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政府未來10
年要建28萬伙公營房屋，大大加重房委會的財
政壓力。財政預算案中，政府承諾會向房委會
提供足夠財政資源，又指會盡快與房委會商討
長遠財政的可行安排。然而，長遠財政計劃工
作小組昨日發出的報告卻指，若房委會欠缺的
經費全部由政府承擔，預期政府結構性赤字，
以及財政儲備用盡的時間，會進一步提早3年
出現。

房委2020年或經費短缺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昨日發表報告，提到

房委會的財政壓力，指現時每個公屋單位成本
為54萬元，每個居屋單位成本為99萬元，若以
政府的舊指標，即每年建20,000個公屋和5,000

個居屋單位計算，房委會於2019至2020年度
起，就會出現經費短缺。小組主席、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謝曼怡表示，就算公屋租
金每兩年調高5%，到2041至2042年度，房委
會仍會出現4,900億元的資金短缺；每兩年調
高租金10%，仍然會有1,300億元資金短缺。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早前發表的財政預算案要求，

房委會在本年內盡快評估所需資源及整理開源節
流方面的檢討結果，並計算出未來10年所需的額
外財政資源，與政府就長遠財政可行安排展開商
討。然而，今次長遠財政報告雖然一直指上述分
析不會影響政府日後與房屋委員會進行的磋商，
但卻同時警告，如果欠缺的經費全部由政府承擔，
預期政府結構性赤字，以及財政儲備用盡的時間，
會進一步提早3年出現。

包底房委經費 政府早三年「乾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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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昨日發表報告指，若
按目前增加開支趨勢，政府財政由2021年起便
會轉盈為虧，並由2028年起要借貸度日。小組
認為，港府必須奉行「量入為出」原則。事實
上，報告提出的結構性財赤問題，有助警示社
會未雨綢繆。不過，引發本港過去財赤問題，
主要不是經常性開支的增長，而是經濟不景導
致政府收入大減。解決財赤問題，既需要注意
節流，控制開支，更需要重視開源，大力發展
經濟，增加收入。香港既面對福利增長的需
要，又難以改變所奉行的簡單低稅制，如果將
主要精力用於防守而非開拓，是沒有出路的。

報告推算由於人口老化及勞動力下降等問題
不斷加劇，本港的結構性財赤問題將於7年後
出現。本港這個全球其中一個最富裕的經濟
體，到了2028年更將面對借貸度日的困境。確
實，本港經濟主要依賴金融、地產業，又奉行
簡單低稅制，稅基狹窄，財政收入易隨經濟好
壞而波動。近年本港公共醫療、社會福利開支
有增無減，特別是人口老化加速的趨勢下，福
利開支必然越來越龐大。如果政府財政收入不
斷減少，而開支又難以削減，難免有坐吃山崩
的一天。當年的財赤問題導致政府被迫大力壓
縮公共開支、對公務員減薪的日子仍歷歷在

目。居安思危，社會理應正視結構性財赤問
題。

但要看到，香港財政收入不穩定固然與經濟
結構和稅制有關，但本港的經常性開支多年來
一直保持增長，真正出現財赤的日子卻不多，
原因是在絕大部分的時間，本港由於經濟增長
所增加的利得稅、薪酬稅、賣地等收入，足以
抵銷增加的開支有餘，甚至令本港積累了令各
國都羨慕的豐厚財政儲備。相反，本港在遭受
亞洲金融風暴及「沙士」蹂躪後，經濟一片蕭
條，百業凋零。儘管當局大力收縮開支，但財
赤問題依然嚴重，箇中原因正是經濟不景導致
政府收入大縮水所致。

要解決本港的財赤問題，在注意控制開支的
同時，更需將資源投放到發展經濟之上。唯有
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才可以解決結構性財赤問
題，值得本港大手投資。同時，報告特別提到
當局應訂立儲蓄計劃，並探討將現時的土地基
金轉化為「未來基金」，以備不時之需。這個
建議值得支持，原因是本港要持續發展就需要
持續性的投入資源，各項大型基建及發展項目
也需要龐大的投入，設立「未來基金」正好為
本港的長遠發展提供穩定的財政支持。

（相關新聞刊A5版）

面對財赤預期 更需發展經濟
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昨日在北京召開，

今年的全國兩會由此拉開帷幕。去年11月召
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繪就全面深化改革藍圖，
中國新一輪的改革方向已經確定。當前最重要
的是各項改革措施的具體落實。2014 年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改革將成為本屆兩會
的主線和焦點。

三中全會在15個領域提出60項任務，涉及
330多項較大改革舉措，包括經濟、政治、文
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
並提出「到 2020 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
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隨後，作為專項機
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習總
書記擔任組長，更凸顯了中共的改革決心。當
前中國的改革正處於攻堅期和深水區，在此背
景下，今年的兩會意義尤其重大。

新 一 輪 的 改 革 包 括 機 構 改 革 、 簡 政 放
權、反腐敗、城鎮化、治理霧霾乃至以反
恐為重點的國家安全體制改革等各方面，
既要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又要促
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可謂任
重道遠。今年的兩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取得
突破性進展尤其重要，這更需要與會的代
表委員們以改革創新精神進一步履行好建

言獻策、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職能，為
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團結
更多人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參與改革，
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起強大的正能量。

昨日的全國政協會議正式開幕前，全體與會
人員先為3月1日在雲南昆明火車站嚴重暴力恐
怖事件中遇難的群眾默哀。這是首次在全國政
協開幕會上為普通民眾默哀，首先體現了新一
屆中央領導集體對生命的尊重、對百姓的深切
關愛，同時也是對這起嚴重暴力恐怖事件的強
烈譴責。昨日公安部已宣佈偵破血案，拘捕三
名涉案疑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先後成立國
家安全委員會、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
顯示出對國家安全的社會治理思路。針對反恐
安全形勢非常複雜，預計兩會將進一步推進整
個安全體制的改革與完善。

香港已進入政改諮詢的關鍵期，進一步
發展和壯大愛國愛港力量，對香港影響深
遠，既有利凝聚主流民意支持在基本法和
人大決定的框架下展開政改諮詢，減少政
爭，推動普選順利落實，更有利本港社會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把握國家
全面深化改革帶來的機遇，實現兩地互利
共贏發展。

落實全面改革是兩會主線和焦點
A4 重要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政府建議

放寬公屋輪候冊的入息和資產限額，分別

調高8.4%和4.4%，以2人家庭為例，新入

息限額為14,970元；新資產限額則為29萬

9,000元，但有立法會議員關注到，在最低

工資下，若2人家庭成員都出外工作，入息

已會超出新上限，未能申請公屋。房屋署

預計，調整限額後合資格申請公屋的家庭

將會增加14萬7,100個。公屋團體擔心，

愈來愈多人可以申請公屋，輪候時間將會

愈來愈長，促政府進一步增建公屋。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調高公屋申請的
入息和資產上限。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在

會上表示，房委會每年均會按照最新的社會經濟數
據，檢討輪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
根據行之已久的既定機制，即以住戶開支為計算
基礎，包括住屋開支和非住屋開支，再加上備用
金，建議今年度分別調高公屋申請的每月入息和資
產限額8.4%和4.4%。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
將於本月24日討論有關事宜。

單人入息「入場費」9,670元
扣除強積金供款後，1人家庭的每月入息上限建

議由8,880元，增至9,670元；2人家庭由13,750
元，增至14,970元；3人家庭由18,310元，增至
19,820 元；4人家庭則由 22,140 元，增至 23,910
元。至於資產限額方面，1人家庭建議由212,000
元，增至221,000元；2人家庭由286,000元，增至
299,000元；3人家庭由374,000元，增至390,000萬
元；4人家庭則由436,000元，增至455,000元。

麥美娟：2人全職入息恐超限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擔心，若夫婦2人都賺取最低
工資，已超過2人家庭的入息上限，不合資格申
請。張炳良回應表示，計算入息限額，難以假設申
請人每日工作多少小時，但以一個每日工作9小
時，每月工作26日的申請人計算，即使2人家庭仍
然符合資格。從整體政策看來，有關最低工資的影
響，會慢慢從非住屋開支方面的工資指數反映出
來。
他又說，如果將入息上限定得太高，多了家庭受
惠，反而會令到低入息家庭的輪候機會降低。

郭偉強：關注建屋量需否調整
根據房屋署預計，調整限額後合資格申請公屋的
家庭將會增加14萬7,100個，工聯會議員郭偉強

指，現時輪候冊已有24萬戶，今次建議又會增加逾
14萬個合資格申請住戶，關注建屋量是否需要調
整。張炳良回應指，放寬入息限額後，合資格申請
人數增加，但不能排除當中有住戶已經在輪候冊之
中，故未會增加14萬個申請。
公屋聯會副主席、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文裕

明認為，升幅有利有弊，雖然客觀上會增加符合於
輪候冊上的資格，令更多人排隊上公屋，但他強調
房委會有需要因應通脹、最低工資等社會因素，適
當調高入息及資產限額。他又促請政府進一步增建
公屋以解決需求。

申公屋擬放寬 料惠14.7萬戶
入息限額升8.4%資產增4.4% 團體憂人龍更長等更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
強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有幾
個概念黑洞，他認為政府維持公共開支在生產總值
20%水平是一個緊箍咒，更會形成不同範疇爭奪資源
的情況。他又批評預算案考慮設立「未來基金」，指
任何措施越遲推出，支出就一定越高，擔憂「未來基
金」只會成為「遲來基金」。
林奮強昨日談及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他表示，由於通

脹加劇令中產壓力日增，他們覺得自己都需要支援，而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欠缺亮點，令中產反彈較預期多。

維持公共開支佔20%是緊箍咒
林奮強又指，預算案中有幾個概念黑洞，其中長遠

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建議，政府維持公共開支在生產總
值20%水平是一個緊箍咒，限制了政府因應香港發展
的投資，同時違反了彈性及應使則使的原則。他指現
時房屋、醫療、商場及交通都出現不足的情況，如果
政府設置開支上限，各個範疇的硬件發展就要排隊，
形成爭奪資源的情況。

指港結構性好景 非周期性機遇
另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香港現時的機遇只是周期

性，未來有機會走下坡，林奮強不認同周期性言論，反
而認為本港是結構性好景。他表示，環球各國的經濟數
據在過去4年都有向下及放緩的趨勢，但香港在過去4年
的就業數據是近40年來最好，所以認為香港是結構性好
景，加上高鐵及港珠澳大橋等會帶來融合機遇及經濟增

長，建議政府盡快興建更多硬件，包括酒店、醫院、大
學等，令市民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
對於預算案考慮設立未來基金處理人口老化問題，

林奮強指任何措施越遲推出，支出就一定越高，擔憂
未來基金只會成為遲來基金，未來會一塌糊塗，又認
為將錢留到日後有備無患，做法是過於悲觀及被動，
他認為政府應該盡快處理有關問題，不應把問題留到
未來再處理。

特首落實貧窮線表現盡責
被問到行政長官梁振英和曾俊華的理財理念是否有

分歧，林奮強表示不清楚，但認為財政預算案能配合
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他又說，梁振英上任以來，已
落實貧窮線等政策，是盡責的表現。

林奮強憂「未來基金」淪「遲來基金」

調整前後公屋申請資格
家庭人數 舊入息限額 新入息限額 舊資產限額 新資產限額

1 8,880元 9,670元 212,000元 221,000元
2 13,750元 14,970元 286,000元 299,000元
3 18,310元 19,820元 374,000元 390,000元
4 22,140元 23,910元 436,000元 455,000元
5 25,360元 27,490元 485,000元 506,000元
6 28,400元 30,780元 524,000元 547,000元
7 31,630元 34,220元 560,000元 585,000元
8 33,810元 36,550元 587,000元 613,000元
9 37,850元 41,020元 648,000元 677,000元

10及以上 39,740元 43,030元 698,000元 729,000元
註：入息限額是已扣除強積金後的每月收入

資料來源：房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

■林奮強在電台節目中表示，政府維持公共開支在生產總
值20%水平是一個緊箍咒，更會形成不同範疇爭奪資源的
情況。

▲政府建議放寬
公屋輪候冊的入
息和資產限額，
分別調高 8.4%
和 4.4%。圖為
香港最著名公屋
華富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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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美娟表示，若夫婦2人都賺取最低工資，已超過2人家庭的入息上限，不合資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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