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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發展局明確分工 無架床疊屋

《施政報告》重點之一是設立金融發展局，由史美

倫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和二

十位非官方人士。對於有聲音指出何以在金管局之外

再成立一個金融發展局，輿論分析金融監管與發展屬

於兩個不同範疇，金管局在監管工作上的成績有目共

睹，但如果要為業界尋找商機，加強與內地金融合

作，則在身份及職能上可能有一定尷尬。而金融發展

局作為金融發展諮詢機構，可為政府提供金融業宏觀

發展意見，有利香港金融業發展。香港城市大學經濟

及金融系副教授李鉅威期望，金發局作為獨立有遠見

非政治化組織，解決現行架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無願景的問題。

對金融發展局這個「新生機構」，社會上也有不同分

析解讀。但大多實事求是從職能、作用出發。但有反

對派議員卻將金融發展局建議肆意政治化，質疑建議涉

及「利益輸送」，又指有太多「中資人士」參與其中，

公民黨甚至去信梁振英要暫停有關建議。但輿論反駁

指，金融發展局主要涉及開展宏觀長遠的金融業研究，

協助香港拓展金融市場和業務，與金管局分工明確無可

置疑。有評論亦指出，目前成員中「本地金融精英有12

位，擁有內地背景並有豐富的香港工作經驗的成員有5

位，外籍人士同樣為5位。這樣委員會的組成結構，不

但是恰當的，而且是非常必須的，真正反映出本港作

為聯繫內地和海外市場樞紐的角色。」並不存在所謂

「利益輸送」等問題。輿論反問，本港金融未來發展端

賴與內地融合，內地專才正可提供專業的建議，豈能

摒除在外。有評論更指「金融發展局關係本港長遠發

展，至關重要，絕不容被政治化干擾。」

反對撥款區議會不利地區發展
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為18個區議會各預留1

億元撥款，以推展當區社區重點項目，進一步發揮區

議會職能。輿論認同區議會職能有加強的需要，撥款

區議會有助加快各項惠民工程的開展，有輿論更認為

對區議會「充權」，不但可提升區議會的地位和功能，

更有利本港的政制發展。事實上，區議會過去已多次

要求當局擴大權力，這次施政報告正是回應了區議會

的訴求，對不同黨派都有正面作用。然而，方案在立

法會討論時，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兼黃大仙區議員胡志

偉擔心，撥款時不易區分哪些地區設施真正惠民，哪

些是「政黨的亮點工程」；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

則質疑有關計劃會淪為官方贊助的「蛇齋餅粽」，變成

宣傳既得利益者或政治宣傳云云。

輿論指出區議會擁有一定的財政權及社區發展的主

導權，可以較迅速地回應民情。過去區議會建議開展

一些小型工程，儘管得到居民的支持及政府部門同

意，也要花數年時間才能動工。這些效率已經跟不上

市民的需求，撥款區議會並非「蛇齋餅粽」，所有政黨

都應該支持。有評論更直指，反對派如果認為區議會

實力不如人，擔心「蝕底」，就應該加強地區工作，

「與建制派爭一日長短」，而不是「輸打贏要」。

政制不忽略 民生先處理
對於施政報告以主要的篇幅交待各項民生問題，相

對而言有關政制發展的篇幅較少。梁振英提出「在適

當時候，就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以及2016年立法會

的選舉辦法展開廣泛諮詢，並啟動憲制程序」，被反對

派大肆抨擊，認為「反映政府無心推動政改」。然而，

輿論卻指出目前社會最關注的房屋、經濟、貧窮等民

生問題，政制發展相對較好，而且雙普選的時間表及

路線圖已制訂，現在並沒有急切開展諮詢的需求。有

評論甚至指出，2007年前任行政長官上任只有10天，

就公布《香港政制發展綠皮書》，並指把70%的時間和

精力放在政改上面，結果忽略了社會經濟發展包括房

屋問題。現在梁振英「民生為重」的施政理念符合主

流民意。有輿論指反對派借題發揮，不過為挑起政改

爭議，打擊特區政府威信。

反施政報告遊行慘淡收場
施政報告發表之後，反對派隨即指未有履行多個競

選承諾，不但在立法會上肆意抨擊，更於周日發起遊

行反對施政報告，這也是反對派一個月內第二次反政

府遊行。有輿論對此不表認同，認為施政報告描繪了

新政府未來施政大綱，涉及方方面面，社會應認真討

論，並且積極向當局建言獻策，而非一刀切抹黑，

「逢梁必反」，甚至發動激烈的對抗轉移社會焦點。最

終，「民陣」遊行慘淡收場，只有約1千人參與，反應

遠遜預期，輿論指反映市民基本上認同施政報告的方

向，希望給予梁振英政府時間落實施政，對於反對派

肆意政治化的行為不表認同。

輿論聚焦施政報告轉移話題不獲認同文平理

「愛港」心意卡挺梁
兩日蒐4,000簽名

李太：應給特首更多時間

「愛港之聲」繼前日舉辦施政公開論壇，昨日在港九新區
擺設6個街站，收集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巿民的簽名以及心意
卡。在尖沙咀簽署心意卡的李太表示，梁振英上任接近7個月
來，表現不錯，比過去的特首都要出色，並坦言「房屋單位
不可能說要立即有就有，變不到出來」，故認為社會各界應該
給梁振英更多時間，香港才可以有改變。她更建議梁振英在
增加房屋供應方面政策有成效前，㠥手處理貧窮問題、創造
更多職位給低下階層人士就業。

彭先生：施政報告值80分

從事眼鏡零售的彭先生透露，讀了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他
認為梁振英上任盡力為巿民做了該做的事，施政報告值得拿
80分。他又說，他在心意卡上寫上「支持政府，反對『泛民』
禍港」。他認為，梁振英上任後做事綁手綁腳是受限於政府過
去的表現，而反對派渲染「政府必須為巿民解決衣食住行問
題」的訊息，使年輕人對政府功能有錯誤理解，造成今日多
數年輕人不滿政府的局面：「有不足的地方我們便逆境面
對，這樣才是獅子山下的精神，才是香港人的精神。我們面
對的問題，不一定永遠是政府的問題。」

鄧小姐：CY為港人謀長遠福祉

已退休的鄧小姐表示，在心意卡上勉勵CY繼續努力，不
要因為眼前環境艱難而放棄。她欣賞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
展示出長遠的想法，為香港人謀求長遠的福祉，並沒有貪
圖短暫的、眼前的掌聲。被問及梁振英自當選後長期被負
面新聞糾纏，鄧小姐直言港人並非要聖人做特首，而是要
找一個有能力，有承擔的人做特首，她不會要求特首百分
百完美。
在心意卡上寫上「支持梁振英繼續為人民服務」的姚先生

認為，施政報告內提到的政策不少是沿用上屆政府政策，反
映現屆政府未有足夠時間有新作為，故此社會更應該給梁振
英更多時間，不可能單憑7個月的表現就評價梁振英政府的成
績：「你不給他多點時間，他做不成事的。」
「愛港之聲」副召集人李美娜昨日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他

們在兩天共收到4,000個巿民的簽名和心意卡，其中以香港仔
和北角最多，而大部分巿民都在心意卡上表示希望政府解決
房屋問題。她坦言，雖然有不同機構進行民意調查，但特區
政府以至特首都只能從調查看到冷冰冰的數據，未必真正了
解民意，故他們發起收集簽名及心意卡的活動，讓巿民具體
地寫上對政府的意見和施政的訴求，期望意見能協助特首制
定政策，並令梁振英感受到香港巿民對政府的支持和鼓勵。
她並預告，「愛港之聲」將於明天上午10時半由政府總部

露天劇場遊行至特首辦，並向梁振英送上收集到的簽名和心
意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香港市民網上自

發組成的民間團體「愛港之聲」，於前日及昨日在香

港多個地區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支持特首梁振

英依法施政，兩日來收到4,000個支持政府的巿民簽

名及心意卡。多位參與簽名活動的巿民，昨日在接

受記者訪問時均對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評價正面，

認為社會應該給予梁振英政府更多時間施政。據

悉，「愛港之聲」明日會將收集到的簽名和心意卡

交予特首辦，期望市民的意見，有助梁振英了解民

意，並制定回應市民訴求的政策。

回應周日遊行 政府：推切實可行政策
民陣報大數稱2,000人參與 實僅1,0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陣
及多個團體昨日發起針對特首梁振英
的示威遊行，聲言梁振英在其首份施
政報告中沒有兌現選舉承諾，要求對
方「下台」。不過，參與遊行者訴求各
異，有人指施政報告中的民生政策乏
善足陳，房屋政策是「翻炒冷飯」，及
迴避了標準工時立法及「同志平權」
的問題，以至未能解決奶粉短缺的問
題。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回應說，會
虛心聆聽遊行人士的訴求，當局並會
繼續以「成熟一項推出一項」的態
度，推動各項切實可行的政策。
民陣及多個團體昨日由銅鑼灣東角

道出發並遊行至政府總部，示威者沿
途高叫「誠信破產、民生零蛋、還我
公義、立即普選」的口號，聲稱梁振
英的施政報告「裝作有為，實質無心
無力」，是一份「行騙報告」，質疑對
方不敢觸碰「地產霸權、財團壟斷」
等「根本問題」，沒有提出更多改善民
生的政策，是向香港市民，尤其是弱
勢群體「開刀」。
其中，最多示威者談到房屋政策的

問題，指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的
房屋及土地供應不足，難以壓抑樓
價，其中提出在2018年後的5年內才達
到至少10萬個公屋單位的供應，意味

要下屆政府才能實現，是試圖「蒙混
過關」。有市民則以近期香港奶粉短缺
問題為例，稱這突顯了今屆特區政府
並沒有顧及港人的利益，「只是關顧
內地人需要」。
在抵達政府總部後，示威者將印有

零分字樣的紙製飛碟拋向政府總部，
寓意施政報告「零分」，市民不會收
貨。主辦單位聲稱有2,000人參與，警
方則指高峰時有1,100人。
同日「民主倒梁力量」數名成員到

禮賓府外示威，更將雞頭及雞翼擲入
禮賓府。該組織的副召集人梁國雄
稱，按照傳統，尾禡是僱主宴請員工
及發花紅的日子，而梁振英上任以
來，市民生活並無改善，所以將「無
情雞」送給梁振英。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晚在回應有關遊

行示威時表示，尊重市民遊行和發表
意見的權利，特區政府會虛心聆聽遊
行人士的訴求，但強調施政報告承接
2012年7月起已陸續公布的措施，並勾
劃了當局今後4年半的行動綱領，特首
和他的團隊會致力落實《施政報告》
中的各項政策措施，同時會下接下月
發表的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以「成熟
一項推出一項」的態度推動各項切實
可行的政策。

上周輿論繼續聚焦於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除了「重中之重」

房屋政策之外，其他如撥款1億元予區議會開展社區項目、政制

發展諮詢、金融發展局等政策都在社會上引起討論。輿論對此有不同解讀，但都認為不少政

策都屬於本港「新鮮事物」，需要進一步討論完善，反對派議員對於施政報告的所有政策一概

持反對的態度，甚至發動遊行反對施政報告，輿論擔心這種泛政治化的對抗氛圍不利社會理

性討論施政報告，妨礙社會凝聚對施政的共識；輿論更擔心反對派「逢梁必反」的路線將嚴

重窒礙施政，不利各項經濟民生政策的推行，受害的將是7百萬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將於下月尾

發表，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昨日發表《2013年度香港公

共財政評估報告》，指特區政府目前依賴地價收入、投資收入

及印花稅的收入，但有關收入極受地產及投資市場波幅影

響，令政府收入結構極不穩定，故建議成立「財政穩定基

金」，將「波動收入」轉為相對穩定的持續收入。

依賴地價投資印花稅不穩定

「新力量網絡」就香港公共財政體系進行追蹤研究，範疇

包括2012/2013年度政府財政結餘預測、政府收入、開支，及

儲備分析，並於昨日發表《2013年度香港公共財政評估報

告》。報告分析指，特區政府目前依賴的收入來源，包括地價

收入、投資收入及印花稅，均屬「波動收入」，受地產及投資

市場波幅影響，令政府收入結構極不穩定。

盼大增經常開支落實長策

該研究發現，在地產及投資市場興旺時，該3項「波動收入」

可佔政府總收入近4成，但當有關市場萎縮時，3項「波動收

入」卻只佔政府總收入2成，令政府收入變得難以預測，故建

議當局成立「財政穩定基金」，將「波動收入」轉為相對穩定

的持續收入。

「新力量網絡」又質疑，特區政府過去將公帑投放在低效

益、短視、零碎的「一次過派糖」措施上，但對增加經常開

支、落實長期民生措施顯得保守，無法有效解決社會矛盾。

他們估計，2012/2013年度，特區政府將會有757億元盈餘，

較財政司司長去年2月的預測高791億元，故建議當局大幅增

加經常開支，落實各項長期性的民生措施創造空間，並建議

當局訂立「財政儲備準則」，劃分儲備各項主要功能的所需金

額，同時要增加儲備管理制度透明度及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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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舉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贊助的第十二屆「基

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昨日舉行總決賽及頒獎禮，由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及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任主禮嘉賓。在比賽中，聖若瑟書院及華英

中學就「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最佳模式」展開激辯，最終由聖若

瑟書院從151支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捧走粵語組的「基本法盃」。協恩中學

贏得普通話組全港冠軍。 圖：彭子文 文：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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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不 可

能單憑7個

月 的 表 現

就 評 價 政

府 的 成

績。

彭子文 攝

■ 彭 先 生

認 為 特 首

盡 力 為 巿

民 做 了 該

做 的 事 ，

施 政 報 告

值80分。

彭子文 攝

想
法
長
遠

給
予
時
間

言之尚早值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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