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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勿拉布阻綜援「三糧」
激進議員提近4000修訂 超去年逾兩倍

逾八成青年認同「守法人人有責」

置業「頭等大事」收入差最不滿

港青最關心問題
項目 百分比 人數
1. 壓抑租金/樓價 38.7% 561
2. 多建公屋/居屋 28% 406
3. 提高整體房屋供應 26.1% 378
4. 物價/交通費太貴 24.8% 359
5. 減少自由行數目 23.4% 339
6. 社會和諧 22.1% 320
7. 改善貧富不均情況 18.4% 266
8. 增加青年上流機會 17.3% 250
9. 香港越來越「內地化」17.1% 247
10. 協助青年創業 17% 246
資料來源：香港集思會《香港年青人的處境和

訴求》研究報告

年輕人10大不滿
項目 百分比
1 工作收入不理想 39.6%
2 自己經濟狀況欠佳 36.8%
3 無能力置業/樓價太高 32.6%
4 屋企經濟欠佳 28.5%
5 居住環境欠佳/太擠迫 23.6%
6 學業成績欠理想/擔心升學 23.6%
7 工作缺乏升職/發展機會 18.8%
8 租金太貴 18.1%
9 找不到理想工作 14.6%
10 結唔到婚/無錢結婚 13.9%
資料來源：香港集思會《香港年青人的處境

和訴求》研究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反水貨
客」示威者上月8日大鬧屯門，73歲的李伯李偉權
拖着手推車途經示威地點時，被部分示威者當作水
貨客圍堵及辱罵，更被推跌倒地。李伯昨日宣布將
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向當晚撞擊他膊頭及從後拉
扯、令他跌倒的數名「反水客」示威者民事索取1
元象徵式賠償。但襲擊者倘知錯能改，在1個月內
自首及向他書面道歉，他會放棄入稟。
李伯昨日在其義務律師陳曼琪，及觀塘區議員

陳俊傑陪同下舉行記者會。李伯指出，他在事發
當天被大批「反水貨客」示威者圍堵辱罵，奮力
保護其載有音響器材及寵物鸚鵡的手推車，雖然
自己及寵物鸚鵡並無嚴重受傷，但其音響器材就
遭到破壞，自己更被示威者推到「四腳朝天」，
令他感到十分屈辱，在詳細考慮後決定向推倒他
的示威者索償。

將索償一元 若自首不入稟
他強調，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所有人都不

應該受到別人的辱罵，及在公眾地方自由安全活
動，和私人財產免受侵害的權利，但自己的不幸
遭遇，和近期多宗「反水客」暴力衝擊，老弱婦
孺旅客也受到欺負，令他感覺到香港過去多年辛
苦建立的法治被少數暴力者破壞。
李伯續說，為彰顯正義，他將入稟小額錢債審

裁處，向當晚撞擊他膊頭及從後拉扯他，令他跌
倒的數名「反水客」示威者提出民事索償，索取
港幣1元的象徵式賠償。他會給該數名「反水
客」襲擊者1個月時間，希望他們能夠知錯能
改，願意自首，重拾香港市民努力堅持守法的香

港精神，否則他會正式入稟。他並呼籲當晚目擊事件者聯
絡他的義務律師及提供資料，又促請警方嚴正執法、維護
法治，保障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陳曼琪指出，李伯是依據普通法民事侵擾法律責任及香

港人權法例第十四條，計劃入稟控告有關人等，並以權利
受損要求獲得1元的象徵式賠償。由於涉事人蒙面，故他
們到目前為止，暫未能找到涉嫌襲擊者作為被告。

陳曼琪：表達意見非施暴藉口
她引述香港高等法院案件編號2014年2086號潮聯公共小
型巴士有限公司一案中，法官區慶祥指出，法治是文明、
安全及有秩序社會的重要基石，無論某人認為自己所持的
理由多充分及強烈，也不能以不合法或不和平的示威遊行
或手法表達自己的意見，侵害或損害他人言論或行動的自
由、損壞他人財物或令他人身體受到侵犯，將自己認為無
限制的自由建在侵犯別人的權利上，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
為，嚴重破壞法治精神。
陳曼琪強調，言論、遊行及示威的自由，並不是施以暴

力的藉口，持不同意見者無論該有多強烈的意見，都應該
在法律下和平有秩序地表達，達致一個和平、安全及有秩
序的社會，而堅實的法治也有利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
繁榮和穩定，香港的民主發展也可根據法律及香港實際情
況健康發展，盡快邁向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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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稱，會給該數名襲擊者1個月考慮自首。

5私地改福利用途
最快兩年後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聶曉輝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昨
日開會討論私人土地用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勞工及福利
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表示，已收到多間社福機構提交共63
項建議計劃，當中5個已開始興建，預計最快2017年至
2018年前完成，可額外提供逾200個安老及逾400個康復
的服務名額。有立法會議員關注不少宿位屬自負盈虧，擔
心部分長者未必有能力負擔。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昨在會上指出，有關計劃屬德

政，但關注不少宿位屬自負盈虧，擔心部分長者未必有能
力負擔。另有議員擔心，如果用公共資源去興建設施，但
最後設施有相當部分只提供予可以負擔到有關費用的人使
用，變相是未能幫助最有需要人士，認為當局應設定資助
及非資助的名額為「八二比」。
譚贛蘭回應指出，資助及非資助名額的比例均會沿用獎

券基金及社署一貫的做法，會有標準及因應個別項目與機
構商討，明白議員希望多點資助名額，會盡量作出平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熱愛賽馬的市民，
每逢賽馬日也會興高采烈走進馬場，卻甚少停步走進
毗鄰的賽馬會博物館。然而，博物館的珍藏見證本港
賽馬的歷史，當中更有3件從未展出的珍品。3件珍品
包括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與皇夫愛丁堡公爵菲臘親王
附有簽名的合照、英女皇御用彩衣的設計圖及由白金
漢宮秘書處簽發的命名「女皇廂房」證書。已於香港
賽馬會工作近38年的何漢雄，現職助理設施經理，談
及3件珍品時稱，「那張英女皇御用彩衣的設計圖，
是每當有英女皇的馬匹參賽，該騎師便會穿着這件彩
衣出賽；而那張證書，是當年英女皇訪港時於701號
廂房用宴，其後我們把那廂房命名為『女皇廂
房』，所以白金漢宮秘書處便簽發了一張證書。」

鎮館「三寶」

立法會議員最遲須在昨晚午夜前，就財政預算案相
關條例草案提出修訂。一如過去數年，激進反對

派議員提出數以千項的修訂，再次就預算案拉布。截
至昨晚7時，立法會秘書處已接獲3,904項議員修訂，
「長毛」梁國雄已佔去3,000項。他聲稱，自己是為
了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而拉布。被問及他此舉
是否意圖阻撓立法會討論政改方案時，他則不置可否
地稱，特區政府可以隨意抽調議程。

「人力」逾300修訂 黃毓民100多項
除了「長毛」外，「人民力量」也預備約300多項修
訂，激進議員黃毓民則稱，自己早準備了100多項修
訂，工黨也「東施效顰」，提出26項修訂議案，主要範
圍包括，削減特區政府繞過立法會財委會審批的開支
等。「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亦稱，他將會提出11項
修訂。

民主黨不拉布不支持預算案
不過，民主黨聲稱不會參與拉布。民主黨議員單仲
偕稱，由於有不少市民，均希望盡快落實預算案的多

項紓困措施，故該黨3月中委會已通過不會參與拉布
行動，但也不會支持預算案。
張建宗昨日指出，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的綜緩、生
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出三糧」，相關款項
須在立法會大會通過預算案相關條例後，再經財務委員
會通過才能實施，希望議員「手下留情」，令有需要的
人士盡快受惠。
他續說，在財委會通過相關撥款後，社署還需要約
1個月調整電腦系統，才可以發放這筆額外款額。根
據去年議員的「拉布經驗」，倘預算案有關條例草案
被拖延至6月才通過，就無法趕及在暑假立法會休會
前提交財委會審議，有關紓困措施就要延至今年底才
能實施。

新民黨寄望曾鈺成及早剪布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批評，立法會內的拉布之風已

愈演愈烈，並非港人之福。她寄望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能夠及早剪布，以免影響政改方案的表決。

經民聯：「財崖」窒港整體發展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也批評，反對派議員近年利用
包括拉布在內的各種方法脅逼特區政府就範，無所不用
其極。去年，反對派在討論財政預算案期間大搞拉布，
已影響特區政府施政，「無錢甚麼事都做唔到。」他促
請反對派議員理性議政，今年切勿重蹈覆轍，否則特區
政府再陷「財崖」，只會窒礙香港整體發展。
曾鈺成昨日在出席一公開場合時指，他目前未看過

修正案的內容，「第一要看修正案是否合乎規程，是
否批准。另外考慮到修正案的數目，合理安排之後的
辯論，給要發表意見的議員充分的機會去發表意見，
同時又保證議會工作有秩序地順利進行，需要同秘書
處研究，看是否需要同議員商量，進行安排。所以這
個階段，無法估計撥款條例草案審議要多長時間。」
被問及議員拉布會否阻延立法會討論政改方案時，

曾鈺成指，特區政府申請臨時撥款，維持的時間有
限，「如果去到6月份都不能做到撥款條例的表決，
會有其他問題，不單止政改決議案的問題。」
不過，他相信議員都會以負責任的態度來處理。被
問到應急處理辦法，如會否運用主席權力剪布時，他
只說會按照議事規則，在主席的權限下做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文華）

立法會明日將會恢復二讀辯論財政預算案有

關條例草案，激進反對派已表明會發起「拉

布戰」。截至昨晚7時，立法會秘書處已收

到3,904項議員修訂，較去年多逾兩倍，估

計審議時間將超過去年的120個小時。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強調，倘預算案相

關條例表決像去年般延至6月，綜緩、生果

金、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出三糧」措

施款項將無法於8月發放，而要延至年底，

呼籲議員「手下留情」。多名建制派議員均

呼籲立法會主席剪布，以免影響民生。

■ 工 聯 會 早 前
「反暴力、反拉
布」遊行，抗議
拉布拖延施政，
批評議會內的暴
力行為。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內耗不斷，議會
中有拉布歪風，社會上更出現「港獨」思潮、仇視內
地人情緒等，去年更出現一場以年輕人為主的「佔
領」行動，事件引發社會極大迴響及各方深思。有調
查組織發現，香港年輕人非常重視法治精神，有
82.3%受訪者認同「守法是每個市民應盡的義務」。
同時，他們對拉布風氣感到不滿，更希望特區政府有
更大的權力去解決香港社會的問題。
香港集思會昨日發表《香港年輕人的處境和訴求》
研究報告。是次研究透過電話訪問超過1,500名年齡介
乎15歲至39歲年輕人，並邀請68名年輕人、青年工
作者進行8次聚焦小組討論，更邀請47名學者、教育
界、青年工作者、政黨青年代表等進行深入訪談。
調查中問到受訪年輕人對法治及「公民抗命」看

法，發現超逾八成（82.3%）受訪者認同「守法是每
個市民應盡的義務」，其中以年齡介乎35歲至39歲的
受訪者最為多，有88.7%，15歲至19歲的年輕人也有
84.7%認同。不過，38.3%年輕人則稱，「為了爭取公
義，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作出違法行為亦無問
題。」

逾四成指政黨不代表自己
同時，不少受訪年輕人對政黨以至專業人士的觀感
是「不代表我」：分別有41.2%及41.7%受訪者不認同
專業人士及政黨組織可以代表他們的意見和立場，遠
比支持者多一倍。有接受訪問者更直指，政黨多為選
票，選擇性聽取訴求，僅集中弱勢社群而忽略中產。
面對議會拉布不斷的情況，有30.7%受訪者「同意/
非常同意」目前爭取權益的團體阻礙特區政府運作，
39.5%人認為「一般」，只有29.9%人不贊同。有
36.7%認為立法會議員拉布阻礙政府運作，23.8%則
「非常不同意/唔同意」，也有受訪者認為拉布只是少
數派表達自己意見方法。
調查進一步發現，近年內耗不斷令社會發展緩慢，有

意見認為應予特區政府更大權力去解決社會問題，支持
者有34.2%，持中立意見者（「一般」）佔41.4%，反
對者則為24.4%。有深入訪談者也表明，應讓特區政府
權力更集中，令政府在施政上更有效率，同時，年紀越
大者越希望賦予政府更大權力，35歲至39歲受訪者更
接近一半。

贊同維護國安多反對近倍
調查在問到受訪者有關「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主
權和發展利益係香港的責任」的問題時，35.5%受訪
者同意，多於不同意的21.7%，持中立態度（一般）
者佔最多，有42.8%；在香港人必須尊重內地的政治
制度方面，贊同者有29.3%，不贊同者28.6%，42%表
示「一般」。
被問及香港應否加強與內地的經濟融合，有34.4%

受訪者認同，反對者有24.9%，40.7%則認為「一
般」。
在香港年輕人最重視的核心價值方面，首五位為廉
潔（8.9分）、自由（包括言論及新聞自由）（8.87
分）、資訊自由流通（8.87分）、公義（8.84分）及
法治（8.83分）。研究引用了中文大學於2012年、
2014年就香港核心價值的調查，其中提到「法治」在
兩年間躍升，反映「佔領」行動令市民對法治重視程
度有增無減，與是次研究結果相吻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集思會昨日公
布有關年輕人處境和訴求的調查結果，發現受訪年輕
人對房屋問題最感關注，視之為「頭等大事」。同
時，他們最感不滿是其工作收入不理想、經濟狀況欠
佳、無能力置業等。

最關注議題 三甲皆「屋事」
是次調查發現，在年輕人最關注的10個議題中，

首3位均與房屋有關，包括「壓抑租金/樓價」、
「多建公屋/居屋」及「提高整體房屋供應」，分別
為38.7%、 28%及26.1%。調查認為，年輕人皆認為
「置業是安全感來源」，但當樓價上升使他們置業
「卻越來越遙不可及」，也影響他們的結婚計劃，及
造成「婚後分居」的現象。
「房屋及物價/交通費」及「減少『個人遊』數
目」也備受關注，分別有24.8%及23.4%，隨後為
「社會和諧」、「改善貧富不均情況」、「增加青年
上流機會」等，但「政制發展」則不在十大關注議題
之內。
在年輕人十大非常不滿事項中，皆無「政改、民

主」議題，依次序為：自身工作收入不理想、自己經
濟狀況欠佳、無能力置業/樓價太高、家庭經濟欠佳、
居民環境欠佳/太擠迫、擔心升學、工作欠晉升/發展
機會，租金太貴、找不到理想工作及無錢結婚等。
針對教育問題，調查反映新高中學制和副學士制
度帶來問題，包括令學生有極大壓力，更減低學生在
適當時候另覓出路機會，而副學士銜接大學成功率
低，認受性受質疑，學費貴，使他們畢業後仍負債累
累。

籲學生改「工字不出頭」思維
該會建議，應改善副學士相關政策，監察自資學

士課程，並加強對學生的生涯規劃，改變「工字不出
頭」思維，使學生能發揮自身所長，並改善營商環
境，並建議應優化兩地交流方式及提高青年參與特區
政府諮詢委員會的比例等。
該會總研究主任何建宗指出，年輕人面對問題相

當複雜，希望社會各界應繼續與他們溝通，聆聽他們
的訴求，並呼籲特區政府及各團體定期就有關問題進
行探討，以提供更多詳盡的參考資料。

■(右起))香
港集思會總
研究主任何
建宗、總裁
黎黃靄玲、
研究主任張
羽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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