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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建議延遲公務員退休年齡，
新入職公務員劃一延長5年、達至65歲，紀
律部隊就延至57歲。面對人口老化挑戰，延
遲退休年齡是全球大勢所趨，藉以紓緩人力
不足，減輕社會福利持續膨脹的壓力。特區
政府作為香港最大的僱主，率先在公務員隊
伍實施延遲退休，具鮮明的社會指標性意
義，企業可參考借鏡，解決人手短缺的問
題。

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加速，延後退休年
齡是國際趨勢。西方大部分國家的退休年齡
皆超過60歲。德國從2012年起，便將退休年
齡延長，預料在2030年的時候，退休年齡將
會由65歲延至67歲。英國政府亦於2011年取
消65歲的法定退休年齡，僱主不可強制65歲
僱員退休，僱員可按其意願一直工作下去。
新加坡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2歲，但可工作至
65歲。眾所周知，人口老化必然產生勞動人
口減少而令整體社會的生產力減低，以及退
休保障福利增加的問題，外國延遲退休年齡
就是要發揮一石二鳥的作用，既保持必要的
社會生產力，又減少照顧退休長者的福利負
擔。

香港就回應人口老化問題而研究延後退休

年齡的工作，已經較其他發達國家緩慢，但
是香港人口老化的迫切性並不比發達國家
低。目前，本港依靠政府綜援或長者生活津
貼的長者佔長者人口的三成一，長者愈來愈
多，對退休保障公共支出的壓力便會愈來愈
大。同時，人口老化而導致的人力不足問題
日益嚴重，本港公務員退休潮將進入高峰。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透露，2011 年至
2016年，每年平均有4000多人退休，16至21
年會增加至每年平均5600人，22年至26年5
年間，退休潮會達到高峰，每年有7000人退
休，要到2026年情況才見緩和。因此，延遲
公務員退休年齡是應對人口老化的必要舉措，
一來可避免公務員隊伍青黃不接，保證有足夠
經驗豐富的公務員維持政府運作，確保政府服
務的質素；二來為社會提供一個示範作用，以
延遲退休年齡來減輕政府福利負擔。

本港不少大企業為應付人口老化、人力不
足，已經開始討論或考慮推行延遲退休年齡
的辦法。如果公務員延遲退休年齡，將會推
動企業仿傚推廣。香港的長者就業比例不足
四成，以延遲退休紓緩人力斷層，對長者、
企業及政府而言，是三贏的方案。

（相關新聞刊A1版）

延遲退休年齡 應對人口老化
立法會將於本月16日審議有關的新年度財政預

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人民力量」昨日向立會
秘書處提交261項「垃圾修訂」，連同梁國雄、黃
毓民、毛孟靜等提出的修訂，截至昨日已達 386
項。激進反對派議員的「拉布」部署，將令特區
政府隨時出現「財政懸崖」的危機。事實上，
「人民力量」以預算案沒有派錢為由「拉布」，
不但無理取鬧，更是置市民利益於不顧。由於立
法會至今仍未訂立「剪布」機制，只有立法會主
席握有「剪布」權力。為免「拉布」引發政府
「財政懸崖」危機，主席有責任確保預算案如期
表決，必要時應果斷「剪布」。

「人民力量」以預算案沒有全民派發一萬元為
由，再度發起「拉布」，理據極其荒謬。當局在
預算案中，不僅採取稅務寬免措施，惠及中產，
而且提出一連串扶貧助弱措施，包括推出低收入
在職家庭津貼等，涉及250億元的額外開支，充分
反映當局在長遠扶貧上所作出的承擔。「人民力
量」對於當局的惠民及扶貧措施置若罔聞，反而
提出將公帑一次過花光派光，令各項長遠民生政
策無以為繼。「人民力量」以這些荒誕不經的理
由發動「拉布」，說明他們根本不是為弱勢群體
利益想，而是為了打擊政府施政。

預算案表決攸關政府運作以及各項政策的落

實，與市民利益息息相關。記得去年四名激進反
對派議員提出逾 700 項無聊的修訂，引發長達 80
小時的「拉布戰」，一度影響醫院管理局及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需要動用儲備應付公立醫
院及大學日常開支，不但令政府運作大受影響，
更差點令市民的綜援福利和公務員薪金未能按時
發放。現在激進反對派意圖重施故伎，而且參與的
議員較上次為多。當局資金僅足以應付4至5月的
開支，如果「拉布」曠日持久，當局在6月份隨時
面對「財政懸崖」危機，各項扶貧助弱措施肯定會
受到拖延，廣大市民將成為「拉布」的受害者。

必須指出，「拉布」絕不能作為騎劫議會、政
府和廣大市民的手段，也不能成為少數反對派議
員脅迫政府談判的籌碼。市民應對策動「拉布」
的議員發出強烈批評，其他立法會議員也應有是
非觀，不應囿於黨派之見而縱容甚至配合「拉
布」。更重要的是，在「剪布」機制仍然議而不
決之時，只有立法會主席可引用《議事規則》第
92條所賦予的權力進行「剪布」，而上訴庭早前
亦已確認主席「剪布」合法，有權引用《議事規
則》維持會議正常進行。面對政府撥款可能被拖
延，政府運作陷入癱瘓，主席應該在需要時果斷
「剪布」，令會議重返正軌。

（相關新聞刊A11版）

「拉布」無理取鬧 「剪布」該剪則剪
A2 重要新聞

各界狠批李柱銘陳方安生賣港
政改不容外國干預 扮「代表」赴美國會「聽證」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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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央社」昨日報道指，李柱銘與陳方安生昨日出席
華府智庫美國國家民主基金（NED）舉辦的「香港民主

為何重要」研討會。會上，陳方安生以由「台獨」分子煽動的
台灣「反服貿」為例，聲稱中央政府動用「經濟統合」的「甜
頭」，破壞香港「兩制」，並忽視香港核心價值，令國際社
會，尤其是年輕族群感到反感，「中央仍未提出有公信力的特
首普選方案，同樣引發香港年輕人不滿」。
李柱銘則稱自己「感覺台灣年輕人擔心將來會走『香港的

路』，越來越受內地干預」。
兩人稍後會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及與美國官員討論
香港民主發展情勢以至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等。

蔡毅：赴美「匯報」不必要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港區人大代表蔡毅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2017年特首普選，是香港及中央共同處理的內部事
務，批評陳李二人到美國「匯報」香港民主發展是不必要的。
他批評，陳方安生聲言中央動用「經濟甜頭」破壞香港「兩
制」之說，重申中央向來真心誠意及長期地支持香港經濟繁榮
發展，而非在政改當前，才忽然照顧香港的需要；香港最終有
普選，亦是中央透過基本法給予港人的承諾，可見中央支持香
港民主發展的決心。

楊耀忠：圖引狼入室干政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楊耀忠批評，香港政制發展是中國內政，
陳李2人竟試圖引進外國勢力干預，將不利於香港的政制發
展：「這簡直是引狼入室！他們不應該以『香港代表』自居。
基本法已經有清楚法律框架，香港普選定要依法辦事，並非輕
率地質疑中央想『絕對控制』，這是輸打贏要，削弱與中央的
相互信任，更是賣港行為。」

劉佩瓊：做法好傻好幼稚
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表示，香港政制發展理應由港人及中央
共同協商，尋求共識，陳李再次赴美國的「聽證會」，又向當
地官員「匯報」香港民主情況，是「好傻、好幼稚」，「美國
經常干涉其他國家內政，根本不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

王惠貞：勿歪曲中央權力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直言，香港政制
發展應由港人有商有量解決，其他國家不應發表任何意見，
「這是好奇怪的事，點解要到美國參與國會『聽證會』，談論
香港民主發展？香港普選必須符合法律，中央已經明確承諾香
港可『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這是民主發展一大步。中央對香
港政制擁絕對監督權，並非他們歪曲的『絕對控制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直指，眾所周知，每逢香港經歷政
改重要時刻，李柱銘等都會走到美國以「香港代表」自居，發
表違背基本法及市民意願的說話，這絕對不利香港民主發展，
同時會引進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事務。

王國興：對不住香港人
他怒斥：「兩人（陳方安生及李柱銘）的做法是對不住香港
人，是在破壞香港高度自治，而他們言論有誤導成份，企圖誤
導國際輿論，甚至誤導無法緊貼香港情況的國外華僑，並作出
挑撥，這是出賣香港。」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

批評，陳方安生、李柱銘二人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是次到
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予人感覺邀請美國勢力干預香港政制
事務，影響了中央對港人的信任。
但他強調，今天中國經濟強大，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舉足輕

重，即使李柱銘及陳方安生在美國肆意歪曲香港政制發展，以
至中央對政改的立場，中央政府也不會因而受壓妥協，必定會
堅守基本法立場，循序漸進推進香港民主發展。

宋小莊：政府建制派應多發聲
宋小莊續說，在反對派連番小動作下，為免部分港人受有關言

論誤導，特區政府及建制派議員應多發聲，重申中央的政改立場，
及宣傳基本法相關普選條文，令市民明白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
會法律基礎落實普選，是早有規定，並非突如其來的設限。
「幫港出聲」發起人之一周融表示，李柱銘及陳方安生訪美
「匯報」香港政情並非新鮮事，在上世紀90年代，他們或許
還能產生較大的力量，但今日二人再到當地談論香港政改的影
響力，已不能同日而語，就連香港亦僅有一兩間媒體大事報
道，「當年美國都希望借香港問題，迫中國妥協讓步，但以今
天中美關係來說，即使李柱銘及陳方安生再到當地叫來叫去，
作用都不大，美方根本不能再藉此向中方施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
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牧
師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
後，昨日再出席電台節目闡述對
「佔領中環」的憂慮。他強調，
不希望香港有動亂或不和平事件
發生，因此對激烈行動癱瘓中環
的「佔中」有保留，又指「公民
抗命」關乎於生命及信仰存亡，
如今在討論特首普選提名權時，
希望大家能以和為貴，先讓2017
年落實特首普選，日後再檢討及
調整。
管浩鳴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聖公會取態一直開放，曾
有牧師上街示威及絕食。自己反
對「佔中」的言論是個人立場，
並不代表聖公會或整個宗教界，
由於議題具爭議性，各人可能有
不同政見立場，故聖公會不會就
「佔中」問題放上議程討論。

台「反服貿」讓人更憂港「佔中」
不過，他指出，宗教界人士不

希望香港有動亂或不和平事件發
生，因此不少宗教界關鍵人物私
下討論時，也希望「佔中最好唔
好喇」，而近日台灣「反服貿」
事件，更加令人對「佔中」感到
擔心，「好多事情本意上是好，
但發展下去能否控制，就非常難
估計」。
管浩鳴指出，「佔中」是要用

所謂非暴力手法癱瘓中環，在某
程度上會令香港社會動盪，「佔
中」本身亦有違法的可能，故此
不支持「佔中」：「佔，occupy
這個字，我們以前也會形容香港
被日本佔領，似乎有非別人意願
的事，強諸於人的意思，在社會
上我們不太鼓勵。」

以經濟民生要脅港人難接受
他續說，作為神職人員不應太

「踩界」，因此不同意天主教香
港教區退休主教陳日君和「佔領
中環」發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師支
持「佔中」，但尊重他們的意
見，無意批評他們。但他相信，
香港首次有普選，而全球也沒有
「一國兩制」下普選特首的形

式，倘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以經濟民生向
中央討價還價，相信港人與中央逆地而處，也
未必能接受「佔中」。

盼先「落袋」日後再檢討調整
就有教友稱聖經中耶穌也曾不守法，管浩鳴

回應說，「公民抗命」關乎於生命及信仰存
亡，但今天是講特首選舉提名權的問題，所以
希望大家在政改問題上，能明白各方底線，以
和為貴，互相尊重，先讓2017年落實特首普
選，日後再檢討及調整。
管浩鳴又澄清沒有將「佔中」比喻為邪教，

假如將來有教友因參與「佔中」被拘捕，他會
去探望教友。他又指，政府沒有和他談及政
改，但數月前，曾經向中聯辦表達對普選及
「佔中」的想法，但強調中聯辦沒有要求他說
出反「佔中」等言論。

商界憂複製「佔院」 陳永棋：不想鬧劇上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台灣「佔院」行動持
續10多日，本港「佔中」鼓吹者遙相呼應，聲言也要
「佔領立法會」以至提早「佔中」。全國政協常委、香
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陳永棋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指出，本港商界關注少數激進分子「複製」台灣的
「佔院」鬧劇，並對此憂心忡忡。他認為政府應做好防
範，尤其是要疏導年輕人的情緒，避免激化社會矛盾，
為「佔中」分子增加籌碼。
陳永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台灣的議會過
去存在議會內打架的情況，早前亦先後發生「佔領『立
法院』」和「佔領『行政院』」行動，事前沒有特別的
先兆。他指，台灣和本港距離相近，商界一直擔心「佔

中」很可能在本港發生，很不希望同樣的鬧劇在本港上
演。
他續說，反對派激進分子已計劃勾結台灣「佔院」分
子，試圖有樣學樣，本港會否同樣在短時間內出現「佔
領」事件，是港人應該注意的，商界對此也憂心忡忡。

立會神聖 不容「佔領」
陳永棋指出，台灣的議會文化和本港迥然不同，本港

嚴守法治，立法會是神聖地方，是代議政制中各議會代
表議政論政的地方，不可能出現讓激進分子「佔領立法
會」的情況。
他說，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下星期將開會，討論立

法會一旦被「佔領」的處理方法，固然是未雨綢繆，但政
府更應因應最新形勢，做好應對工作，防止激進分子有機
可乘，及時制止「佔院」甚至「佔中」在本港發生。

信多數港青不想亂
陳永棋強調，「佔中」只是少數激進分子的主張，社會
不應標籤年輕人都是「激進」：「年輕人的想法和上一輩
的想法有分別，每個人都年輕過，我也明白年輕人有許多
想法和意見，事實上，支持『佔中』的人只是社會很少一
部分人的想法，大部分年輕人都不想社會亂。」
他認為，本港社會對年輕人應予更多理解，不應純以
壓制方式和年輕人對立，激化情緒，否則原屬少數人的
事情也會變成大事。他呼籲政府做好疏導年輕人思想的
工作，把年輕人的不滿情緒引導到適當的地方。年輕人
自身也應慎思「佔中」的危害性，不應做傷害別人又對
己無益的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正值迎接普選的關鍵敏感時刻。被稱「禍港四人幫」中的民主黨

創黨主席李柱銘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繼2004年到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作證」

後，近日又再高調訪美，及於稍後再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香港社會各界批評，香港政制發展屬中

國內政，不容外國勢力干預，不容陳李等人以「香港代表」自居，出賣香港。

賣港不遺餘力
馬丁有前科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聯同前政務司司
長陳方安生，近日公然高調訪美，並將出
席美國國會「聽證會」，被狠批「訪美賣
港」。事實上，李柱銘在政改的關鍵時刻
多年來「周遊列國」，「唱衰香港」，一
直「不遺餘力」。

2004年3月初，香港正熱議「愛國者為
主體治港」等政制發展重大原則，李柱
銘、涂謹申、李卓人、羅沃啟4人，堅持
逆民意而行，「應邀」到美國華盛頓出席
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舉行所謂「討
論香港民主」聽證會，聲稱他們憑「良
心」「作證」，並「如實」反映香港情
況。

曾聲稱香港回歸有如「把猶太人交予納
粹」的李柱銘在「作供」 時聲稱，2003年
50萬港人遊行，「全部」都為求抗議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並攻擊「二十三條損
害了香港自由，包括新聞自由。香港市民
從二十三條惡法認識到：沒有民主政制，
自由便沒有保障」。

李柱銘又不斷攻擊特區政府，聲稱「香
港現時的情況是：（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
的管治已出現危機，不推行全民普選，就不
能確保特區政府的有效管治、維護自由和法
治」；針對香港政制發展，又稱「我們要
求2007年按基本法進行政制改革」。

圖「把香港變成美國第五十一個州」
李柱銘的賣港行為備受香港各界強烈批

評。各界強調香港政制發展屬中國內政，
而根據基本法規定，中央在香港政改問題
上有憲制權利，而李柱銘等毫不避嫌，到
美國國會談香港政改，是試圖引入外國勢
力直接干涉中國內政，「把
香港變成美國第五十一個
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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