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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香港社會上有不少尚待解決的問

題，但持份者各持己見、少數人執

意反對，問題至今仍然原地踏步。

行政會議成員、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主席陳智思昨日在民建聯舉辦的圓

桌會議上指出，社會應反思「問題

面臨爆煲」才尋求共識的風氣，又

建議特區政府加強公眾諮詢的可信

性，增加社會找到共識的機會。

■攝影：彭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公共醫療
人手不足問題，引起社會關注。昨日出席民建
聯第三輪圓桌會議的香港醫學會會長史泰祖表
示，香港已回歸祖國，不應豁免英聯邦國家醫
生考試來港執業，反而應考慮邀請內地大量優
秀的醫生來港，紓緩公共醫療人手不足問題。
史泰祖昨日指出，香港公共醫療服務已出現
「大爆煲」問題，部分專科輪候時間長達數
年，急症室病人更不時出現「無人理」情況，
明顯人手不足。有意見指，引入外地醫生來港
執業，原可紓緩公共醫護人手不足問題，但只

有極少醫生通過本港設立的執業考試。

反對英聯邦醫生免試行醫
史泰祖坦言，醫學界反對不考試就讓醫生來

港執業的做法，但當局應檢討香港大學和中文
大學兩間機構設題考核的難易程度，以及每年
提供海外醫生在港考執業試的次數，以增加海
外醫生來港執業的機會。不過，他特別反對近
年陸續有措施讓來自英聯邦國家的醫生可豁免
考試來港執業。他強調，香港已回歸祖國，沒
有理由來自英聯邦國家的醫生可不用考試，內

地有大量優秀的醫生，卻未透過篩選邀請來港
執業，紓緩人手不足問題。
針對長遠解決公共醫療人手不足問題，史泰

祖認為，香港應推行社區、基層、預防醫療制
度，辦好公私營醫療合營，避免所有醫療服務
都集中到公營醫院處理。長久以來，香港培訓
了不少專科醫生，但個別專科實際需求並沒有
那麼大；相反，如果香港能培訓更多醫生做好
基層和預防醫療的工作，和社區結合便可減少
未來全民患病的機會，減輕公營醫療的負擔。
要改變這些制度問題，醫管局便需釜底抽薪，
將資源配套放到基層醫療上，而此舉也可配合
應對人口老化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反對派議員過去多次
在議會內瘋狂拉布，導致創
新及科技局撥款申請遲遲未
能通過，窒礙香港經濟發
展。「新思維」副召集人黃
成智昨日表明，支持特區政
府成立創科局，並批評各反
對派政黨拖延、拉布非常「無謂」。
黃成智昨日出席民建聯圓桌會議時表示，特區
政府建議成立創科局，是「正中年輕人下懷」，
可協助更多年輕人發展，故他支持創科局盡快成
立。同時，當局應成立創新科技青年委員會，聆
聽年輕人的聲音及提供財政資源，提升年輕人生
產力，讓他們「放膽去試」，實現創新思維。
他批評，立法會內的衝突「非常之煩」，反
對派拖延、拉布也非常「無謂」。香港目前面對
的問題，關鍵是沒有政黨政治，導致政策在特首
換屆時就會改變，經常出現政策南轅北轍的現
象。他笑言「希望民建聯執政」，這樣政策才能
有延續。
黃成智又提到，國家「全面兩孩」政策出台
將對香港有影響，但認為香港社會應將此視為
一次商機，在北區、元朗、大埔等區興建更多
優質學校，歡迎在內地的港人子女回港就讀。
他並期望特區政府未來可更關注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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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
政府面對經常性福利開支龐大問題，社會
關注如何進一步發揮社福政策效用，改善
民生。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榮休教授周永新，昨日在民建聯第三輪圓
桌會議上表示，福利開支是社會投資，香
港特區政府應改變福利政策思維，擺脫福
利開支是消費的思維，再結合「社企、政
府、市場」推動社福政策，並向市民提出
未來的社會願景，將有利特區政府今後推動更多政策造福市民。

指港府宜改政策思維
周永新昨日在會議上提到，香港民生難有突破，與特區政府的福利

觀念有關，認為特區政府應檢討三方面政策。首先，特區政府強調審
慎理財原則，處理涉及福利開支時，經常提到「輕重緩急」次序，成
為公共理財一貫思維；其次，特區政府援用「大市場．小政府」原則
處理福利問題；第三，將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對立，譬如，特區政府
會視福利開支是一種消費，而非有利經濟發展的投資，令特區政府處
理經常性福利開支的態度上很審慎。
他續說，這些政策思維往往令特區政府在推行政策時十分被動，在
社會出現問題時才加大開支處理，這樣一來，往往會令特區政府形勢
落後。此外，這種思維亦未能為市民在房屋、醫療等民生問題上帶來
願景，市民對社會的前途缺乏期望，影響市民對社會的認同感。再
者，如果個別市場未成熟卻以「大市場．小政府」去處理社會問題，
亦難發揮市場的預期作用。
就如何解決的問題，周永新說，特區政府應進一步闡釋政策適度有

為的具體情況，並強調「社企、政府、市場」三者結合，而非只靠市
場或政府處理福利問題，同時向市民提出未來社會的願景，凝聚共
識，提高市民的身份認同，鞏固社會價值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國家「一帶一
路」發展戰略將成世界經濟新增長源。「民主思
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在民建聯第三輪圓桌會議
上表示，「一帶一路」是加強香港經濟的轉捩
點，香港特區政府必須把握好「一帶一路」良
機，責無旁貸。他認為，香港的金融、物流和法

治優勢令香港可成為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
「排頭兵」，特區政府應推動稅務優惠等政策，
吸引外資在「一帶一路」下來港投資，促進香港
經濟發展。
湯家驊昨日在圓桌會議上提到，經濟不發展，

民生難改善。他認為，特區政府過去在推動經濟
發展的政策上只屬「小修小補」，然而，國家提
出「一帶一路」戰略發展，卻為香港經濟發展帶
來轉捩點，值得特區政府好好把握。

乘「一帶一路」勢 做好監管解紛
他指出，香港是「一帶一路」南線的沿海區
域，在建設「一帶一路」上應發揮好自身優勢。
香港是物流中心，也是金融中心，更有良好的法
治環境，這些優勢令香港推動「一帶一路」上可
擔當重要角色，當「排頭兵、主力軍」。按照這

些香港優勢，香港應在「一帶一路」建設上，做
好監管、融資、解紛的服務。
至於香港如何坐言起行做好「一帶一路」的
「排頭兵」，湯家驊指出，面對鄰近地區競爭激
烈的環境，特區政府更要擺脫「積極不干預」思
維，否則只會落後形勢，不進則退。他建議，參
考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等鄰近國家對外資的優
惠和免稅政策，特區政府亦應推出更多包括稅務
寬免在內的優惠外資措施，在「一帶一路」政策
帶動下吸引外資來港投資，同時政府部門亦可協
調服務，介紹外資在港融資渠道，便利外資在
「一帶一路」政策下在港集資。
他強調，利用「一帶一路」推動香港經濟，只會

有利特區政府更易推動民生措施，而特區政府把握
「一帶一路」機遇更是責無旁貸，期望施政報告對
香港如何把握「一帶一路」機遇有所回應。

史泰祖倡內地醫生港執業

陳智思陳智思：：「「危機下共識危機下共識」」宜反思宜反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庭佳）特區政府下月展開退
休保障公眾諮詢，其中「全
民」及「非全民」退保方案
分別易名為「不論貧富」及
「有經濟需要」，用字引發
了不少爭議。中央政策組全
職顧問王卓祺昨日認為，當
局是希望講清楚退保的權利
和責任，又擔心福利易放難
收，阻礙經濟轉型。他直
言，特區政府受立法會、傳媒及公眾齊齊「盯住」，
有什麼事就「萬箭一齊射落去」，社會又高度政治
化，突破民生和政治困局殊不容易。
王卓祺昨日在民建聯第三輪圓桌會議上指出，香港

回歸已18年，但港人對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的新局
勢仍然認知不足，尤其是對特區政府的架構。他指
出，特區政府內的「政治層」與「官僚層」的磨合是
一門學問，也是一種藝術，當一個班子的任期屆滿，
技術官僚可能要為他們收拾爛攤子，故技術官僚做事
要很小心。

港府憂福利易放難收
他表示，有政務官曾向他反映，不管政務官做對99

件事，只要做錯1件事，就會受到嚴重批評甚至丟
官，而技術官僚是穩定社會的重要體系，故他們的保
守性是政策的延續性，是基於行之有效的價值。
王卓祺坦言，現在立法會、傳媒、公眾「個個都睇

住政府，（政府）有什麼事就萬箭一齊射落去，有哪
些人願意站出來，被人射那麼多支箭呢？大家要去反
省這個問題。」他說，不單是特區政府，大家也要學
習在一個高度政治化、傳媒高度不受約束、過度自由
的體系下，去突破民生和政治困局，「所以對於梁生
（特首梁振英）的處境，我也十分尊重他的堅忍、鬥
志、迎難而上的努力，一點也不簡單。」
就即將展開的退保公眾諮詢，王卓祺認為，「不論

貧富」及「有經濟需要」的字眼有積極意義，是希望
坦白地講清楚問題關鍵。他認為，全民退保的好處是
有公民身份即可享有退休保障，一年獲派若干金額，
但擔心香港未來會出現像南歐國家目前的情況。
他解釋，南歐國家如希臘、意大利、葡萄牙等，以

前的競爭力很高，經濟好時會推行較好的民生政策，
但經濟不好時就收不了回來。他以葡萄牙為例，要輸
入泰國工人去摘葡萄釀酒，但同時有三成多的青年失
業，說明福利阻礙經濟轉型，削弱競爭力。
王卓祺強調，支持全民退保並不要緊，但要講得清楚

些，要將權利和責任掛鈎，討論才會有意思，並假設有
七成人在公眾諮詢中支持「不論貧富」方案，同時願意
每月強積金供款外再交工資稅，當局屆時不會不接受。
他強調，坦白、講清講楚是建立共識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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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倡稅務優惠吸外資

民建聯昨日舉行第三輪「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機遇與挑戰」圓桌會議，主題為「香

港民生的困局與突破」。主講嘉賓之一陳智思
昨日指出，不少社會議題只有少數持份者去討
論，且持份者更只談自己的關注，變成找不到
共識，例如退休保障的討論，持份者只是按自
己的立場及角度「佢有佢講、我有我講」。
他指出，商界在多個議題上無份討論，但商
界正正是很重要的持份者，有責任一齊去想一
想如何解決。

不到爆煲邊緣就各持己見
他說，從自己多年的公職經驗來看，社會只
會在有危機時才能找到共識，「沒有危機，根
本大家就不會坐低討論什麼共識。」他以去年
擔任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為例，指委員會當
時要處理廢物問題，而當時解決問題、找到共
識的曙光，就是「殺到埋身」的「5年後垃圾圍

城」，「這個訊息出了街，大家都只是坐低討
論一下，如果不是的話，就各持己見。」
陳智思又憶述，當年任立法會議員時，立法

會曾討論是否立法規管慈善組織，之後法律改
革委員會成立慈善組織小組委員會，由他出任
主席。他說，當時小組委員會研究外國個案，
用了5年時間才推出建議文件，建議由獨立監管
機構規管，隨即被許多將來可能受法律規管的
團體反對，「有些人對政府無信任，擔心將來
規管組織打壓慈善團體、打壓宗教組織」，最
後委員會只是建議設立註冊制度。

解決辦法不難找共識難達
他坦言，最後不了了之的社會議題多不勝

數，「是否次次都要去到爆煲，去到危機，社
會才有智慧去找解決辦法？」他又認為解決辦
法並不難找，如退保及醫療改革的答案已經出
現，毋須研究，「現在最大問題是推行不了，

推行不了有很多
原因，可能是一
小撮人出來反
對，已經令整件
事推行不了。」
陳智思建議，

特區政府應加強
諮詢的可信性，
指當局現時通常
外判予一些團體
及顧問公司，做
一套方案作公眾諮詢，「但其實很多時候已經有
想法了，公眾沒有參與整個過程。」他說，可持
續發展委員會去年就廢物問題舉行數場研討會，
由約160個持份者商討公眾諮詢的內容，最後質
疑諮詢可信性的聲音少了很多。雖然解決方法來
來去去都是那幾個，但如果諮詢過程的認受性加
強，可以增加社會找到共識的機會。

倡加強公眾參與 增諮詢可信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安老事
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
昨日在民建聯會圓桌
會議上指出，香港特
區政府未來應提倡長
者友善社會政策，同
時增撥土地規劃安老
設施，提升安老服務質素。
陳章明在會上說，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

重，但現時沒有良好的退保政策，且家庭
逐漸「細化」，家庭成員減少，難再如以
往般依賴家庭養老。他認為，特區政府未
來應建構長者友善社會，及早規劃土地興
建安老設施，同時培養更多年輕人加入安
老行業，照顧長者，提升安老服務質素。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行政總裁邱浩波則

在會上提到，本學年有25,000個跨境學
童，雖已沒有「雙非」嬰兒在港出生，但
跨境學童仍會持續增長達6萬個，顯示跨
境社會服務有需求，當局增撥資源應對確
有必要。至於推動醫療服務，他提到「醫
社合作」十分重要，尤其是針對有文化及
宗教差異的少數族裔，其組織便經常安排
女性醫生落區，為不願到公立醫院的少數
族裔婦女做婦科檢查等。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鄭 治
祖）特首梁
振英早前指
出，香港特
區政府應從
過去「積極
不干預」政策，轉變為「適度有
為」政策引導和配合。國泰君安
國際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劉
谷昨日表示，目前社會對「政府
有為」的看法有不當之處，認為
一切有利於民生的政策均應要
「有為」，她期望社會可多傳播
正能量，以正視聽。
劉谷又指出，創新及科技對經

濟發展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持續
創新及善用科技，將有利產業發
展，及協助各行各業提升生產
力。她認為，特區政府成立創科
局，可充分利用現有的科研及設
施優勢，吸引內地及東南亞人
才，成為亞洲創新科技中心，相
信將是保持香港經濟健康及長遠
發展不可或缺的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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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祺

■劉谷 ■陳章明

■■民建聯民建聯「「發展經濟改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善民生：：機遇與挑戰機遇與挑戰」」
第三輪圓桌會議第三輪圓桌會議。。

■陳智思

■■湯家驊湯家驊

■周永新

■黃成智

周永新：福利開支是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