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許多香港人眼中，新加坡人的居住
環境是令人羨慕的，曾經有份報章特地
派人到新加坡考察，回來後圖文並茂地
報道兩地居住環境的差異，標題是「香
港人『蝸居』VS新加坡人『安居』」。

但是，實際上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而
且，人的慾望無窮，近幾年新加坡樓價
也是越來越高，引發不滿的人越來越
多。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在2011年
的全國大選中，得票率是新加坡獨立以
來最低的。之後2次國會補選，執政黨2
次皆敗。執政黨在失敗之後自我檢討得
出的結論之一，就是年青人埋怨樓價升
得太快、太高，迫使新加坡政府在過去
2年不斷出招打壓樓價，次數力度更勝
香港。但是，不論新加坡政府如何出
招，新加坡的樓價依然是易升難跌，與
香港差不多。

新加坡的住宅可分2種：一種是政府
興建的組屋，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賣給新
加坡公民；另一種是地產商興建的私人
住宅，任何人都可以買。很多年前，
90%的新加坡人住在組屋內，但是近20
年來，私人住宅佔整體住宅的比例大幅
增長。新加坡外來人口大量增加，私人
住宅的需求大量增加，導致私人住宅的
價格漲幅遠超過二手組屋價格的漲幅，

這也使到不少新加坡公民居住在組屋滿5年後，可以
自由地在二手市場出售組屋時就急急忙忙地賣掉組
屋轉買私人住宅，以追求將來增值速度更快的效
果。在新加坡，私人住宅的價格比組屋貴好幾倍，
因此賣掉組屋轉買私人住宅時，往往只能買面積比
組屋小的私人住宅，出現「大屋搬小屋」的怪現
象。但是這些人還是心甘情願地做，目的之一是期
望將來有更高的回報；目的之二是住私人住宅是身
份的象徵。儘管私人住宅大量增加，但佔新加坡整
體住宅比率仍然不足20%。

從2009年開始，新加坡政府已經推出第七輪的打
壓樓價措施，但是樓價仍然高居不下。其中一個最
基本的原因與香港相同，那就是利率太低。今日，
不少香港人天真地以為如果港元與美元脫 ，香港
特區政府就可以令港元加息以壓抑樓價。實際上這
是行不通的，新加坡元並沒有與美元掛 ，但是新
加坡元的利率也是非常非常低，因為新加坡元利率
一旦上升，大量美元就會湧入買新加坡元，除了可
享高息之外，也能享升值的效果。大量美元湧入換
取新加坡元，新加坡元不可能不升值。新加坡元大
幅升值，就會影響新加坡的出口競爭力。為了不讓
新加坡元大幅升值，新加坡元的利率也是很低很
低，利率低，樓價就壓不下。

可見，不論是新加坡或是香港，樓價問題都是長
期不易處理的問題。

國家權力過渡規範化制度化

這次權力交接最大的亮點，是黨政軍最高
權力集於一身的胡錦濤，一次性把權力全部
交給了繼任者習近平，實現了「裸退」。其
他中央有關領導，也以人民利益為重，以對
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高度負責的精神，從黨
政軍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這種國家權力過
渡規範化、程度化、制度化的做法，使國家
發展接力推進，薪火相傳，給中國政治發展
增添了新的氣象。至此，中國最高權力交接
的規則越來越清晰，筆者用「六個制」來概
括之。一是「雙接班制」。總書記（國家主
席、軍委主席）和總理兩人同步接班。二是

「兩屆十年」制。一個崗位最多只能幹兩
屆、十年。從十六大開始，中央政治局常委

「兩屆十年」已經成為一種共識，也成為制

度化的安排。三是「七上八下」制。中央政
治局常委五年換屆，屆時無論是否幹滿兩屆
十年，67歲則留任，68歲則退下。四是「五
年熱身」制。事先為「兩總」（總書記、總
理）設置五年的熱身期，讓其進入最高權力
的核心層歷練。比如，習近平、李克強都是
十七大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團隊。五是「一
次交接」制。黨政軍最高權力代際之間的交
接，一次交完。六是「主幹線上選接班人」
制。「兩總」人選必須有比較完整的主幹線
工作經歷。比如，習近平當過村支部書記、
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省委書記、中央書記
處書記，幾乎囊括了各個層級的主幹線從政
經驗；李克強也在多個省的省長、省委書記
崗位上歷練，這樣確保了接班人具有應對複
雜局面的能力。

中國對優秀政治人才的遴選，領導人的平

穩交接，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中國優
勢」。這些規則的形成，得益於中共執政六
十多年來幾代人的探索。在當年的社會主義
陣營，共產黨的領導人幾乎都是終身制。上
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曾想探索權力交接制
度化的路子，把中央分為一線、二線，讓劉
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站在一線，他自己退
到二線。然而，這一探索沒有延續多久就告
終結，「文革」的疾風暴雨更是打亂了秩
序，毛澤東到去世也沒有選到合適的接班
人。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在探索權力
交接的制度化的過程中，最大的創舉是設立
中央顧問委員會。從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到
1992年末召開的十四大，這個機構運行了10
年。鄧親自擔任了這個委員會的主任直到
1987年末。中顧委沒有任何直接的行政權
力，但它為領導幹部的提拔提供了進行調查
和給中央委員會提交報告的權力，中顧委常
委還有權列席政治局會議，但沒有正式的投
票權。中顧委處於真正掌權和完全退休之間
的一個中間地帶，它既能使老幹部發揮一定
作用，又能使年輕幹部有機會去擔任黨、
政、軍正式機構中的重要職務，得到歷練。
到了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之間進行權力交接
時，已經趨於平穩，「兩屆十年」、「七上
八下」等規則已見雛形，第三代領導核心江
澤民和第四代領導胡錦濤都帶頭執行，贏得

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和國際社會的普遍讚
譽。這標誌 中共權力平穩交接制度已經成
熟。

人才選拔機制蘊含民主細節

那麼，中共的權力交接制度化是如何實現
的呢？在我看來，採用的是「幹部培養+民
主協商+民主選舉」模式。中共黨的各級組
織部已經形成一套選人用人的機制，其中就
有一個培養後備幹部的辦法。一位年輕幹部
如果被列為「後備幹部」，就意味 組織上
要對他精心培養，從黨委系統到政府系統，
從機關到基層，從發達地區到落後地區，要
進行多崗位交流鍛煉，讓其在不同崗位上長
見識、增才幹、開眼界，錘煉綜合素質。幹
部一級一級走上來，最終能走到中央層級的
只是鳳毛麟角。如今，每到重要崗位的領導
進行輪換，都會在黨內充分聽取意見，包括
徵求已經退休的老幹部們的意見，有時還要
聽取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的意
見，最終達成共識，敲定各方都滿意的人
選。從中央到地方，領導幹部的升遷，還要
經過民主選舉，有的是等額選舉，有的是差
額選舉。通過這些程序，領導幹部才能脫穎
而出。這一套領導幹部的選拔機制，看似簡
單，卻蘊含了民主的點滴細節。細節的背
後，則是我國憲法和法律的制度保障，以及

一套完整
的組織程
序和新老
幹部更替
原則，它
們成了穩
健的「中
國模式」和鮮明的「中國優勢」。

政治接班的「中國模式」更趨完善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有 8000多萬
名黨員，而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有 13億多人。「治大國如烹小鮮」，這麼
一個大國，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社會各階
層的差距都很突出，作為執政黨，必須小心
翼翼，才能治理好國家。而執政黨自身的權
力更須平穩，否則就會造成局勢動盪，不僅
使國內百姓遭殃，也會殃及其他國家。所
以，中共最高權力能夠實現平穩交接，不僅
是中國民眾之幸，對世界來說，也是一件好
事。

現在，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已經登上歷史舞
台，開始謀劃13億中國人民和全球華夏兒女
的中國夢，相信他們對政治接班的「中國模
式」還會不斷修正，對政治發展的「中國優
勢」還會不斷豐富，使其更加完善、更加完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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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屋 扣分制自2003年實行至今，在阻嚇
租戶做出影響環境衛生的不當行為方面無疑取得一定
成效，但亦被人詬病有關制度過分一刀切化，「一人
犯規、全家株連」。立法會3月4日的房屋事務委員會
上討論了屋 管理扣分制度，筆者便提出公屋扣分制
度猶如封建時代的「連坐法」，不合情理，當中不少
議員亦認同有關講法。故此，在扣分制實施已屆10年
的今天，房署理應進行全面檢討，使之更符合現今社
會的文明標準。

現行的扣分制按違規行為的嚴重性共分4層，例如在露
台晾曬滴水衣服等扣3分；亂拋垃圾、寵物隨處便溺扣5
分；將單位作非法用途、堆積大量垃圾廢雜物等扣7分；
高空擲物導致路人受傷則扣最高的15分。而在2年內累積
被扣達16分或以上的租戶，房委會將終止其租約，要求
全家搬走。正因如此，反映出現時實施的扣分制具有不
公平的連坐性質，有可能因為1位家庭成員屢次違規，令
全家人一齊受罰「無屋住」，有違中國人經常說「一人做
事一人當」的原則。筆者近年收到不少類似個案，其中

一宗是兒子屢次犯規被扣滿16分，結果全家受牽連被要
求遷出公屋單位，即使身為戶主的父親、甚至年屆七八
十歲的年邁祖母也不能倖免。兒子犯錯理應受罰，但連
其家人都要一併受罪，情理上是說不通的。若然是到訪
單位的客人犯規而連累租戶被扣滿分，這種情況又該如
何處理？是否同樣需要遷出公屋？現今文明社會仍然存
在這種「罪及妻兒父母」的「連坐」罰則，實在非常荒
謬。

雖然政府聲稱，推行扣分制的目的不是要趕租戶出公
屋，而是希望市民提高衛生意識，保障屋 的環境衛
生。但現行的屋 扣分制的阻嚇力似乎並未足夠達到此
一目的。事關租客犯規只需扣分了事，並無實際的處分
或懲罰，例如在公眾地方煲蠟可以引發嚴重意外，但只
是扣5分，換言之租客要被發現2年內煲蠟4次以上，才有
被趕走的可能。這種做法容易令人有錯覺，漠視所犯的
不當行為所產生的不良影響，以為做違規事情一次兩次
無問題，只要未扣滿16分就可以。扣分制讓他們覺得所
犯事情無關痛癢，繼而再犯，直至扣滿16分房署要收回

單位的時候，才頓覺
事態嚴重，可惜已無
法挽回。故此，我認
為對違規的人而言，
純粹扣分效用不大，
房署可考慮按每次犯
規情況，就其嚴重性
向違規者本人施加不
同程度的懲罰或罰
款。這樣一來可以馬
上提醒租戶「你已被
扣分」；二來又能起
到阻嚇作用，讓該市
民要注意自己的行為。

至於「扣分連坐法」也應考慮廢除，改為何者犯法，
何者就會被取消居住資格，而非以家庭作單位去處分。
這種做法相對公平，也達到針對性處罰違規者的目標。
希望政府及房署能夠從善如流，加以考慮。

公屋扣分制猶如連坐

全國「兩會」落下帷幕，從中共十八大到全國「兩會」，歷時百餘天，中

共第五代領導集體成員全部到位，進入了黨政軍各個重要崗位，中共之外

的其他黨派人士也擔任了國家機關的相應職務，中國實現了一次平穩的權

力交接。整個交接過程顯得有條不紊、波瀾不驚。一切跡象表明，在一黨

執政、多黨協商的政治體制下，中國的政治接班已經成熟，中國創造了一

種不同於西方的新的權力交接模式，可稱為政治接班的「中國模式」和政

治發展的「中國優勢」。

政治接班的「中國模式」和「中國優勢」

「佔領中環」行動雖說聲稱要到明年7月才真正實施，但目前的發

展，卻已顯示出其必然嚴重危及全港700萬人利益。反對派27名立

法會議員聯合組成的所謂「真普選聯盟」已然成立，層層加碼的

「行動路線」已然公佈，特別是「民主派必須在人數優勢尚未由上風

轉為下風時，憑藉本身的激進力量，與建制派、與梁振英政府、與

中央政府，來一次總對決」的「戰書」已經公開，在在說明「佔領

中環」背後的政治動機。反對勢力不惜癱瘓中環，破壞香港社會穩

定，重創香港經濟，與愛國愛港力量來一場決戰的企圖，已昭昭明

甚。善良的香港市民，必須提高警惕了。

「第二場戰爭」如箭在弦

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鼓動佔領中環的建議，已由反對派押下重注，不
但將動員一切能動員的力量共同參與，部分團體的領袖更已輪流表態，聲稱寧
願被捕，也要打繼「反國教風波」後的第二場戰爭，為此不惜癱瘓中環，癱瘓
警署，以至癱瘓尖沙咀！令人擔心內地當年的文革式動亂，以及東歐多國的顏
色革命即將在香港上演。

無疑，反對派也知道佔領中環，癱瘓香港核心區的做法對香港整體經濟傷害
極大，必然引發民憤，故又惺惺作態，表示這將是一個逐步推進的爭取普選

「四部曲」過程。然則「四部曲」由頭到尾，只有反對派提出方案，強迫政府以
至中央接受，根本毫無談判的空間。難怪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批評，相關
的行動「好像把槍桿子對正你的頭」，激進而且不理性不平和，不但損害香港，
同樣也不利於建制內外人士的理性溝通，更遑論可以因此而產生最符合《基本
法》和香港百姓意願的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方案。

治港者愛國愛港天經地義

香港乃法治之城，更非獨立之邦，實行普選必須遵循《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的決定，特首普選須經過「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法定程序，普選的
特首必須愛國愛港。這些都是《基本法》的要求。反對派刻意提出並堅持衝擊

《基本法》底線的政改要求，並以「癱瘓中環」的行動進行對抗要挾，只會堵死
香港的普選之路。

支持「佔領中環」人士所提出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強調「愛國愛港」並無客
觀法律定義，所以堅決反對。這不但是杞人憂天，更是一個不值一駁的假命
題。「治港者必須愛國愛港」，是《基本法》制定的標準，也是絕大多數香港人
對自己父母官最起碼的要求。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城市的市民會推舉一個只愛其
他國家和城市的人來管治自己。更何況，親自指導《基本法》起草的鄧小平在
上世紀80年代多次提出「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又確定了愛國者的標準：尊重
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按照鄧公的這一要求，全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民都是愛國愛港人士，

反對派如果不是心中有鬼，又何須對「愛國
者治港」這一大原則耿耿於懷？

平心而論，香港近年的政制改革，往往引
起很大爭議，很難達成共識，導致社會內部
消耗嚴重。在這方面，特區政府需依照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
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的規定，適時展開政
改諮詢，以便社會大眾有時間詳作討論以達
成共識。但另一方面，不能不強調的是極端
勢力在港刻意破壞政改進程，並利用其煽動

「去中國化」已圖窮匕見。一小撮反對派以
及反中傳媒為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不斷壯大
而憎恨惶恐，反對派中的激進勢力也因而日
益猖獗，已發展到為達政治目的罔顧道義，
甚至不顧市民安危，不惜損害香港的地步！他們聯同一氣，利用當前全球經濟
不振、香港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刻意挑動部分香港民眾尤其是80後的不滿，
妄圖動搖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挑戰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憲制權力。「佔領
中環」的圖謀，已經威脅到香港全體市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威脅到香港繁榮穩
定的基石，更是對香港市民根深蒂固的家國情懷的挑戰。試問香港百姓，又豈
能被少數反中政客和極端分子瞞騙騎劫！

禍害香港市民必須警惕

「佔領中環」一直是少數反中政客和極端勢力的夢想，無論是當年鼓動包圍
立法會，還是去年「十一」國慶日，舉起港英時代的「龍獅旗」前往中聯辦門
外挑釁，叫囂「中國人滾回中國去」、「香港要獨立」等口號，都可說是反對勢
力癱瘓香港，與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對決的預演。

網上近日流傳的一篇題為《「佔領中環」是民主派和建制派的攤牌大決戰》
的文章，可說是最露骨地表達了佔領中環計劃的本質。文章的作者認為，回
歸15年來的政治演變，令「民主派」（筆者註：實質上是反對派）的支持者
在總數目上，雖然是減少了，但卻凝聚了數目龐大的激進反政府勢力，這有
利於進行激進的抗爭。「所以，當人數優勢尚未由上風轉為下風時，民主派
必須憑藉本身的激進力量，與建制派、與梁振英政府、與中央政府，來一次
總對決、總攤牌，這也是一個必然發生的事情。也正因為如此，『佔領中環』
的出現，有 歷史上的必然性。」「就算沒有戴耀廷，沒有提出『佔領中環』
這個行動，民主派也必然會組織另一個類似的行動，與建制派作出最後的決
戰。」

看到這些文字，我們可以知道，什麼佔領中環的四部曲以至七部曲，通通都
只是為了令行動披上民主、理性外衣的幌子。在反對派的策動之下，「佔領中
環」、「癱瘓中環」，令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以及航運、商貿中心遭受嚴重破
壞，進而讓政治撕裂族群，令香港倒退到如陳水扁管治下的台灣。面對反對派
中極少數人的企圖，善良的香港百姓，豈能不提高警惕？

反對派策動「佔領中環」的背後

屠海鳴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

陳振東 渝振控股集團主席

鍾樹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曾
淵
滄
博
士

星
港
同
樣
面
對
樓
價
高
企
問
題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 新 加 坡

居 住 環 境

雖 佳 ， 但

和 香 港 同

樣 面 對 樓

價 高 企 問

題。

■曾淵滄

■屠海鳴

■陳振東

■鍾樹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