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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出席電台節目被問及與特首
關係時，再次重申與特首財政理念一致。不過，他也
指出與梁振英在政府工作，不是對每件事都百分百認
同，但有機會表達不同意見，相信能令政府施政更完
美。他以自己與太太作比喻，指他們亦不是對所有事
情有同樣看法。對於新一份總支出高達4,000多億元的
財政預算案，一些媒體關心的卻非預算案內容，而是
不斷炒作特首與財政司司長的所謂「貌合神離」，並
指曾俊華的理財觀「根本與梁振英打對台」云云。這
些說法不但無知，更缺乏基本政府運作的常識。

預算案全面落實施政報告政策
財政預算案又名撥款條例草案，主要功能是就下一

個財政年度政府的各項開支作出資源分配，落實好施
政報告提出的各項政策。當中的主次是很明確的，施
政報告為主，預算案為輔，兩者各有分工。如果按
《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所指，曾俊華在預算案與
特首的施政報告打對台，何以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的
多項扶貧助弱措施，包括低收入家庭津貼等撥款，都
全數載列在預算案之內？預算案並為配合施政報告的
扶貧新思維，一改以往慣例適當增加經常性開支，並
藉着「減糖」來調配政府資源，確保各項措施能夠順
利落實，說明預算案為落實施政盡心盡力，難道這就
是打對台的表現？

根據基本法賦予特首的權力，當中包括：領導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執行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律 ；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將財政預算、
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決定政府政策和發布行政
命令；批准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動
議；建議中央任命或免去主要官員，等等。這些權力
已經充分說明特首除了是特區之首，也是行政部門首
長。在行政主導之下，特首對於施政處於主導地位，
不但可決定政府的政策方向，而且預算案也須得到其
批准。如果預算案與其財政思念打對台，他怎可能批
准預算案發表？恰恰相反的是，特首的財政理念貫穿
整個政府的施政，也充分體現在預算案之上。正如曾
俊華回應時強調，自己與梁振英的財政理念一致，過
去亦一直配合行政長官施政，這是他的基本責任。

特首主導政策 施政集思廣益
當然，施政需要集思廣益，政府內部對於某些政策

的看法未必一致。就以特首最重要的諮詢機構行政會
議為例，當中既有15名主要官員，亦包括14名來自不
同界別的非官守成員，彼此立場看法都不可能一樣，
隨時爭論得面紅耳赤，這對於政策制訂得更加完備是
有好處的。但當政策最終拍板之後，各成員不論同意
與否，都有責任支持，為政策落實保駕護航，這是基
本的政治倫理。而作為政府一分子，遵從上級更是政
府倫理的第一要義。如果實在對政策不能認同，選擇
只有一個，就是辭職以表示態度，絕不會出現公開拆
台的情況。現在預算案是經過政府內部的通過，特首

拍板方正式公布，並非屬於
財政司司長一人，自然不存
在曾俊華借預算案向特首
「宣示財政主權」的說法。

事實上，曾俊華過去就多
次提出「預算案一向都是政策主導，在財政上配
合」。這說明預算案不是一份獨立的財政預算案，而
是要配合施政報告提出的施政理念及政策作出相應的
撥款。然而，一些反對派議員及傳媒，總是不厭其煩
地炒作，故意將施政報告和預算案區隔開來，目的就
是要製造特區政府內部不團結的形象，好像各個政府
部門各自為政，以損害特區政府威信。不過，這些炒
作經不起事實的驗證。梁振英政府自上任以來儘管面
對政治風波不斷，但依然能夠有條不紊、迅速果斷地
落實多項惠民措施，正是仰賴一支團結協作的問責團
隊，各問責官員能夠互相補位支持。例如特首提出
「雙辣招」等穩定樓市措施，財政司司長隨即配合落
實，成功遏抑樓市繼續飆升，這正是政府團結協作的
成果。

在預算案發表後，梁振英高度評價預算案「深思熟
慮和有承擔」，「既有針對性措施回應社會訴求，同
時為香港的公共財政作出長遠規劃，迎接未來各種挑
戰」。這充分說明預算案與施政報告是一以貫之，有
人故意將兩者對立不但是違反事實，而且別有用心，
更不符合市民利益。

特首理念貫穿預算案 挑撥離間別有用心
對於新一份財政預算案，《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繼續挑撥離間，指曾俊華有意藉預算

案向特首「宣示『主權』 拒向梁讓步」云云。曾俊華昨日再次重申，他同行政長官梁振英
的財政理念是一致的，配合特首施政是他的基本責任。事實上，特首除了是特區之首，也是
行政部門首長，基本法賦予特首決定政府政策的權力，特首的財政理念理所當然貫穿整個政
府的施政。儘管政府內部對於某些政策的看法未必一致，在內部會議時大可暢所欲言，集思
廣益，但當特首一錘定音後各部門自然要全面配合。遵從上級、集體負責本來就是基本的政
治倫理，怎可能出現施政報告與預算案互打對台的情況？一些傳媒不斷炒作政府內部的理念
分歧，如果不是對事實無知，就是故意挑撥政府內部的矛盾，意圖製造政府不團結的形象。
對於這些別有用心的言論，市民大可一笑置之。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出席立法會財委會向議員
介紹預算案內容，「人民力量」陳偉業攻擊曾俊
華為「守財奴」，叫嚷要向市民派錢，他更向曾
俊華撒陰司紙，及後被逐離場。
撒陰司紙是十分惡毒的行為，詛咒曾俊華落地

獄，也詛咒了全體香港人。這些電視鏡頭，通過
互聯網，傳遍了全世界，對香港立法機構的形
象，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陳偉業不覺羞恥，但
七百萬港人卻要蒙羞。外地人會問，為甚麼香港
人竟選出像女巫一樣，用陰司紙詛咒人落地獄的

議員？而在一日前，民主黨何俊仁竟然在立法會
會議上看艷照，事後還說自己當時太累，所以需
要提神。「艷照是開會興奮劑」的理論真是無恥
之尤，這其實是把立法會議事廳變成鹹濕佬的三
級小電影院。立法會弄得這麼烏煙瘴氣、沒有紀
律，反對派對於修訂議事規則，一直採取護短立
場，放任自流。結果，香港立法會淪為了世界的
笑柄。
陳偉業的派錢主張，不外是賄賂選民的花招。

回歸以來，香港遇到了亞洲金融風暴、「沙士」

疫症、美國金融海嘯，香港的經濟陷入低潮，所
以需要用派糖方式刺激內需，紓解民困。但如果
一味派糖，香港就沒有財政搞土地開發、發展基
建工程，為未來進行投資。這些投資未來的基建
費用，就高達3,400億港元。所以，陳偉業攻擊曾
俊華是「守財奴」，是沒有道理的。如果按照
「人民力量」的主張派錢，七年之後，香港就會
出現結構性財政赤字。
「人民力量」企圖把香港推向懸崖，變成「歐

洲病豬」，其心理是非常黑暗的。

陳偉業撒陰司紙心腸惡毒
徐 庶

■責任編輯：鄧世聰 2014年2月28日（星期五）

中央助港台經貿合作
黃英豪倡增自貿區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資源集團主席黃英
豪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國家今年

面對新形勢，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需要圍繞
國家建設大局，充分發揮香港委員優勢，結
合內地實際情況，積極獻計獻策。今年「兩
會」，他將提出4項提案，其中3項以個人
名義提出，包括「自貿區建設應布局合理及
穩步推進」，及「中央協助香港加快與台灣
協商，港台兩地簽訂加強經貿合作的協
議」。
他解釋，國家去年批准建設上海自貿區，十

八屆三中全會更進一步提出，選擇若干條件具
備的地區建設自貿區。目前，已經有20多個省
份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將申報、對接或建設自
由貿易區列入今年的重點工作，可以預見，內
地自貿區建設將呈遍地開花的景象。

盡快批津粵港澳桂自貿區
他認為，自貿區建設有許多經濟風險需要

控制，目前應先建設好上海自貿區，並盡快
審批天津和粵港澳、廣西等自貿區，列入下
一階段計劃，令國家金融發展有序運行。
黃英豪又指出，香港和內地有CEPA，內

地和台灣則有ECFA，惟獨香港和台灣沒有
相關經貿協議，故此他會藉「兩會」機會，
希望中央協助香港加強和台灣方面的經貿合
作，促進兩岸關係繼續和平發展。
就近期引起香港社會不少人關注的個人遊

人流問題，黃英豪也會在「兩會」期間遞交
的提案，提出內地有關方面可就個人遊安排
與香港協調，採取積極有效措施。

調節個人遊 保社會和諧
他的建議包括，建立高峰期適當調節內地

來港人流的機制，以確保香港社會的和諧發
展以及內地旅客來港個人遊的舒暢環境。具
體措施包括「優化個人遊制度，設定『一簽
多行』每年來港的總次數」、「內地設立一

個來港人流動態網站，定時更新，讓內地旅
客充分了解香港人流及各口岸通關情況，自
行調節來港行程」、「加強對內地來港旅客
的宣傳，如對來港期間有不文明行為，可暫
停有關旅客來港簽注」等。

倡粵閩人流配合 免港超負荷
黃英豪指出，個人遊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的

作用有目共睹，是香港應維持的一項措施優
勢。然而，香港地小人多，旅遊景點和出入
境設施、公共服務負荷量能否配合大幅增加
的旅客流量，值得研究。他指出，不論外國
或內地，也會對一些熱門旅遊景點超出負荷
時實施人流限制，有關限制基於實際情況調
節，客觀科學，香港可以參考。同時，個人
遊旅客大部分都從陸路來港，其中主要來自
廣東和福建兩省，兩省如能在入境人流上配
合，可避免香港入境設施超出負荷。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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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國家鼓勵企業與
個人對外投資。據統
計，在全球外國直接投
資流出流量較上年下降
17%的背景下，2012年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流量878億美
元的歷史新高，同比增長17.6%，首
次成為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
但不能忽視的是，我國投資者在海

外投資受到刁難或歧視的情況時有發
生。因此，從國家的戰略利益出發，
我們需要不斷改善國際貿易與投資的
環境，為投資者提供便利與保護，而
其中一個策略是推動自由貿易區建
設，與更多的貿易夥伴建立便利與保
護投資者的制度，但由於我國國內市
場制度與開放程度仍在不斷改善中，
要與一些發達經濟體系達成自由貿易
或投資保護協定並不容易。
在此情況下，另一個策略是充分利

用香港作為內地企業與個人對外投資
的平台。香港是自由港，市場高度開
放，法律制度完備，在自由貿易與投
資保護方面要符合任何國際標準都沒
有困難。如果香港能與盡可能多的貿
易夥伴訂立自由貿易或保護投資的協
定，內地企業就可以在香港設立公
司，以香港公司身份投資海外，享受
貿易優惠待遇或投資保護，避免受到
不公平對待。
不過，採取第二個策略也要克服一個

困難。香港市場高度開放，外來投資者
不論國籍，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可享有准
入前國民待遇，因此難以作出進一步開
放市場的承諾。由於缺乏談判籌碼，不
少貿易夥伴與香港展開談判的興趣不
足。因此，我們認為國家在展開外交工
作時，應將香港作為自由貿易的典範加
以推廣，並利用不斷提高的影響力，游
說、鼓勵貿易夥伴與香港簽訂自由貿易
或投資保護方面的協定。

盼中央授權 免影響談判
另外，如果香港要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保
護和促進投資協定」(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reement)，由於這類協定的部分條文
涉及國家徵收、戰爭或緊急情況下的投資保護和
賠償的安排，基本法並無授權香港特區自行處理
該些事務，在與個別對象正式展開談判前，特區
政府要先取得中央政府具體授權。我們認為在符
合國家外交政策的原則下，應盡量避免因為上述
條文限制而影響談判的展開。
至於一些「諸邊貿易協定」（plurilateral trad-
ing agreements），即使國家出於戰略考慮，對現
階段是否參與其談判過程有所保留，也可以在適
當情況下讓香港作為先頭兵參與。這樣既可以充
分表達不同利益考慮，若有關「諸邊貿易協定」
最終能夠達成，我國投資者也可以利用香港這個
平台，在投資這些協定成員國時獲得便利。

冀內銷港貿 制鼓勵政策
最後，我們希望國家多向內地的投資者介紹香

港的對外貿易關係，包括香港與其他貿易夥伴簽
訂自由貿易協定或投資保護協定的情況，從而讓
他們了解通過香港對外投資的好處。我們也希望
國家制定的鼓勵對外投資政策，對選擇通過香港
投資海外的投資者給予同樣的便利或優惠。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夥鄧竟成獻策 規管城管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內地城管執

法行為屢遭詬病。全國政協香港委員黃英豪，
將會和香港前警務處處長、全國政協委員鄧竟
成提出聯合提案，建議規管內地城管執法行
為，為內地城市管理貢獻港區政協的法律知識
和執法經驗。

黃英豪是法律界中人，內地城管執法問題引
起了他的注意，而另一委員鄧竟成是前警務處處
長，熟悉執法程序，大家都認為內地城管管理執
法近年的確存在一些問題，經常有城管暴力執法
導致群體騷亂事件發生，影響和諧穩定。
因此，他和鄧竟成將以各自的專業知識，針

對現時各省市城管當局缺乏統一法律授權和執
法規範的情況，提出聯名提案，建議國家制定
《城市管理執行法》，從國家法律的層面，正
式賦予各城管當局的城市管理執法範圍和權
限，規範全國各城市管理當局的具體執法權限
和執法程序，杜絕城管「暴力執法」及「野蠻
執法」等不文明執法行為。
同時，他們建議借鑒特區政府管理城市的經

驗，確定城管執法性質，與警察執法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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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豪黃英豪

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全國政協香港
委員施榮懷表示，國家的勞動管理相關部
門近年大力推動企業集體協商和集體合
同，但在具體操作時衍生了一系列負面影

響。他將在「兩會」上提案，建議由中央主管部門牽
頭，盡快對已實施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之省市開展調
研，了解有關制度的實際成效，及對企業的影響以及推
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同時准許未推行的省市暫緩相關
的立法工作。

建和諧關係 操作惹反響
施榮懷向記者表示，企業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旨在
建立穩定和諧的勞動關係，維護職工和企業的合法權
益，但在具體操作時衍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包括嚴重
削弱企業經營管理的自主權、影響內地的整體投資環
境，及埋下觸發和激化勞資矛盾的隱患等，與促進勞資
和諧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引起了業界，特別是中小企

業、外資企業的強烈反響。
他在提案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去年底舉行十八屆三中

全會，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將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及完善
企業私有產權保護制度等提升到空前的戰略高度。中央
既明確了市場機制在價格制定和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
用，預示着政府將會大幅減少對市場微觀運作層面的直
接干預，讓市場機制獲得更大的發揮空間。

計劃經濟濃 違三中原則
不過，他認為，中央各有關部門以訂立法律條例、行
政指令等，強制推行企業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帶有濃
厚的計劃經濟色彩，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市場主
導原則格格不入，許多地方政府出台的具體規定不盡合
理，權責的分配上，也明顯地向勞方傾斜。此舉不但會
導致企業和員工無法在公平對等的基礎上開展真正的民
主協商，而且嚴重侵蝕了企業的自主經營權，與十八屆

三中全會所提倡的保護私有產權的精神相悖。
施榮懷說，當前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市場環境下，如果
不適當地大幅擴大勞工的話語權，反而只會刺激員工，
追求工資和福利待遇的不合理期望，令勞資關係徒添不
和諧因素，也可能導致企業缺員的問題雪上加霜，不利
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會損害了出口企業，
以及中小企業的競爭力。
為此，他將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提案，建議由中央

主管部門牽頭，盡快對已實施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之省
市開展調研，了解有關制度的實際成效，及對企業的影
響以及推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准許未推行的省市暫
緩相關的立法工作。

倡重新設計 構勞資平等
施榮懷建議，有關部門應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為

依歸，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和「市場在資源
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等原則為大前提和先決條件，
重新審視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研判其政策理念，
在新形勢下是否仍具備合理性。在充分諮詢各持份者意
見的基礎上，從長遠和全局的角度出發，有關部門應重
新進行相關的政策設計，為建立平等、和諧、穩定的勞
資關係奠定制度基礎。 ■鄭治祖

施榮懷建議研集體協商合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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