同感全線錄得升幅。

自稱「香港人」比率大跌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本月14日至17日訪問了1,019名香港市民，

了解港人的身份認同。最新數字發現，在「香港人」、「中國的
香港人」、「中國人」及「香港的中國人」四者中，高達33%市
民自稱為「中國的香港人」，27%自稱「香港人」，21%自稱「中
國人」，16%則自稱為「香港的中國人」。
在6項身份認同感方面，被訪巿民對「香港人」、「亞洲人」及

「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認同感分別為8.43、7.74及7.71分，而市民
對「中國人」、「世界公民」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評分
則分別為7.47、7.06及6.39分。針對重要程度方面，依次為「香港
人」、「中華民族一分子」、「中國人」、「亞洲人」、「世界公民」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分別錄得8.12、7.52、7.20、7.01、
6.68及6.29分。

「中國人」得分領升
此外，針對身份認同指數，0分代表絕不投入，100分代表絕對

投入，香港巿民6種身份的得分依次序為「香港人」、「中華民族
一分子」、「亞洲人」、「中國人」、「世界公民」及「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民」，分數為81.7、75.6、72.7、72.4、67.4及62.4分，當
中「中華民族一分子」及「中國人」指數升幅最多，分別大升
6.1及5.4分至75.6及分，72.4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同屬反
對派的公民黨和民主黨先後於本月更換領
導層，續任公民黨黨魁的梁家傑談到2016
年和2017年政改方案的立場時表示，願意
接受符合普及和平等原則，一人一票和低
提名門檻的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方法；而
只要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法讓人看到朝
普選方向前進，令人相信2020年立會選舉
將會是真普選，公民黨就願意接受。對民
主黨主席劉慧卿堅持與中央討論政改沒
錯，梁家傑就指，溝通沒有問題，最重要
是反對派團結一致。

不反對與中央溝通
梁家傑率領新一屆公民黨領導層與傳媒

會面時，被問到對下次政改的立場。他聲
稱，公民黨向來均認為與中央溝通沒有問
題，最重要是反對派團結一致，共同進
退，經過協商之後擁抱同一個政改方案。
他承認要使反對派團結有難度，但公民黨

會盡力而為。梁家傑續表示，儘管公民黨
早已就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案提出具體建
議，但公民黨的立場並非鐵板一塊，有磋
商的空間。
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早前接受報章專訪

時建議反對派面對下一份政改方案要
「有幾多袋幾多落袋先」，梁家傑表示，
如果政府方面提出令人滿意的2017年普
選特首方案，即使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案
未能令人滿意，公民黨都願意接受政改方
案。
談到2015年區議會選舉，梁家傑預告公

民黨去年區選後痛定思痛，決定以深耕細
植、重點出擊的策略應戰2015年區選，並
會推出師徒制，由資深黨員擔任師父指導
有意參選的黨員。
梁家傑又指，已去信邀請新任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出席下月初由反對派多個政黨及
香港城巿大學合辦的「一國兩制」研討
會，希望對方與反對派中人互相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警方前
日發表聲明回應報章就元旦遊行的報道，
並強調基於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考
慮，要求5個有關主辦單位須盡力協助警
方，確保參加者的籌款活動、販賣活動或
其他宣傳活動的攤位，不會設置於遊行路
線上及不會對遊行隊伍前進造成不合理的
阻礙。反對派昨日就舉行記者會，呼籲市
民參與元旦遊行，更肆意批評警方就遊行
秩序作出的安排，聲言禁止設街站是打壓
言論自由云。

屈警方「打壓言論自由」
向來遊行示威在行人路旁及維園出入口

的街站，均是各反對派政黨「汲水」籌款
的手段。反對派各大佬在記者會上借機指
責警方禁止設街站是打壓，公民黨黨魁梁
家傑宣稱，警方是無理拒絕團體在元旦遊
行路線開街站，又指該黨已依足法例向有
關部門申請開街站，故遊行當日仍會照
開；湯家驊則說，街站也是表達自由的一
種方式，若警方禁止設街站，「實質是打
壓言論自由」。
警方早前的聲明中表示，上述安排是根

據過往經驗，認為籌款活動、販賣活動或
其他宣傳活動的攤位，會對遊行隊伍前進
造成嚴重阻礙，是基於公共安全以及公共
秩序的考慮，絕非打壓任何團體。

林太在網誌中表示，聖誕節是普天同慶
的日子，自己身為天主教徒，深明耶

穌降臨為世人帶來希望，亦提點大家要在現
代世界實踐基督徒的生活，並負起關懷和服
務別人的使命，為此她想起基督教關懷無家
者協會，前晚在協會會董馬錦華等陪同下，
到深水 探望了分別居於「板房」和「天台
屋」的兩戶人家，及在附近一帶棲身的露宿
者，聆聽他們的心聲訴求，並了解協會中心
提供的服務。

各有辛酸 同盼上樓
探訪過後，林太綜合露宿者心聲時說，由

於他們屬非長者單身人士，慨嘆目前輪候公
屋的時間很長，希望盡快獲編配公屋單位，
從此「有瓦遮頭」，「公眾可能誤解露宿者
一定是失業人士，或是靠綜援過活，但原來
部分是『餐搵餐食餐餐清』的散工，亦有幾
位寧願露宿街頭，好能保留多些收入給在內
地居住的家人使用，他們都慨嘆目前輪候公
屋的時間很長」。
其中一位領取綜援及獨居於「板房」的老

伯亦向林太述說生活境況，指出生活最大問
題是每月要用二三百元補貼私樓租金，但慶
幸較早前獲關愛基金發放一次過資助稍作紓
緩，今年開始實施的長者及殘疾人士「兩元

乘車優惠計劃」更是最為老伯津津樂道。其
後，林太又探訪一家四口的「天台屋」住
戶，在地盤做散工的戶主，看見子女一天一
天長大，最大的願望就是盡快獲編配公屋，
令一家人的生活得以改善。

空置樓改短租解燃眉急
林太坦言，因應增建大量公屋需時，協會

提出透過官商民合作，把空置或等候重建的
舊樓改為「市區中轉屋」，由非政府機構營
辦提供暫時居所，事實上，協會早前亦獲政
府以象徵式租金租出一些舊樓單位，改為露
宿者短期宿舍，認為上述意見值得考慮。
林太又說，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多年來致力

協助露宿者自力更生，希望他們早日脫離露
宿的生活，但街道上仍然有露宿者出現，各
有各的辛酸故事，期望官員實地探訪，有助
當局了解社會的現象、露宿者的境況，以及
服務提供者的看法，對制定政策措施有裨
益，為此，扶貧委員會本月上旬召開的第一
次會議中，已經一致同意委員會在未來工作
中，必須持續地進行各類型的地區探訪活
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林鄭聖誕訪露宿者
撐推市區中轉屋

在普天同慶的聖誕佳節，身任扶貧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不忘愛己及人，親身到深水 探望居住在「板間房」及「天台屋」的兩戶

人家，以及在附近一帶棲身的露宿者，為他們送上節日溫暖。林太昨日撰

文坦言，無論是「板房」及「天台屋」住戶，或是露宿者，提供公屋是改

善他們生活的重要一環，認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提出透過官商民合

作，把空置或等候拆卸重建的舊樓改為「市區中轉屋」，由非政府機構營辦提

供暫時居所的建議值得考慮，以讓有需要人士從此「有瓦遮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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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太向獨居「板房」的老伯握手慰問。

■林太與協會義工細心聆聽露

宿者的心聲。 扶貧委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