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報獲悉，近日
來，香港中聯辦宣文部部長郝鐵川與香港各界就

「十八大」進行了一些座談，回答了與會者的提問。
校長A：香港回歸前，英女王委任港督管治香港，

因此我個人認為，回歸後，中央政府委派官員管治
香港也是很正常的。那麼請問中央當時決定由港人
擔任行政長官是出於什麼考慮呢？

信港同胞有力管好香港

郝鐵川：我覺得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央政
府相信香港同胞完全有能力、有智慧管理好香港、

建設好香港，正如「十八大」報告所說的那樣：
「我們堅信，香港同胞、澳門同胞不僅有智慧、有能
力、有辦法把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也一定
能在國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同全國各族人民一
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不僅過去香港從
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東方之珠」的歷史說明了這
一點，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國際
社會公認「一國兩制」獲得巨大成功的實踐更證明
了這一點。

第二，理解和尊重香港社會一部分人對內地暫時
存有疑懼的現實。香港一部分人是在內地受到政
治運動衝擊之後移民來港的，對內地存有疑懼之
心；一部分人長期接受西方價值觀念的教育，對
內地的政治制度一時不理解，也存有疑懼之心；
內地還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
主法治人權雖然日益趨好，但畢竟還存在階段性的
問題，香港市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要有一個認識
理解過程。

校長B：「十八大」報告提到內地要在2020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但目前中國的農民人口數量仍然非
常龐大，他們的教育水平亦相對較低，請問「十八
大」對未來內地的教育發展及建成小康社會有什麼
具體的藍圖呢？

努力辦好人民滿意教育

郝鐵川：「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努力辦好人
民滿意的教育」，主要任務有以下幾點：一是全面實
施素質教育，讓學生在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等
方面全面發展，避免「高分低能」、德才失衡情況的
發生；二是要立足於當下經濟發展、區域發展、社
會建設等不同方面對教育的要求，推動教育事業多
元、協調發展。把學前教育、9年義務教育、高中教
育、現代職業教育、大學教育、繼續教育等有機結
合起來，建立健全學到老、用到老的終身教育體
系；三是要回答「錢學森之問」，以人才培養體制改
革為核心，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四是堅持教育
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採取有效措施促進教育公平。
重點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支援特
殊教育，提高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水平，積極推
動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讓每個孩子都能成為
有用之才；五是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努力造就一支
師德高尚、業務精湛、結構合理、充滿活力的高素
質專業化的教師隊伍。

青年企業家C：最近有學者提出「佔領中環」，實
現普選。我想問關於香港普選的問題。第一，您覺
得目前香港的社會環境及政治生態是實行普選的成

熟時機嗎？第二，中央政府對香港實行普選有怎樣
的看法呢？

中央支持依法發展民主

郝鐵川：中央政府最支持香港在法治的軌道上發
展民主。港英時代長達100多年無視港人的民主權
利，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在中國收回香港的壓力
下，搞了一些局部民主選舉。是中央政府在回歸前
就提出了香港的普選目標，是中央政府在香港回歸
後積極支持香港社會在《基本法》的軌道上，全面
展開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委會選
舉、行政長官選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等選
舉，中央政府一直是香港民主的正能量，這是不可
抹殺的、確鑿無疑的事實。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現在香港普選的時間表
已經明確，走向普選的法治軌道已經鋪設，即：按
照「五步曲」制定普選辦法。這「五步曲」是：一
是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關於制定普選辦
法的報告；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行政長官的報告
給予答覆；三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普選辦法方
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是
行政長官同意立法會通過的普選辦法；五是行政長
官將普選辦法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法治上建民主符主流民意

民主和法治密不可分。沒有民主作基礎的法治容
易流於專制；沒有法治作為邊界的民主容易流於動
亂。法治是香港社會奉行已久的基本理念，《基本
法》是香港多元社會中的共識和基石，在法治的軌
道上推進民主是香港的主流民意。

謝謝大家的提問！有機會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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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支持香港法治軌道上發展民主

中產壓力大 預算案出招紓困
春節前家訪論民生 財爺承諾盡力幫

曾俊華在年初一（2月10日）發表網誌，

向巿民拜年，又指在未來1年，國際金

融市場仍然存在暗湧，但整體而言，歐美市

場的情況似乎較去年穩定，內地的經濟增長

也有加快的跡象，故預期蛇年的香港經濟會

較龍年略有改善。「我希望香港會有更多就

業機會，各階層市民都分享到經濟成果，人

人生活美滿，事事順利！」

他提到，自己早前和太太探訪了住在西環

一個自置物業的林先生一家四口：林先生經

營工程公司，林太是中學教師；大兒子剛大

學畢業，是見習工程師；女兒和幼子則仍在

大學和中學就讀，母親住在同一大廈的另一

個單位。大家在飯聚中分享了地道的潮州

菜，有胡椒豬肚湯、滷水鵝、芋頭炒飯等，

也分享了大家對香港經濟和民生的意見。

未嚐樓蟹苦 易急趕上車

樓市是大家都關注的話題。曾俊華說，林

先生和他分享了對樓市的看法：在1997年前

後，樓價急速上升，林先生也「有點心急」，

決心入巿，購買附近一個單位，並已付了10

萬元「細訂」，但想了一晚後，因擔心利息高

企，將來無法應付按揭供款，忍痛「斷臂」

撻訂。後來樓價大跌，他深深慶幸作了正確

決定，但已付出昂貴的代價，故認為當年吃

過「負資產 」苦果的一代，今天不會急於上

車。倒是新一代未經歷過樓價暴跌變成「樓

蟹」，擔心樓價越升越高，才會趕上車。

入市風險高 置業須三思

曾俊華說，他很同意林先生的看法：「畢

竟對大多數香港市民來說，置業是人生最重

大的決定之一，也是二三十年的承擔。不少

在1997年置業的市民苦苦守候了十多年，其

樓價在近年才『返到家鄉』。現時樓巿的風險

實在很高，打算在短期內置業的巿民必須要

小心考慮。」

專注助弱勢 不盲目派錢

他又問到林家對新年度預算案的期望。林

先生希望預算案能夠多照顧中產和長者需

要，例如多些居家安老的支援。曾俊華認為

政府資源應集中幫助有需要的人士，不應盲

目派錢。「我明白很多中產家庭的生活壓力

很大，尤其是較為年輕的中產家庭，置了業

的仍在供樓、未上車的擔心租金上漲、子女

的教育開支越來越大、有些更要供養父母。

老人家大多希望居家安老，盡量不想住老人

院。老師是教育工作的支柱，如果老師經常

為生計徬徨，肯定會影響教育質素。雖然我

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也有一些問題須要相關

政策局整體考慮，但我會盡力在今年或未來

的預算案多做工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農曆

新年過後不久，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將

於2月27日正式公布，大家都對暱稱為

「財爺」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會推出

甚麼紓困招數翹首以待。在大年初

一，曾俊華在其網誌上撰文，提到自

己新年前訪問了一個中產家庭，分享

了大家對樓市、就業等香港經濟民生

的看法。他表示，明白中產家庭壓

力，已置業的要供樓，未上車的擔心

租金上漲等等，他雖然未必能解決所

有問題，但「會盡力在財政預算案多

做工夫」。

黃遠輝料回收濫用公屋增半

張建宗喜報惠民「長蛇陣」陳鑑林：「紅凍東減」更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大年初一發表網誌，
並以16個字概括新年願望：「勞資和諧、
工人安康、福潤萬家、利澤社群。」他在
網誌中表示，「送龍迎蛇」，勞工及福利
局新一年的工作一點也不「蛇」，並會承
接去年下半年勞工及福利範疇惠民措施，
繼續「一條龍」地推行。

張建宗在大年初一的網誌中祝願全港
市民「人人順景、家家歡樂、年年有
餘、歲歲平安」，並以「長蛇陣」來形容
特區政府多項惠民措施將「陸續有來」，
包括綜援計劃的標準項目金額，及公共
福利金計劃下的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金

額由今個月起調高，惠及110萬人；長者
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2元優惠」將於3
月擴展至渡輪和新大嶼山巴士，同樣惠及
110萬人，另外還有多項惠民措施陸續推
出。

他又表示，香港成功的經濟發展，有賴
多年來建立起來的和諧勞資關係，冀望社
會能秉承這優良傳統，「彼此協商，互諒
互讓，合作推動勞工權益穩步向前」，故
勞工處會繼續致力推動企業和僱主保障工
人安康，並樂見政府與各界攜手，確保社
會上有不同需要的弱勢社群得到所需支
援，並會繼續推動商界參與，令扶貧助弱
工作成效更彰。

何俊仁鼓吹燒區旗「博坐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

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早前提出為爭取
「真普選」而要長期佔領、癱瘓中環要道
的主張。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昨日稱，黨
內年輕一輩對此「積極回應」，而該黨政
制小組正約見戴耀廷了解有關建議。他又
稱，自己個人認為，倘2017年仍沒有「真
普選」，就要採取「公民抗命」的方式表
達不滿，更必須採取如「燒區旗」等行動

「博拉坐監」，才能引起社會的關注。
何俊仁昨日在與傳媒聚會時稱，2017年

的政改問題「很清晰」，「一係有（普
選）、一係無，沒有轉彎的餘地」，倘最終
和中央「談不攏」，「公民抗命是唯一的
方法」。他稱，民主黨早前舉行集思會，
有資深的「社運人士」提出，目前是透過

「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終極民主」
的「適當時候」，民主黨對癱瘓中環的主
張未有立場，但個人支持有關構思。

指「齋坐馬路」難達效果
他續稱，在外國，要「公民抗命」前，

須經過詳細部署，行動的模式必須和平、
不激進，不能影響他人，但又要被定罪入
獄，造成轟動社會的效果，才能引起各方

的關注，例如燒區旗，「一做就要被拉入
監，唔係 馬路坐一坐，（被警員）抬走

就算，因為只係坐馬路，會阻礙到其他
市民，唔會贏得公眾支持⋯⋯要好多人一
齊做，在當局提出檢控時不抗辯，目的就
是要參與者走入監獄」。

另外，何俊仁又稱，近期有很多「親中人
士」向民主黨「傳話」，暗示該黨一批資深
及沒有回鄉證的黨員「可以」再次申領回鄉
證，但大家在談了一回後又「沉靜下來」，

「個人不會太興奮，但亦會持正面的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為紅磡
海底隧道長年以來的擠塞問題，日前公布3
個「紅加東減」方案並即時展開諮詢，引起
社會尤其駕駛者的熱烈討論。立法會交通事
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認
為，3個方案只能令紅隧每日減少3,000架次
至4,000架次，餘下的11萬多架次紅隧用家都
會不滿政府，並預料「紅加東減」在得不到
民意支持下，最終會爛尾收場。

搵食車難改道 加價作用微

民建聯較早前已表明不會支持政府3個
「紅加東減」方案，更進行調查發現，53%駕
駛者反對政府開出的3個「紅加東減」方
案。陳鑑林昨日趁新春與傳媒聚會時未忘工

作，指出政府公開諮詢的3個「紅加東減」
方案，只能令紅隧每日減少3,000架次至4,000
架次，更會令大部分紅隧使用者不滿，擔心
政府最終在缺乏民意支持下，「紅加東減」
在諮詢期完結後會「爛尾」。

他分析說，小巴、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不
會因紅隧加價而更改路線，商用客貨車這類

「搵食車」也不會為了十元八塊「兜大圈」改
用東隧，只有部分私家車車主會因「紅加東減」
改道，何況到2016年政府便會收回東隧經營
權，「到時（收費）點改都得啦，使乜而家用
公帑補貼減價，又要俾人鬧呢」。

陳鑑林認為，其實東西隧的使用量一直有增
長，建議政府「紅凍東減」，調低東隧私家車
收費，為駕駛者提供誘因減輕紅隧的負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為增加公屋供應，施政報告提
出加強打擊濫用公屋。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昨日接受
電台訪問時表示，房屋署已增加30人調查濫用公屋個案，希望由
現時每年回收約2,000個單位，增加至3,000個。長遠房屋策略督
導委員會正檢討富戶政策的成效，考慮是否加密要求住戶申報入
息，以增加回收單位數量，但黃指出，加密申報需要較多人手，
需留意效益。

全港目前約有72萬個公屋單位，房屋署除靠屋 管理員舉報公
屋濫用或丟空個案，亦派專人實地巡查，記錄公屋單位的水錶和
電錶，如果單位用量極低，即單位可能丟空，會進一步調查，如
進行家訪等。黃遠輝表示，房屋署中央小組已增加30人至140人，
調查濫用公屋個案，希望由現時每年回收約2,000個單位，增加至
3,000個。他稱會加強教育，鼓勵舉報濫用公屋，但不會設誘因。

復建居屋增單位流動性
被問及公屋富戶政策，黃遠輝說，外國有公營房屋跟據住戶收

入、單位樓層和座向等，調整租金，但現時房委會向富戶收取倍半
至兩倍租金，「已周旋了很久」，料再加富戶租金的機會不大。長
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正檢討富戶政策的成效，有成員建議加密要
求住戶申報入息，以增加富戶遷出而收回的單位數量，但他指出，
加密申報入息需較多人手，需留意效益，又期望2016年復建居屋，
可促使公屋住戶以綠表申請購買居屋，增加公屋單位流動性。

「需求主導」門檻擬計總體業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012年底，大角咀杉樹街/橡樹街的

「需求主導」重建項目，關鍵業主在限期前一刻同意出讓物業，方讓
項目順利上馬。消息人士表示，市建局董事會將於下周一的會議
上，討論微調「需求主導」重建計劃，包括由每個地段需要擁有80%
業權才啟動重建，可改為整個項目擁有平均80%業權即可啟動。

現時的「需求主導」重建計劃，市建局需在限期內收集項目內
「每個地段」的80%業權，方可將項目提交發展局局長審批。2012
年12月，大角咀杉樹街/橡樹街的「需求主導」重建項目中，曾
因其中一個地段的地舖業主未肯出讓物業，令整個重建項目險被
拉倒，直至傳媒廣泛報道事件，關鍵的地舖業主在限期前一刻終
同意出售物業。市建局主席張震遠早前表示，事件反映現行安排
缺乏彈性，建議業權比例可改為整個項目擁有平均80%業權。

吳家鎚倡多向業主講解
據透露，市建局董事會將於下周一舉行會議討論微調「需求主

導」重建計劃。市建局非執行董事吳家鎚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
指，「需求主導」重建計劃的80%業權門檻是參考強拍條例，可
以調低的空間不大，並建議市建局可透過義工隊，多些向業主講
解有關收購資訊。同為非執行董事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則認為，
微調計劃是可以接受，但需小心研究。他稱，市建局過去曾經購
買逾60%業權，之後再收回餘下約30%；但若有較高比例的門
檻，市民的反應便不會太大。

■曾俊華與太太早前探訪一個中產家庭，分享對樓市及就業的看法。 財爺網誌圖片

■何俊仁抱住愛犬向記者拜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陳鑑林與太太向市民拜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郝鐵川近

日與香港各

界就「十八

大」進行座

談，回答了

與會者的提

問。

資料圖片

郝鐵川與各界座談「十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