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名立法會議員在財政預算案辯論時再度使用「拉布」拖延時
間，目的不是全面反對財政預算，而是要利用「拉布」來迫使政
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簡稱退保）。

退保這個政策，在西方國家已經推行100年，但是在香港一直
都沒有共識，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人人
自己靠自己，自力更生，自強不息，而不是伸大手板向政府要
錢；香港人長期推崇自由經濟而不是由政府安排的計劃經濟，今
日許多香港人就是因為當年不喜歡中國極左的「大鍋飯」生活才
移民、偷渡到香港。很明顯地，退保是赤裸裸的左傾社會主義的
產物，是社會財富重新分配，是一種稅項，是向所有正在工作的
人及其僱主徵稅來養老人的稅項。

今日，所有西方國家都被退保搞得債台高築，不知道如何解決
這個很多年前留下來的福利政策。

退保這個構思理念是：所有正在工作的人及其僱主，每月從薪
水中上繳一定比例的錢給政府，然後政府把這筆錢平分給所有老
人，包括有錢及沒錢的老人。

這個構思的一項最基本假設條件是，正在工作的人的數量遠超
過沒工作的老人數量，因此，正在工作的人每月只需要從薪水中
扣除一個小比例就足夠養老人。100年前，這個構思有效，因為
那時候的人的確仍然生活於「人生七十古來稀」的階段，因此，
如果可以領取國家退休金的年齡定於60歲，而平均壽命僅65歲，
這表示正在工作的人只需供養老人5年，而且，100年前的人，很
早就出來社會工作，從20歲工作到60歲，工作年期長達40年，以
40年的工作人口來養5年的老人人口，自然足夠。但是，時代不
同了，今日，人的壽命越來越長，人的求學期也越來越長，換言
之，每個人平均開始工作的年齡增加了，人生中的總工作年期也
就縮短了，平均壽命加長，結果是工作人口少了，領退休金的人

口多了，怎麼辦？
今日，所有西方國家都陷入這個陷阱而不能自拔。向工作人口加稅？這些

人自然反對；派給老人的錢少了？老人也自然反對。要老人遲一些才領取退
休金，將領取退休金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或提高至70歲、80歲？老人
也自然反對。

怎麼辦？今日，所有西方國家都無法解決這個難題，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印
鈔票來支付給老人，政府財政赤字不斷增加，香港該走這條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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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香港人給予外界的感覺是充滿

善心，每次有災難出現，香港各界都義不容

辭，有錢出錢，無錢出力，各種大小的籌款

賑災活動，無分你我，也無分貧富，全港藝

人賑災表演常有出現。筆者印象最深是2004

年南亞海嘯後舉行「愛心無國界演藝人大匯

演」，當年為 南亞災民，各界傾盡全力，

慷慨解囊，籌得超過三千萬；2009年為了台

灣八八水災舉行的賑災表演，籌得五千萬；

5年前汶川大地震，演藝界512關愛行動籌得

超過一億二千萬款項。

不要「一竹竿打翻一船人」

但近日的四川雅安七級地震造成嚴重傷

亡，不少災民流離失所，有些偏遠災區更缺

水缺糧，正當香港各界紛紛籌募賑災物資

時，政府也撥款一億元賑災，但卻受到反對

派議員在立法會財委會上阻撓，利用政治手

段令撥款暫未能通過，部分市民也受到個別

媒體報道及網上的各種流言影響，導致不敢

捐款，令港人熱心程度大減。

俗語說：「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一國之

大，偶然出現害群之馬是在所難免，雖然內

地正積極打擊貪官污吏，新上任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也在極力打虎，要求官員減少公費餐

宴，但也難在短時間內肅清，打貪需要時

間，但救災刻不容緩，避免善款落入貪吏手

中的最好手法難道是「拒絕捐款」嗎？這種

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並不可取，人命攸關，

大家都是炎黃子孫，血濃於水，兄弟之情，

相煎何太急。

事實上，我們應關注的是受

災民眾的情況，各慈善機構也

應先認清當地情況，尋找最能

協助的方式，作直接的支援。

各政黨及市民不應因一時之

氣，將救災提升到政治層面，

被政治化掩住雙眼，把七百萬

擁有一顆善心的港人，都變成

涼薄的人。

加強監察勿本末倒置杯葛捐款

中國的慈善組織在2011發生

的郭美美事件後一直深陷信任

危機，這次雅安地震突然來

襲，但郭美美的影響仍「揮之

不去」，不少中國人討論 「慈善組織還能

信嗎？」「公眾的愛心會否又拿給郭美美等

買愛馬仕包了？」這些討論不停散佈，的確

對中國紅十字會影響最大，這次籌募的款項

大幅下降，顯示出人民對它的不信任。不

過，不管公眾持何種情緒及懷疑，這次地震

的緊急救援和災後重建工作，將把中國慈善

組織再次推到台前，讓公眾作出評價及考

驗。面對災難，兩地民間不缺乏愛心和支持

力量，但賬目公開、管理透明、確保每一筆

捐款都向捐款人做出交代，是慈善組織對公

眾愛心最有效的「回應」，不論政府、慈善

機構及各民間團體都有責任。只要各界齊心

協力監察，指正，再改善，相信能有效減少

貪官污吏中飽私囊，切勿把事情本末倒置，

杯葛捐款，把人命視作等閒事。

天災無情人間有情 勿被政治醜化賑災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語重心長
的提醒香港競爭優勢開始弱化，這是中央對香
港的善意提點，希望社會能夠減少不必要的政
治爭拗，抓緊機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然
而，中央的提醒卻引來反對派的激烈反彈，

《蘋果日報》連日來肆意扭曲張德江講話，公民
黨陳家洛昨日更以「張德江，你兇甚麼？」為
題撰文，以極不友善的語調去批評中央的提
醒，指張德江「明明見到香港經濟發展中的深
層次矛盾在逐漸顯現，自己卻不求甚解，就跳
到一個語帶恐嚇的結論來」，又批評中央「迴避
了2017普選行政長官的議題，漠視政不通人不
和這個不斷折騰香港的殘酷事實」。陳家洛何以
對張德江的講話氣急敗壞？原因是講話點中了
公民黨的痛處。

善意提點竟引起激烈反彈

就是以文章而論，陳家洛也是犯駁處處。他
在文中顯然是認同香港的競爭優勢不斷弱化，
深層次矛盾逐漸顯現，但對於提醒香港不足的
言論，又批評為「無知愚昧得令人咋舌，連一
個小學生知道的都不如」，如此自相矛盾的講
法，說明他在明知香港優勢減弱的情況下，仍
然要港人埋首沙堆無視問題。及後他更將香港
的問題通通歸咎於沒有普選，沒有讓「不同政
見主張的人士參與行政長官選舉的權利」，因此
導致「政不通人不和」。千里來龍，原來就是說
香港的種種經濟民生矛盾在於沒有普選，更重
要是沒有讓反對派人士擔任行政長官，彷彿只

有余若薇成為行政長官，香港才能政通人和再
創輝煌，這就是陳家洛為香港開出的「藥方」。
究竟是誰人「無知愚昧得令人咋舌」，相信社會
自有公論。

其實，陳家洛以及《蘋果日報》對張德江的
講話反應激烈，氣急敗壞，並非是因為張德江
說錯了什麼，相反張德江強調當前香港的首要
任務是發展經濟，只有經濟不斷發展才能不斷
改善民生，否則其他一切都是空談，這是點出
了問題的核心。實際上，香港的問題在於政治
爭拗太多，泛政治化的環境拖延了發展良機，
反對派對此是心知肚明，但陳家洛卻不能承
認，原因是導致香港當前局面，公民黨等反對
派正是罪魁禍首。

張德江在講話中再三指出，發展經濟是當前
香港的首要任務。世界經濟復甦舉步維艱，現
在全世界的關注重點都是如何實現經濟復甦，
盡快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確實，全球經濟在
金融海嘯後都面臨重新洗牌，各國都在想方設
法推動經濟復甦轉型。但公民黨在這段關鍵時
期卻做了什麼？利用目不識丁的朱婆婆，提出
司法覆核阻停港珠澳大橋的興建，延誤兩地
基建對接並浪費了數十億元的公帑；在社會
希望改善民生之時，公民黨卻協助外傭爭取
居港權，令數以十萬計的外傭能夠獲取本港
福利；在當局 力開拓新經濟增長點時，也
是公民黨糾纏於政改爭議，甚至參與拉布令
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及至現在公民黨「重點
關注」的依然是駐港部隊的碼頭事宜，並以

此要求與官員公開辯論。市民不禁要問，難道
本港社會沒有其他議題值得討論嗎？市民目前
最關心的住屋等民生議題，公民黨之流從來沒
有提出過任何可行的辦法，但對於當局發展新
界東北覓地建屋卻肆意抹黑，連討論也不討論
就要一棒打死，這說明公民黨為了政治可以犧
牲社會利益。

公民黨不斷拖香港經濟民生後腿

公民黨與一眾反對派肆意將所有經濟民生議題
政治化，動輒上綱上線，拒絕理性討論，正正是
導致本港內耗嚴重的主因，社會以及立法會整天
都糾纏於各種政治爭拗之中，試問還有什麼精力
去謀劃長遠發展的問題。反對派可以用幾個月的
時間去拉布，卻不願花幾個小時去討論香港的競
爭力問題，以成為執政黨自居的公民黨成立以來
在改善經濟發展民生上都是交白卷，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狙擊政府施政、打擊特首之上，這樣的立
法會還怎可能推動香港前行呢？而為掩飾反對派
在經濟民生上不斷拖香港後腿，令各種深層次矛
盾加劇，他們卻反過來指責是因為什麼「大陸化」
損害香港，如此倒打一耙不過是為了推卸責任。

現在中央揭示香港競爭力弱化的問題，並非如
反對派所說的什麼轉移政改視線，而是希望社會
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之上，切實改善
市民生計，體現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關顧。然
而，陳家洛等反對派立即疾言厲色反駁，原因正
是張德江的講話點中了他們的痛處，將他們損港
的面目暴露無遺，氣急敗壞又豈是無因。

陳家洛氣急敗壞因被點中痛處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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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之大，偶然出現害群之馬是在所難免，雖然內地正積極打擊貪官污

吏，但也難在短時間內肅清，打貪需要時間，但救災刻不容緩，避免善款

落入貪吏手中的最好手法難道是「拒絕捐款」嗎？這種斬腳趾避沙蟲的做

法並不可取。人命攸關，大家都是炎黃子孫，血濃於水，兄弟之情，相煎

何太急。只要各界齊心協力監察，指正，再改善，相信能有效減少貪官污

吏中飽私囊，切勿把事情本末倒置，杯葛捐款，把人命視作等閒事。

勞資一拍兩散　商家損失慘重

任何工潮勞資雙方受到的影響首當其衝。勞方手停口

停，更可能累及一家大小；資方正常運作被打亂，被迫

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抵受不住而要關門倒閉。工

潮中已有一家外判商宣佈將無奈結業，「皮之不存，毛

將焉附」，受僱的工人也要面對失業的命運。勞方爭取

利益本是平常之事，但若超出資方的承受能力，落得一

拍兩散的結局，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受工潮影響，大量

供港貨品在碼頭囤積，對本地商家造成慘重損失。筆者

聽到一位水果商打電話到電台烽煙節目吐苦水：「大批

來港水果積壓在碼頭，時間過長已腐爛大半，到手的亦

只能低價賤賣，真是血本無歸。」

香港航運中心地位被動搖

物流航運業是本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之一，本港亦是地

區航運中轉中心，但面對的挑戰不容低估。一方面歐美

債務危機仍未解決，內地經濟增速放緩，全球消費市場

疲軟，必然對本港航運業需求下滑；另一方面，新加

坡、上海、珠三角沿海碼頭異軍突起，對本港航運業構

成激烈競爭。新加坡、上海的貨櫃吞吐量已超過香港，

深圳亦大有後來居上之勢。本港在運作成本上已落後於

其他競爭對手。據業內核算，包括運輸費和港口服務費

在內，本港處理一個貨櫃的平均費用要比深圳高300美

元，能夠暫保優勢，靠的就是快捷優質的服務。如今碼

頭工潮持續，縱然未至令碼頭運作完全陷入癱瘓，但已

延長了處理貨物時間，服務效率質素不可避免有所下

降。這樣的後果必然削弱香港航運業的優勢，動搖航運

中心的地位。據香港付貨人委員會透露，現時葵涌貨櫃

碼頭的貨運力雖已逐漸穩定，但3月份碼頭吞吐量較高

峰時期大跌近一半，很主要的一個原因是部分船公司受

工潮影響，被迫轉用其他碼頭卸貨。工潮持續下去，更

多的船公司、貨物調離香港，貨櫃碼頭業務衰退，本港

航運中轉中心的地位必受重創，當然也會影響整體經濟

穩健發展。

勞資糾紛在本港司空見慣，一直以來勞資雙方都有互

諒互讓化解矛盾的傳統，都不希望工潮曠日持久，造成

各方齊輸的局面。對於工人為爭取權益發動工潮，商

界、市民大多數都會理解，但亦希望勞資雙方平心靜氣

地尋求解決方案，不贊成只能接受一方要求否則「無得

傾」的做法，以免令事件惡化，對業界和整體社會產生

不良影響。可惜的是，此次工潮似乎背離本港勞資妥善

處理糾紛的一貫做法。工潮由上月底發起至今，勞資雙

方在勞工處積極斡旋下，舉行多輪調解會議，惟勞方一

直不肯作出實質性讓步，令談判膠 。

現時外圍經濟環境並不理想，本港航運業面臨競爭日

趨激烈，碼頭的經營狀況已今非昔比，勞方爭取權益無

可厚非，但應顧及行業經營的現實，懂得適可而止，為

談判留下迴旋的餘地。有外判商提出逐年加薪的反建

議，工潮主事者若真的為勞方利益 想，與其一拍兩

散，不如先在資方能承受的情況下尋求最大限度的加

薪，既可保住飯碗，又能獲得最大利益，這是最理想

的，何必非要一步到位，拚個魚死網破、兩敗俱傷呢？

如今，勞方表示願意重啟談判，亦不再堅持加薪二成三

的要求。希望勞方真的做到言行一致，拿出誠意和善意

解決加薪問題，取得勞資雙贏的結果。

犧牲社會利益市民不能接受

勞資雙方協商化解工

潮，最基本的原則是需

要互相尊重，顧及彼此

感受。雖然通常在勞資

糾紛中，社會的觀感認

為勞方處於弱勢，情感

的天秤較為傾向勞方，但這並不意味 勞方可得勢不饒

人，強逼資方要毫無條件地接受勞方的要求，更不宜將

資方妖魔化，進行非理性的攻擊、謾罵，甚至將行業的

勞資糾紛激化為社會矛盾，透過挑動仇富、仇商情緒，

製造階級對抗，分化社會，將工潮升級為一場階級鬥

爭、社會運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表示，碼頭罷工

工人用激烈抗爭的方法，並不能解決問題。　

本港一向視理性、溫和、法治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化

解勞資糾紛亦好，探討普選民主發展亦好，主流民意都

是傾向透過互諒互讓的協商來解決，盡可能將對社會的

衝擊降至最低。有份參與談判的人士要懂得妥協，不能

將談判視為零和博弈，不要刻意擴大矛盾，更不應以犧

牲社會整體利益來要挾對方，將整個社會都捲入無休止

的政爭之中。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已提醒：「香港競

爭優勢開始弱化。」本港近年已經有太多政爭，導致內

耗不斷，發展舉步維艱，嚴重削弱競爭優勢，被邊緣化

的危機日益明顯。絕大多數市民都早已厭倦政爭，更不

接受以激進手法、賠上社會整體利益作代價來爭取利益

的做法。

碼頭工潮持續已超過一個月，罷工由開始佔據碼頭發展到包圍中環商廈、

堵塞道路、衝擊警方，對社會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工潮僵持造成令人憂慮

的「多輸」局面，有外判商被迫結業，工人飯碗被打破，勞資雙方利益均受損；碼頭正常運作大

受影響，本港區域航運中心地位無可避免受到衝擊。勞資雙方同坐一條船，應同舟共濟，勞方要

求爭取加薪、改善待遇值得理解，但亦要顧及現實環境適可而止，以理性務實、互諒互讓的態度

來解決糾紛。刻意醜化、攻擊資方，挑動社會情緒、製造階級矛盾，甚至不惜以社會整體利益作

談判籌碼，不但無助妥善化解紛爭，更與本港社會主流價值觀背道而馳，恐怕難得市民認同。　

工潮僵持多方皆輸 激化矛盾難獲認同
王惠貞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貞音言惠

■雅安災區不少房屋倒塌，香港各界仍須齊心捐款，

支援雅安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