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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嶺南大學又發生學生示威和衝擊事件，令
校董會會議被迫取消。少數大學生一而再、再而三地
以激進和暴力衝擊的行為，破壞校園的正常秩序，甚
至參與旺角暴亂。其肇因，正是司法對違法「佔中」
者沒有給予應有的懲處，大學校方亦對違反校規的少
數學生「高抬貴手」，導致少數激進學生有恃無恐、
膽大妄為。長此以往，那些學生終將走上自我毀滅的
不歸路。中國有句老話：「嚴是愛，寬是害」。對於
那些涉世不深、誤入歧途、違法犯規的學生，司法的
「寬縱」，校方的「呵護」，實質上是影響一生的傷
害。

昨天是元宵佳節，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的喜慶日子。
許多人都認為，在全民一致譴責大年初一旺角街頭暴
亂事件的大氣候下，大學校園應該回復寧靜了。但
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昨天在嶺南大學校園還是出現
了少數學生圍堵、衝擊校董會主席和校長，令校董會
會議被迫取消的事件。而且，近期香港大學和香港中
文大學等大學選舉了新的學生會，結果均是主張走激
進路線的「本土派」當選，顯示少數大學生的激進思
潮不僅沒有得到遏制，反而在校園內不斷蔓延，這種
趨勢值得全社會高度警惕。

深究其原因，很關鍵的一點，就是過往的一系列違
法事件，大都被司法機構以「寬縱」的處理輕輕放
過：違法「佔中」期間被捕的900多人，至今只有約
17%被起訴，而且基本都獲輕判；2014年暴力衝擊立
法會，打爛玻璃門，擊傷保安員並造成數十萬元財物
損失的12名被告，竟然只輕判80至150個小時的社會
服務令。至於在香港大學校園發生的多次暴力衝擊校
委會會議、涉嫌非法禁錮和襲擊校委的事件，校方更
是連一個輕微的處分都沒有，少數帶頭衝擊的激進學

生反而好像成了「英雄」。這樣的處理方法，表面上
是對學生很寬容，很有「民主包容」的風範，實際上
卻有法不依、有規不循，縱容鼓勵違法違規歪風，傳
遞出違法違規「零代價」的錯誤信息，令原本寧靜和
諧的大學校園成為政治鬥爭和暴力衝擊者的樂園。最
近頻頻發生的大學生暴力示威和衝擊事件，已經顯示
這個惡果。

青年人社會認知和閱歷相對較淺，容易受一些似是
而非的觀念誤導，因衝動而作出一些錯誤的事情，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諒解寬容，但諒解寬容的限度是
不能違法違規，而且要真心悔過。目前的情況是，在
反對派的蠱惑和司法的「寬縱」下，少數青年學生價
值觀、是非觀都顛倒了，以為為了他們所認定的所謂
民主、自由，就可以蔑視法律、破壞秩序、為所欲
為，一旦願望不逞，就可採取更加激烈的違法違規行
為去「爭取」，結果令暴力行為越演越烈，出現旺角
街頭這種嚴重暴亂事件。殊不知，走到這一步的少數
學生，已經面對暴動罪的起訴，有可能被判處十年徒
刑，人生前途盡毀。可以說，這些暴亂學生的處境，
既是咎由自取，更是拜那些「寬縱」者所賜。因為本
來應該用懲處告訴他們「你錯了」的司法者、管理
者，卻沒有向他們傳遞正確的警訊。

對於一個家庭來說，對有錯誤的孩子不施以一定的
懲戒，孩子就不知家規為何；在大學校園，如果不對
違反校規的學生加以校紀處理，學生就視校規如無
物；在社會，對動輒暴力、涉嫌違法的人不依法懲處
的話，法治就變成一句空話，社會秩序就蕩然無存！
為了香港社會的安寧，為了這些青年學生的前途，廣
大市民都在大聲呼籲司法者和管理者：不能再向部分
青年人發出「違法小事、違規無事」的錯誤信息了！

寬縱違法行為 不是愛而是害 匯控業績啟示香港經濟路向

財案增「長者iBond」年息兩厘起
千萬助中小旅社拓電商 額外津貼「三糧」變「雙糧」

曾俊華自2011年起，每年都會在預
算案推出iBond供市民認購，回

報率與通脹掛鈎，每次發行額100億
元。

無二手市場 吸「食息老友」
消息指出，新年度預算案同樣發行
新一批 iBond，但會新增「長者
iBond」，專供 65歲或以上長者認
購，發行額約20億元至50億元，保
證年息有兩厘，但沒有二手市場，出
售套現只可賣回給金管局。
投資者學會會長譚紹興認為，銀行
存款息率低，「長者iBond」 對靠存
款「食息」的長者，有一定吸引力。
他認為，特區政府應設認購上限，盡
量平均分配，務求人人有份，以免令
大額投資者認購過多。有立法會議員
認為，經過雷曼事件及近期人民幣下
行風險，「長者iBond」能令他們安心
投資。

豁免旅社酒店賓館一年牌費
近期香港旅遊業頹勢持續，消息指
預算案亦會增加支援旅遊業，包括撥
款1,000萬元資助中小型旅行社發展
電子商貿平台，並豁免旅行社、酒
店、賓館一年牌費。香港旅遊業議會

榮譽顧問胡兆英指出，業界現時除了
面對旅客減少外，電子商貿挑戰亦不
容忽視，但發展網上商貿約要花費
20萬元至30萬元，支持特區政府資
助一半資金助業界發展網上銷售平
台。

美食車優化 旅遊區擴至平民區
消息又指，美食車計劃會進行優

化，將於黃大仙祠旁邊及觀塘海濱公
園各設置兩個泊位，由旅遊區擴展至
平民區，令整體泊位總數由12個增至
16個。研究小販政策的理大應用社會
科學系導師梁志遠認為，美食車計劃
仍停留在旅遊設施的設計思維，建議
從小販政策着手，減低入場門檻。

留退稅寬免差餉 減公屋代繳租
有消息則指出，預算案在扣除房屋

儲備金注資450億元後，預料今年度
盈餘為368億元，並會保留退稅及寬
免差餉等紓困措施，但綜援及生果金
等額外津貼及公屋代繳租金等措施均
會減少。中大商學院助理院長李兆波
指出，今屆政府任期快將完結，難以
推出大規模的恒常措施，認為繼續
「派糖」猶如上市公司派發特別股
息，可以減低民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特區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明日發表任內第九份財政預算

案。有消息指出，港府今年繼續發行新一批

通脹掛鈎債券iBond供市民認購，亦會新增

「長者iBond」，專供65歲或以上長者認購，

發行額約20億元至50億元，最低保證息率兩厘。另外，特區政府

會加碼支援旅遊業，包括撥款1,000萬元資助中小型旅行社發展電

子商貿平台，但市民最期待的「派糖」措施或會減少，如取消公

屋代繳租金；綜援及生果金等額外津貼會由出「三糧」變「雙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預
算案公佈在即，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王國興及鄧家彪昨日往政府總
部請願，要求財政司司長考慮市
民慳電成果，延長電費補貼計劃
限期。他們指出，過往曾多次向
財政司司長反映並邀約他就電費
補貼餘額安排進行會面商議，但
港府至今只表示會按整體經濟及
政府財政狀況，適時就有關安排
作出決定。
工聯會表示，就電費補貼計

劃，政府一直只表示會按整體經
濟及政府財政狀況，適時作出安
排。工聯會指港府過去10個財政
年度均錄得盈餘，財政儲備更逾
8,200億元。

王國興鄧家彪倡用盡補貼餘額

王國興及鄧家彪均認為港府在
現時財政穩健的情況下，應就電
費補貼餘額作出適切的安排，延
長電費補貼餘額限期，讓慳電用
戶盡用餘額。他們又指出，電費
補貼計劃的款項亦是既出之物，
於本年度預算案亦不用再額外申
請撥款，不會為政府帶來額外的
財政負擔，便可令數以萬計的長
者及慳電家庭受惠。
電費補貼計劃於2008年至2013
年四個年度向250萬個電力住宅用
戶發放合共9,000元的電費補貼。
工聯會引述政府回覆王國興之立法
會諮詢文件指，電費補貼的總額合
共有223億元，而截至2015年10
月底，尚有19萬個住宅電力戶口
仍有平均約3,000元補貼餘額，合
共逾8.4億元。

工聯促延長電費補貼限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於明日發表新
一份財政預算案。有消息指預算案
將增加支援旅遊業的資源，包括撥
款1,000萬元資助中小型旅行社發
展電子商貿平台；並會豁免旅行
社、酒店、賓館等一年牌費。立法
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昨日表示，成
立共同平台是好事，可以幫助本港
中小型旅行社提升競爭力，但擔心
1,000萬元資助力度不足。不過，
豁免旅行社、酒店等一年牌費，則
顯示特區政府對業界的關心。
姚思榮又指出，經過「反水貨

客」、「鳩嗚」行動後，香港旅遊
業正陷入寒冬期，必須「搞搞新意
思」，開拓更多賣點。他形容，除
希望政府能夠繼續撥款用作推廣旅
遊業，將撥款金額由去年的8,000萬
元，增至1億元，同時亦可把現有
分散的旅遊景點、購物區等連接起
來，例如參考新加坡機場的安排，
為準備轉機的旅客提供接駁巴士服
務，安排旅客到市內購物，又或短
暫觀光等。例如，在山頂開設一條
巴士線，把山頂旅客接到上環的摩
羅街、舊警察宿舍、蘭桂坊等，以
便把多個旅遊特色區聯繫起來。

喜設旅社平台 憂千萬資助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香
港研究協會昨日公佈的一項調查發
現，36%的受訪市民期望預算案能
優先「推出短期紓困措施」，按年
增加5個百分點，反映市民較着重
短期紓困措施。與此同時，受訪者
希望預算案加大對「政制及管治」
投資的比例大增，由去年的8%增
至今年的19%，反映市民對政制管
治更加關注。另外，44%受訪者對
財政預算案的期望僅為「一般」，
反映市民對今年預算案的期望不容
樂觀。

「政制及管治」由8%升至19%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17日至20
日，以隨機抽樣電話訪問形式，
訪問 1,088名 18歲或以上市民，
發現52%受訪市民期望預算案能

優先為「社會長遠發展作投
資」，較去年下跌個百分點，但
「推出短期紓困措施」卻按年增
加5個百分點至36%，反映市民
受經濟放緩的不明朗因素影響
下，期望獲得短期措施紓困。
調查指出，28%受訪者最希望預

算案加大對「土地及房屋」的投
資，按年下跌6個百分點，其餘的
政策範疇亦錄得跌幅或不變，只有
「政制及管治」由 8%急升至
19%。至於大眾關注的「派糖」措
施，43%受訪者認為相關總開支會
較去年「增加」，37%認為「維持
不變」，只有8%認為會「減少」
派糖措施。另外，22%受訪市民認
為預算案應增加「退稅」的開支，
其次是「電費補貼」、「各類額外
津貼」及「寬免差餉地租」等。

36%市民盼優先推「短期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有消息指出，新一份財政預
算案會考慮取消自2008年起推出的「代繳公屋租金」措
施，引起社會討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昨日在1個電
台節目上表示，以往政黨較早知道預算案的部分內容，例如
去年知道特區政府打算取消「代繳公屋租金」措施時，建制
派政黨隨即與政府「講數」，商討後雙方同意中間落墨，免
公屋租金1個月，但他至今仍未收到任何消息。他表示，近
期香港經濟轉差，影響零售、消費、旅遊業僱員生計，特區
政府應有「逆周期」措施，緩和社會氣氛。

王坤盼免租1個月作對沖
出席同一節目的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表示，2008年至2015

年年底，特區政府合共免卻公屋住戶14個月租金，認同當
局不應「係又派糖，唔係又派糖」的做法，但綜觀經濟氣
候及租金檢討期等因素，預料今年公屋租金會按檢討機制
加租10%，期望預算案能免租1個月作對沖，紓緩市民負
擔。他續說，現時公屋租金的釐定機制沒有計算通脹因
素，批評當局不積極修改法例，建議盡快更改釐定租金的
機制，以免令機制淪至「只加不減」的局面。但他認為，
在更改檢討機制前，不應取消代繳租金。

鍾國斌倡資源用於醫療退保
自由黨主席鍾國斌指出，取消代繳租金會騰出11億元，

並非大數目，但他發現預算案「愈儲愈多錢」，預計2018
年香港會有逾9,000億元盈餘，建議當局將資源用於醫療或
退休保障方面。他又認為，若當局暫未有其他紓困政策，
應保留代繳公屋租金，幫助基層市民。
劏房住戶陳先生認為，公屋住戶已享有福利，反而居於

劏房的N無人士毫無支援。他表示，200呎公屋單位月租約
2,000元，不足200呎的劏房月租要6,000元，直言：「我
交4個月租，等於他們（公屋住戶）交整年租金」，期望
當局增撥資源予N無人士。
公屋住戶李先生指出，公屋免租1個月對長者有很大的
幫助，並指公屋商場翻新後物價高企，讓他們生活開支增
加，苦不堪言，免租1個月可讓他們「回回氣」。陳先生
表示，他是一名長期病患者，1個月的公屋租金可以購買1
年中藥，期望能維持「派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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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左）日前到訪政府物流服務署時，部分預算案封面剛剛印
好，上面還貼着「未乾勿壓」的提示。 曾俊華網誌圖片

■■港府今年繼續發行港府今年繼續發行
新一批通脹掛鈎債券新一批通脹掛鈎債券
iBondiBond供市民認購供市民認購，，亦亦
會 新 增會 新 增 「「 長 者長 者
iBondiBond」。」。圖為市民認圖為市民認
購第三批購第三批iBondiBond。。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左起左起：：鍾國斌鍾國斌、、黃國健黃國健、、王坤王坤，，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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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公佈 2015 年業績，
盈利較市場預期差，只升1%，更首次錄
得季度虧損。不過香港業務就有 20%增
長，佔集團盈利貢獻超過一半。匯控業
績對香港極具啟示，香港是生財有道的
風水寶地，利用背靠內地優勢，加強兩
地經濟融合，創造互利共贏，既是匯豐
的賺錢之道，也應該是香港應對挑戰的
大勢所趨。煽動暴力亂港，破壞兩地合
作，是倒香港米，不是別有用心，就是
愚不可及。

發跡於香港的百年老店匯豐銀行，近
年努力保持環球金融巨擘的地位，不斷
開拓海外市場，在北美、歐洲和新興市
場積極開展業務，務求增加收入來源。
可惜，歐美經濟始終波動不穩，金融危
機暗潮洶湧，更波及新興市場，匯豐在
這些市場的經營損手爛腳。匯控去年季
績表現每況愈下，全年利潤只增加1%，
增幅遠低於巿場預期的16%，第四季更錄
得虧損8.58億美元，是公佈季績以來首次
無盈利，北美洲盈利貢獻大跌56%。匯控
將出售巴西業務，進行重組，將資源重
新調配至亞洲區。

匯控為何要將發展重心再移回亞洲
區，說得更白一點，是大中華地區，其
業績清楚交出答案。去年匯控香港業務
繼續成為集團增長的火車頭，賺近100 億
美元，按年增約20%，為集團盈利貢獻增
加至接近52%。香港業務的盈利佔整個匯

控的半壁江山，理所當然在匯控未來發
展中的角色更加吃重。匯控主席范智廉表
示，隨中國經濟轉型至高增值製造業及
服務業，經濟以消費主導，相信中國可望
繼續對全球增長作出貢獻，「珠三角是集
團優先發展的地點」。匯控行政總裁歐智
華亦透露，珠三角業務持續擴張，包括簽
約成立內地首家以外資為主要股東的證券
公司。中國加快經濟轉型，推動金融市場
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必然創造巨大商
機，匯控把握機遇，謀劃長遠，做了水
暖先知的「春江鴨」。

匯控的業績、未來部署，反映香港始
終是「一隻會生金蛋的鵝」，而開拓內
地市場，正是香港的未來路向，扮演好
「超級聯繫人」角色，發揮好連接中國
內地與世界的作用，肯定有利於鞏固香
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創造滾滾財
源 。 當 然 前 提 條 件 是 ， 「 香 港 不 能
亂」。社會不穩定，其他發展只能淪為
空談。本港有人打着「本土主義」旗
號，策動令人震驚的暴亂，大肆鼓吹
「港獨」，挑撥兩地關係，阻礙港珠澳
大橋、高鐵工程等增進兩地融合的項目
建設，絕對不是要捍衛香港的利益，而
是令香港錯失發展的機遇。心水清的香
港人，一定不會上當受騙，必定立場堅
定反暴力、維穩定，避免香港內耗不
止，蹉跎歲月，自我邊緣化。

（相關新聞刊A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