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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出禍 部門下月乾塘
財爺：抽調醫局行管會教資會撥款 強撐核心社福服務

曾俊華昨晨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常任秘書長（庫務）謝曼怡，及80
多個決策局和部門共150多人舉行緊
急會議，商討未能及時通過《2014年
撥款條例草案》的應變措施。

「死線」已過 拉布無了期
曾俊華在會後指出，公共服務不受
影響的「死線」已過，但在1,192項
修正案中，立法會目前仍在進行第一
組修正案的合併辯論，還有4組合併
辯論未開始。而直至前晚10時為止，
一共進行了大約43個小時，當中接近
10小時花了在62次點算人數上，嚴
重影響會議的進度。
他續說，即使進入表決階段，即使
每項表決用2分鐘，便需要花上30個
小時，即3日至4日時間。其後，立
法會還要就納入69個總目進行辯論和
表決，令他們無法確定草案會在何時
通過，但肯定會較去年5月21日為
遲，這將對特區政府的工作帶來相當
大的影響。

臨時撥款僅夠5月開支
曾俊華強調，預算案能否在5月中
之前通過，涉及重大的經濟民生問
題，影響市民的福祉。儘管當局向立
法會申請了臨時撥款，令到政府運作
和公共服務在立法會審議草案期間能
夠維持，但該筆佔整年開支約兩成的
臨時撥款，只足以應付4月和5月的
全部開支，但肯定不足以應付6月份
的全部開支。

綜援果金7月中亦耗盡
根據庫務科分析，將有69個部門於
下月陸續用盡臨時撥款，擔心沒有足
夠資金支付政府和受資助機構全部人
員的6月份薪酬。儘管在申請臨時撥

款時，當局特別為各項社會福利金，
包括綜援、生果金等準備了較多的資
源，大約是全年開支的三成，加強對
弱勢社群的保障，但到7月中，該筆
錢就會用完，屆時各類福利金也將無
法發放。
「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必須有

最壞的打算和及早做好一些準備，盡
量把拉布造成的破壞減至最低。」因
此，曾俊華宣布，為保障核心公共服
務如學校、醫院、社福機構等單位不
受拉布影響，當局已決定暫緩向醫管
局、立法會行管會和教資會資助的高
等教育院校這3個有足夠儲備的機構
發放6月份撥款，要求機構先動用本
身儲備，騰出51億元現金，以維持其
他核心公共服務運作。
他坦言，51億元不足應付政府一星

期的平均開支。當局會將餘下現金適
當調撥，拉上補下，盡量延長核心公
共服務運作時間。

謝曼怡：6月隨時斷糧
謝曼怡補充，去年撥款條例草案於

5月21日通過，過了5月中「關鍵時
刻」，結果醫管局、教資會和立法會
行管會去年6月份的資助需要押後數
日支付，如今年通過撥款條例草案的
日子押後，6月會有多達91個開支分
目沒有充足資金，60多個部門支付薪
金、運作開支會受影響。
被問及拉布議員聲稱政府大可再申

請臨時撥款，曾俊華指出，臨時撥款
會令拉布無了期延續下去，「我們亦
不應該受到這樣的要脅而作出一些不
適當的更改」，而唯一解決辦法是拉
布早日完結。
他呼籲拉布議員不要再做對所有香

港人都有害無益的事情，盡早讓撥款
條例草案到表決階段，讓立法會和政
府都能夠回復到正常運作。

「不應受要脅再申臨時撥款」

●將供養父母/祖父母免稅額調高至
40,000元（與納稅人同住的額外免稅
額亦增至40,000元），另把長者住
宿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調高至80,000
元
涉款：26億元
受惠：約55萬名納稅人
●寬免2014/15年度首兩季差餉，每
季以1,500元為上限
涉款：61億3,500萬元
受惠：約310萬個差餉繳納人
●寬減2013/14年度75%的薪俸稅和
個人入息稅，上限為10,000元
涉款：91億6,000萬元
受惠：約174萬名納稅人
●寬減2013/14年度75%的利得稅，
上限為10,000元
涉款：10億3,000萬元
受惠：約12萬6,000名納稅人
●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
津貼以及傷殘津貼受助人發放額外一
個月津貼
涉款：26億7,400萬元
受惠：約120萬6,000領取綜援、高

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以及傷
殘津貼受助人

●為公屋租戶代繳一個月租金
涉款：10億4,200萬元
受惠：約76萬1,000個公屋住戶
●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預留撥
款
涉款：30億元
受惠：逾20萬個家庭

●將關愛基金項目常規化
涉款：7億8,100萬元
受惠：關愛基金項目不同類別的目標

受惠者及有需要的家庭
●增加長資助安老宿位及長者社區照
顧服務的資助名額；加強長者中心的
服務
涉款：4億3,600萬元
受惠：有需要的長者
●為支付「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劵」的
試驗計劃預留撥款
涉款：8億元
受惠：3,000名有照顧需要的長者
●增加長者醫療劵計劃金額一倍至每
年2,000元
涉款：5億8,200萬元
受惠：約73萬7,300名合資格長者
●推出一系列加強對殘疾人士的教
育、訓練、照顧和支援的措施
涉款：3億9,900萬元
受惠：殘疾人士
●將「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
通票價優惠計劃」擴展至12歲以下
合資格殘疾兒童及分階段將「綠色」
專線小巴納入計劃
涉款：1億7,600萬元
受惠：約102萬名65歲或以上的長者

及約14萬名合資格的殘疾人士
●展開大腸癌篩檢先導計劃
涉款：4億2,200萬元
受惠：合資格長者

■資料來源：預算案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多項惠民措施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繼續在立法會審議

落實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時拉布，令特區政府隨時墮入「財政懸

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跨部門緊急會議後形容，公共

服務不受影響的「死線」已過，故宣布暫緩向醫管局、立法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和教資會資助的高等教育院校發放6月份撥

款，騰出51億元資金維持教育、醫療、社福等核心公共服務。

他說，倘繼續拉布將令69個部門在下月陸續用盡臨時撥款，呼

籲拉布議員不要再做對港人有害無益的事，讓立法會和政府回

復正常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拉布議員「
聲大夾惡」，將自己拉布將令政府墮入「財政
懸崖」一事，歸咎到特區政府「不肯」申請臨
時撥款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坦言，臨時
撥款會令拉布無了期延續下去，「我們亦不應
該受到這樣的要脅而作出一些不適當的更
改」，而唯一解決辦法是拉布早日完結。
有份「拉布」的「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昨日
聲稱，「我對財爺呢種『大喊十』嘅做法感到煩
厭。」他指曾俊華作為高級行政人員，如發覺財

政運作上出現調配問題，應尋求方法處理，如申
請臨時撥款，「明明有好多錢喺度，你（曾俊華）
又唔去安排啲錢調動，跟住就『大喊十』自己話
無錢」，更不與議員會面，不負責任。
另一拉布議員、「人民力量」陳志全則指，

政府預期今個星期不能完成審議撥款條例草案
便應有所準備，但曾俊華卻不打算做任何準
備，認為他是刻意讓財政危機出現，甚至製造
壓力予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剪布。
曾俊華指出，臨時撥款會令拉布無了期延續

下去，「我們亦不應該受到這樣的要脅而作出
一些不適當的更改」，而唯一解決辦法是拉布
早日完結。

晤拉布議員無助解決
被問及會否與拉布議員見面，曾俊華坦言作

用不大，因大家過去數年多次討論過退休保障
等問題，大家都知道對方立場，而退保是非常
重大的政策，需要時間和市民的參與，不能很
簡單、很草率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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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特
區政府決定暫停向教資會8大院校發
放6月份撥款。多所院校回應本報表
示，有足夠儲備應付未來1個月的營
運，個別院校更可維持半年，但希望
事件可盡快解決。教資會則指，早前
特別就有關情況與八大商討應變措
施，並會繼續與院校保持密切聯繫，
商討若撥款再延遲應如何應對。
教資會昨日在回應本報查詢時表

示，6月份的撥款共涉及12億元，就
《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未能於5月
中之前通過而可能出現的資金短缺情
況，該會早前已與八大商討應變措
施，各院校均表示，根據現有可動用
的儲備及流動現金，可應付6月的現
金流需求，以維持校內的正常運作及
服務。
教資會續指，會繼續與各院校密切

聯繫，商討若6月份的撥款延遲超過1
個月的應變措施。
根據各院校的回覆，他們可動用儲

備情況不一，其中以港大最為緊張，只可維持
2個月左右的營運。另城大可應付3個月至4個
月開支、中大初步估算可應付約4個月支出，
教院則可支持5個月的經常性開支，浸大和嶺
大都稱可應付6個月的營運。而理大表示該校
運作如常，不受其他外在因素影響。

中大：動用儲備影響利息收入
雖然各院校目前都仍有資金，但中大表明，

有關支出會對定期存款收入造成損失，希望事
情可盡快解決。浸大亦希望有關問題可盡快解
決，以免影響各院校的正常運作。

1.行政長官辦公室
2.漁農自然護理署
3.醫療輔助隊
4.建築署
5.審計署
6.屋宇署
7.政府統計處
8.民眾安全服務隊
9.民航處
10.土木工程拓展署
11.懲教署
12.香港海關
13.衛生署
14.律政司
15.渠務署
16.機電工程署
17.消防處
18.食物環境衛生署
19.公務員一般開支

20.政府飛行服務隊
21.政府化驗所
22.政府物流服務署
23.政府產業署
24.公務員事務局
25.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

科)
26.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

科)
27.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8.發展局(工務科)
29.教育局
30.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庫務科)
31.食物及衛生局(衛生科)
32.民政事務局
33.創新科技署
34.勞工及福利局
35.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36.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

37.保安局
38.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
39.路政署
40.民政事務總署
41.香港天文台
42.香港警務處
43.入境事務處
44.廉政公署
45.政府新聞處
46.稅務局
47.知識產權署
48.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

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49.司法機構
50.勞工處
51.地政總署
52.法律援助署
53.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5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55.海事處
56.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57.申訴專員公署
58.破產管理署
59.退休金
60.規劃署
61.差餉物業估價署
62.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秘書

處
63.社會福利署
64.學生資助辦事處
65.工業貿易署
66.運輸署
67.庫務署
68.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69.水務署

資料來源：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下月耗盡臨時撥款政府單位

水署拉上補下交東江水費
政 府 多 個 部 門 將 面 臨 「 財 政 懸

崖」。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昨日指出，6
月第一個星期率先受影響的機構和部
門包括醫管局、立法會行管會、教資
會資助的高等教育院校及水務署。

據悉，水務署因需要6月初支付數億
元東江水費用，又沒有儲備，必須要
拉上補下解決，而法援署及康文署因
為外判服務需要付款，故同樣需要拉
上補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醫局九成開支靠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決定

暫緩6月撥款，醫院管理局表示十分關注。醫
管局發言人昨日表示，醫管局短期內可調度
流動現金應付日常開支，一旦撥款出現較大
阻延，醫管局在調撥現金上，包括透過其他
財務安排將面對一定困難。
發言人昨日解釋，就日常運作而言，逾

90%的經常性開支是依賴政府的直接撥款，倘
短期內政府撥款出現阻延，醫管局短期內可
調度流動現金應付日常開支，包括薪酬、公
共服務繳費及採購合約付款等，以確保市民
的服務不受影響。不過，一旦撥款出現較大
阻延，醫管局在調撥現金上，包括透過其他
財務安排等，將會面對一定困難。

■■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預算案撥款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預算案撥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80多個決策局
和部門共150多人
昨晨參與緊急會
議，商討未能及
時通過《2014年
撥款條例草案》
的應變措施。

劉國權 攝

■■曾俊華昨晨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曾俊華昨晨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常任秘書常任秘書
長長（（庫務庫務））謝曼怡謝曼怡，，在會議後會見傳媒在會議後會見傳媒。。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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