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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早前的報告指出廉政公署在公務酬

酢、餽贈及外訪制度上存在漏洞，引起社會

廣泛關注。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宣佈成立

「廉政公署公務酬酢、餽贈及外訪規管制度和

程序獨立檢討委員會」，強調會嚴肅處理事

件，維護社會對廉署的信心。廉潔奉公是香

港的核心價值，香港多年來一直被肯定為廉

潔社會，勝在有廉署。廉署作為一個反貪調

查機構，其自身的清廉除了依靠個人自律

外，必須有良好的規管制度加以保障，制度

比個人重要。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健全廉署

制度，可以維護公眾對廉署的信任，維護香

港引以為傲的廉潔奉公的核心價值。

上任廉政專員湯顯明的公務酬酢、餽贈及

外訪的報道，在社會引起迴響。梁振英隨即

表示十分重視有關事件，他昨日宣佈成立獨

立檢討委員會，希望新成立的獨立檢討委員

會能夠對廉政公署處理公務酬酢、餽贈及外

訪開支的規管制度和程序作全面檢討，「防

微杜漸」捍衛廉政公署的聲譽。 的確，廉署

的公務酬酢、餽贈及外訪開支如果出現漏

洞， 廉署自身的清廉就可能如「千里之堤，

潰於蟻穴」，廉署作為香港廉潔的象徵就會受

到影響。梁振英宣佈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

表明了他對健全廉署制度，維護香港廉潔奉

公的核心價值的高度重視。

香港多年來一直被肯定為廉潔社會，廉署功

不可沒。39年來，廉政公署肅貪倡廉，維護香

港公平廉潔的核心價值，在香港及國際間建立

良好聲譽。市民對廉署的工作非常重視，對廉

署人員，尤其是高層官員的操守有極高的期

望。如今，廉潔奉公不僅成為香港的核心價

值，而且成為香港突出的競爭力優勢。

梁振英和新一屆特區政府對香港得來不易的

清譽極為珍惜，堅持廉潔奉公，致力推動簡約

施政原則。新一屆政府官員出席公務活動時不

戴襟花，請主辦單位不派紀念品給他們，亦盡

量與外地來的訪客不互換禮物，在所有的會議

亦不飲樽裝水，而是飲自來水。梁振英乘飛機

到北京去接受中央任命的時候，坐的是商務

艙，而非規定可以坐的頭等艙，說明他一開始

就以身作則，踐行廉潔奉公和簡約施政原則。

港人向來重視公職人員的廉潔及誠信操守，梁

振英宣佈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有助健全廉署

的制度，維護廉署的尊嚴和聲譽，維護公眾對

廉署的信心。 (相關新聞刊A2版)

立法會昨早復會討論財政預算案撥款條例，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要求點算法定人

數，結果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實際上，

發動拉布戰的議員才是流會的罪魁禍首。他們以

無聊冗長的發言折磨其他議員，不斷製造流會的

危機，卻將流會的責任推卸到本是受害者的其他

議員身上，完全是惡人先告狀。拉布流會造成嚴

重後果，浪費大量公帑，政府正常運作被打亂，

各項惠民措施不能落實，各階層的利益都受到損

害，拉布議員須受到譴責，立法會主席更應果斷

「剪布」，盡快恢復議會正常運作。

拉布是導致此次流會的主因。連日來，拉布議

員重重複複地發表瑣碎無聊、毫無意義的言論，

對出席會議的議員進行精神折磨，疲勞轟炸，令

到絕大多數議員都不勝其煩。浪費時間如謀財害

命，拉布必然浪費議員大量寶貴的時間，等同虛

耗議員的生命。拉布議員多次要求「點人數」，但

在「點人數」時卻故意離開會議廳，令原本可有

足夠法定人數的會議被逼流會。拉布議員早已有

心搞事，在立法會審議預算案撥款期間，拉布議

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超過20次，令會議多次中

斷，期間懷疑有人將往返會議廳的升降機每個樓

層的按鈕都按下，拖慢議員返回議事廳，企圖製

造流會。

更令人反感和氣憤的是，昨日拉布議員達到流

會目的後，以勝利者姿態自居，洋洋得意地指責

其他議員，將流會的責任歸咎於建制派議員，完

全顛倒是非黑白，暴露其惡人先告狀的醜態。沒

有拉布就不會出現流會，發起拉布的議員必須受

到譴責，必須為流會負全責。

拉布和流會對社會、市民和立法會百害而無一

利，造成的負面影響難以評估。首先，拉布至今已

經浪費1,530萬元公帑，持續下去如消耗公帑的「無

底洞」；立法會用了多日時間只審議了數項修訂，

還有100多項等待審議，按照進度，立法會很大機

會不能在本月中通過預算案。如此一來，特區政府

就會陷入「財困」，預算案上千億的撥款，包括各

項惠民措施，例如稅務寬免，以至綜援及長者生果

金等福利均落實無期。同時，政府運作亦將全面癱

瘓，政府為市民提供的日常服務將大受影響。

美英法等民主國家的議會，都有制約拉布的機

制，其立法機構主席或議長有權制止拉布，避免

議會運作被癱瘓。期待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參考國

外做法，顧及本港社會的主流意見，及時採取措

施「剪布」，不能讓少數人挾持立法會，令社會賠

上沉重代價。 (相關新聞刊A3、4版)

健全廉署制度 維護香港清譽 拉布者才是流會的罪魁禍首

內憂外患 智囊倡寬財政撐經濟
信息中心：預計本季GDP增8%  惟復甦步伐較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歐

美日維持量化寬鬆政策持續「放水」，而中

國內生增長動力不足，料導致經濟復甦腳步

蹣跚。國家信息中心昨日發表報告指出，

「內生增長動力在減弱」，建議政府以「寬財

政」扶植經濟內生動力，貨幣政策則應堅守

「穩健」，總體保持「中性」。而更多政府智

囊呼籲，貨幣政策不宜過緊，並應加快推動

改革。

內地一季度經濟增速意外降至7.7%，工業增速
也僅有8.9%，二季度重要宏觀經濟先行指標

—4月官方和匯豐製造業PMI雙雙回落，亦預示 經
濟增速下行風險加大。不過國家信息中心開發的經
濟景氣指數系統顯示，至2013年2月中國先行指數已
連續15個月回升；「一致指數」已經連續7個月回
升。報告稱，「先行指數持續平穩上升表明，經濟
有望保持回升的態勢。」

料出口增一成 順差續擴大

「較寬鬆的政策、換屆效應、庫存因素以及國際
經濟環境有所改善等因素，將支持2013年二季度中
國經濟穩步小幅回升。」由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
師范劍平帶領預測部完成的這份報告預計，二季度
中國GDP將增長8%左右，基本接近現階段潛在增長
水平，但回升步伐慢於預期。
在出口方面，歐洲經濟仍處於輕度衰退之中，且

國際貿易保護進一步加劇，以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
率上升壓力加大，恐將令出口快速增長勢頭難以持
續，而內需較弱也使得進口增速難以加快。報告預
計，二季度出口將增長10%左右，進口增長8%左
右，外貿順差繼續增加。

產能過剩 內生動力減弱

報告亦強調，「產能過剩問題突出，新的經濟增
長點有待形成，民間投資呈持續減速態勢，反映經
濟內生增長動力在減弱。」一季度民間投資增長
24.1%，增幅同比放緩4.8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增
長9.5%，增幅同比放緩2.1個百分點。
基於對通脹風險的擔憂，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及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央均提出實行
「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但在實際操作過
程中，外界評價是財政政策「積極不足」，而貨幣政
策「相對寬鬆」，財政支出較慢一定程度拖累經濟令
復甦放緩。

落實結構減稅 推「市政債」
由此，國家信息中心建議，未來政府要以「寬財

政」扶植經濟內生動力，具體而言就是將結構性減
稅真正落到實處，利用財政支出引導資金更多投向
戰略性新興產業與現代服務業；進一步完善「營改
增」政策，對於短期內稅負增加的企業，應給予適
當稅費補償；並穩步推進「市政債」投放，「將市
政債發債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籌措城市基礎設施建
設資金」，以此來彌補地方投資資金缺口。
在貨幣政策方面，報告表示，貨幣政策應堅守

「穩健」，總體保持「中性」，根據外匯佔款變化、市
場資金需求變動等方面的情況，靈活運用公開市場
操作工具，保持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合理適度。
如今，決策層提出，穩住宏觀，實際是要宏觀上

力保增長，相信政府投資加速可期，而貨幣政策亦

不會收緊，微觀上則需推進一些放鬆的改革，為企
業提供空間，為微觀經濟提供活力。

全球量寬 外匯投放添壓力

不過報告指出，「在全球流動性寬裕特別是日本
大幅度放鬆貨幣的情況下，短期資本流入將加劇國
內外匯佔款投放的流動性壓力和人民幣即期匯率升
值壓力，給貨幣政策帶來一定衝擊」，短期資本流入
加快加大外匯佔款投放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到一季度末，中國
貨幣發行存量已過百萬億元，國家信息中心報告則警示，目
前中國金融領域潛在風險加大，並明確指出三大金融風險亟
待中央關注。
首先是地方融資平台償債壓力加大，總額超過10萬億元，

其中85%左右依靠土地收入支撐借貸和償還。報告認為，在
房地產調控背景下，地方政府依靠賣地支持的財政收入不可
持續，償款能力受到限制，部分貸款面臨違約風險。

影子銀行乏監管 違約風險高

第二是企業效益下滑導致還款能力下降。報告認為，產能
嚴重過剩使企業經濟效益下滑，加之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
環境要素價格提高和資金借貸成本偏高，部分企業無力償還
金融機構貸款，已經出現違約問題。
第三是影子銀行快速擴張，由於缺乏有效監管，信用違約

風險不斷提高。
此外，報告認為，產能過剩仍是困擾未來一段時期經濟增

長的重要問題。製造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另一方面這些行
業的投資仍在增長，且大部分為現有水平的重複投資，「新
的中低端產能繼續積累，導致過剩程度進一步加劇」。

三大金融風險加大須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全球

寬鬆大潮可能再度來襲，美歐日均顯露維持寬

鬆貨幣政策跡象，而中國面對的是通脹與復甦

動力減弱的雙重壓力。財政部專家指出，今年

通脹尚不足為慮，未來貨幣政策不必收緊，應

維持目前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則需

採取減稅、加快基礎設施投資等措施來穩定經

濟增長，並加快結構性改革，盡快釋放改革紅

利。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受經濟增

速放緩的影響，中央財政增長困難已成趨勢。

而與此同時，保障房、教育、醫療、社保等財

政剛性支出仍然需要大幅增加。因此政府通過

投資刺激經濟的空間已經不多，債務和財政赤

字的風險正在加大。

加速體制改革城鎮化

劉尚希認為，目前經濟復甦放緩的一個重要

原因是，財政支出和投資相對較慢，政府亦考

慮將更多的重心放在解決結構性問題上。

專家認為，從長期來看，要使中國經濟重新

恢復活力，唯有繼續推動深層次的制度改革。

如加速財政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

地改革、城鎮化戰略等。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也認

為，中國採取刺激政策維持經濟增長，「大概

還可以搞個三到五年，但是三到五年之後，如

果不加快制度性的一些變革，很可能就是歐洲

化」。

繼續「中國式扭轉操作」

至於目前，祝寶良認為，現在信貸投放偏快，資金沒

有真正進入到實體經濟當中。但貨幣政策不宜太緊，否

則既不能解決資金流向問題，也可能會帶來其它麻煩。

還有專家指出，中國尚未跟進寬鬆，但任由全球央行

激進印鈔，中國加入寬鬆行列只是時間問題。此舉可以

解決部分問題，但也將吹大經濟泡沫、人民幣幣值與匯

率的失衡等新問題。專家還建議，當局繼續採取「中國

式扭轉操作」，即穩定長期利率，壓低中短期利率，在保

持法定準備金率基本穩定的

前提下加大逆回購等短期工

具的操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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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預測二季度經濟主要指標
指標 二季度同比增 一季度同比增

GDP +8% +7.7%

CPI +2.3% +2.4%

投資 +21% +20.9%

房地產投資 +18.2% +20.2%

消費 +13.2% +12.4%

出口 +10% +18.4%

工業增加值 +10% +9.5%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整理

■國家信息中心預計，二季度中國GDP將增長8%左右，但回升步伐慢於預期。 資料圖片

■產能過剩使企業經濟效益下滑，或無力償還金

融機構貸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