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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新政綱 首重學術自由
跟進TSA挺正能量 強化國民教育建自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大專院校的學術自由，以及建立青少年正面價值觀等等，

都是教育界十分關注的議題。立法會教育界候選人蔡若蓮公佈了最新政綱。她要求特區政

府恪守香港基本法中「學術自由」，確保院校自主；跟進小三TSA引申的問題與對師生造

成的不必要壓力；支援學校全面落實德、智、體、群、美教育。同時鼓勵學校按辦學宗

旨，推行心靈及生命教育；加強對國家歷史文化教育，建立文化自信等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
祖）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
及香港交易所在
今年6月發表的
《聯合諮詢文
件：建議改善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立法會金融
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昨日去信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
禮，指其中的改革建議觸及監管架構及程序上的改
動，牽涉面廣，是一次重大的改變，必須仔細聆聽
證券界各持份者的意見，不能輕率從事。他要求擱
置該份諮詢文件，讓各持份者先溝通對話，尋求共
識，「切勿硬闖。」
張華峰昨日在信中指出，諮詢文件建議設立「上
市政策委員會」和「上市監管委員會」。文件指，
設立該兩個機構是「為了令證監會和聯交所在制訂
政策方面，有更緊密的協調和合作」，但實際上是

令目前的監管架構變得複雜、疊床架屋，令證監會
由原來承擔的監管者角色，一變而成為企業上市的
前線審批主角，徹底改變了過去行之有效的監管架
構和運作方式。

質疑證監接管上市審批
他指出，建議設立的「上市監管委員會」6名成

員中，有3名證監會高層，而「上市政策委員會」
有8名成員，也有3名來自證監會高層。
表面上兩個新設的委員會成員中，證監會都沒有

佔多數，但實際上證監會在新架構安排下，已經從
「後台」走上了前線，參與了企業上市的前線審批
工作。
張華峰坦言，證監會過去是以行使否決權否決某

些上市的申請，在新安排下，證監會可以在審批時
就行使否決權，如此轉變，絕非諮詢文件所言「證
監會在上市事宜方面的權力和職能保持不變」。
「如果這些建議落實，證監會將會完全主導上市審
批的各個環節，等同接管了上市委員會的職能。」
他指出，多年來港交所和證監會分工清晰，前者

負責前線監管，後者負起最後防線的監管角色，
「故巿場質疑證監會為何要在監管架構和流程上作
出如此重大的改變？上市監管作如此大改變，是否
能夠提高市場競爭力？是否可以加強對投資者的保
障？」諮詢文件對這些問題應要作更詳盡的交代和
解釋。

須經各持份者醞釀討論
張華峰續指，公司上市涉及保薦人、投資銀行、

證券商、會計、法律等多個行業，他們都是持份
者，都有切身的利益，作出任何關乎上市審批和監
管的改動，都要有長時間醞釀和討論，現在諮詢文
件在無聲無息之中突然推出，顯然是有欠周詳。
他認為，證監會和港交所在建議的新架構下，如

何維持明顯的角色分工，而建議可能會對巿場的影
響，也應有一個清楚的說法。不過很可惜，諮詢文
件對此完全交了白卷，令業界感到憂慮。因此，證
監會必須暫時擱置諮詢，跟各持份者先通過溝通對
話尋求共識。
金融服務界候選人還包括詹劍崙、徐聯安。

張華峰促煞停上市監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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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創意是發展資訊科技
的重要因素之一，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候選人楊全盛
就發揮無窮創意，在自己的facebook專頁以「香港
遊戲卡」方式，宣揚自己的理念。他指出，「過去
四年，香港ICT界連1cm都無進步過」，更問業界
朋友是否甘心「將目前發展創新科技嘅黃金時期斷
送喺一個受政治立場綑綁嘅人手上」。他不點名批
評唯一對手、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公專聯莫乃
光。

「病毒卡」「機會卡」反映現狀
楊全盛的遊戲卡中，附有「病毒卡」及「機會

卡」，而「日夜拉布」是其中一種病毒，「議員的
天職應該是監督政府，而不是癱瘓政府。只知『拉
布』，不知『推動』和優化政策，只會辜負選民的
期望。」另一種病毒則是「法例僵化」，例如過時
的法例令市場難以提出創新科技產品。「機會卡」
則有兩款，分別為「電子商貿」及「互聯網金
融」，意指香港可從該兩個範疇找到機會。
遊戲卡地圖中設有不少前往終點的格數，包括有

「換議員」、「議員業界優先」及「全面檢討現有
法例」等，當中也有後退的情況會出現，如遇「拉
布」、「議員政治主導」及「議員罔顧業界利
益」，玩家都需要向後退。
楊全盛又在facebook分享了自己早前收到友人送

的禮物──一個粉紅色的智慧城市模型。他指，模
型是用不妨害生態環境（eco-friendly）的原料製
作 ， 完 全 符 合 自 己 「 智 慧 環 境 」 （Smart
Environment）的宗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屆立法會選舉正
考驗着選民的眼光。以立法會商界（第一）功能界
別為例，自由黨派出新人陳浩濂挑戰爭取連任的經
民聯林健鋒，但有消息人士向本報透露，陳浩濂昨
晚在總商會立法會候選人簡介會上，被商會會員炮
轟其所屬的政黨與內地關係惡劣，並質問他如何帶
領商界開拓內地龐大市場。陳浩濂面對連串質問即
變得「口啞啞」，不但說不出自己與內地的關係
外，更聲言中小企不需要與中央有高層次的溝通，
令在場會員大感驚訝。

被問拓內地商機口啞啞
據參與論壇的消息人士指出，在論壇上，有總商

會會員代表質疑陳浩濂的政綱中，找不到一句表述

自己如何成為香港與內地的溝通橋樑的文字，更丁
點沒有提及如何協助商界在內地拓展商機，而陳浩
濂所屬的自由黨之榮譽主席田北俊與內地關係惡
劣，甚至被中央「搣柴」、遭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資
格，質問陳浩濂如何帶領商界開拓內地龐大市場。

稱中小企無須與中央溝通
他續說，反觀陳浩濂的對手林健鋒是全國政協委

員，與內地有緊密的聯繫，能了解香港商界看重內
地發展機遇的情況，也能適時反映商界的考量。面
對連串質問，陳浩濂回應時顯得「口啞啞」，並承
認沒有將商界如何在內地發展列入政綱，亦講不出
自己與中央的關係如何，更聲言中小企不需要與中
央有高層次的溝通，及重申自己支持「一國兩制」

及香港基本法。
有總商會會員則批評陳浩濂忽然熱衷總商會事

務。陳浩濂回應稱，他在2013年已加入商會的委員
會工作，及曾出現在總商會雜誌的封面。當他被質
疑只是公司高級行政人員，如何能掌握商界需要的
提問時，陳未有正面回應。
有與會者引述林健鋒批評陳浩濂缺乏相關工作經

驗的言論，陳浩濂沒有正面回應，僅稱「經驗不代
表能力」，又試圖轉移視線，質疑林健鋒去年於政
改投票上的表現。被問到一旦當選立法會議員，如
何在選舉委員會發揮力量，推動上層改變。
陳浩濂僅重申自由黨「換特首」的立場，但又稱

「換特首」不能一時三刻「改變整體大環境」，與
會者均對陳浩濂的回應感到失望。

陳浩濂赴總商會拉票出洋相

維護學術自主自由，關注高等教育同工
權益
■落實大學實任制、改善教職員薪酬福
利；

■ 要 求 大 學 教 育 及 資 助 委 員 會
（UGC）及各大學重視本港及實用
研究；

■敦促當局設立「跨院校權益申訴機
制」，處理學術、合約及解僱等申
訴；

■要求特區政府嚴格按照基本法有關
「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
有學術自由」的相關規定不能改
變；

■增加對自資院校的支援，以協助過渡
收生寒冬；

■增加資源投放，制訂完善的支援政
策，加強大專院校與企業之間的科
研協作。

加強情緒支援，提升抗逆能力
■增加駐校社工，及時支援有需要學
童；

■採取措施協助有意願成為教育心理學
家的教師轉型；

■推動教育界、社福界和醫學界跨界別
合作；

■增加資源，加強家校合作；
■進一步檢討現行的課程安排，加強心
靈及價值教育的元素。

扶助弱勢學生，改善融合教育
■為學校提供足夠的人手及財政支援推
行融合教育，並開設特殊教育需要統
籌主任常額職位；

■重新制訂長遠政策，加強特殊學校資
源和人手配套。檢討特殊學校的教師
編制，降低每班人數；

■增加培訓特殊學校醫護人員人手及改
善其待遇，改善社工編制；

■改善現行撥款機制，加強支援錄取少
量非華語學生的學校；

■全面檢視現行學童資助政策，整合性
質類近的津貼，簡化申請程序。

減輕應試壓力，正視操練文化
■全面檢視新高中的理念、目標和課程
實施間的落差；

■增加資源支援高中教師的學與教，改
善教師人手編制；

■全面檢討校本評核的必要性及實際操
作；

■加強支援學校推行生涯規劃教育；
■鼓勵學校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監察幼稚園小學過度操練，跟進小三
TSA引申的問題。

開拓多元出路，發揮青年才華
■協助組織支援網絡，加強院校與企業
之間的聯繫，為青年提供更多實習機
會；

■擴大資助香港學生入讀境內、外的學
位課程；

■推出措施紓緩本地基層學生的升學負
擔；

■成立高層次研究小組，全面和深入研
究香港公營和自資院校副學位課程的
長遠發展。

遏止歪風蔓延，共建正能量社會
■要求當局收緊並加強監管新的博彩形
式，加強檢控一切黃賭毒活動，加強
傳媒教育及網絡監管。

強化心靈教育，守護家庭倫理
■建議當局支援學校全面落實德、智、
體、群、美教育，鼓勵學校推行心靈
及生命教育；

■建議當局確保學校教育維護家庭倫理
價值。

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建立文化自信
■建議政府增加資源，讓學校加強歷史
文化教育，建立文化自信。

資料來源：蔡若蓮fb 整理：羅旦

蔡若蓮最新參選政綱摘要

蔡若 蓮 近 日 續 在
facebook發佈參選政

綱。針對大專院校，她提
出落實大學實任制、改善
教職員薪酬福利，包括要
求大學教育及資助委員會
及各大學重視本港及實用
研究，以補目前以教研人
員在海外學術期刊發表論
文數量多寡為主要評鑑標
準做法的不足；設立「跨
院校權益申訴機制」，處
理學術、合約及解僱等申
訴；增加資源投放，制訂
完善的支援政策，加強大
專院校與企業之間的科研
協作等。

支援情緒受困學生
過去20年，受情緒困
擾的學生愈來愈多，她建
議增加駐校社工；協助有
意願成為教育心理學家的
教師轉型；推動教育界、
社福界和醫學界亦應跨界
別合作，支援受情緒困擾
的學生；增加資源，加強
家校合作，主動關心學生情緒，多傳遞
正面訊息等。
在現行教育制度下，弱勢學生學習上
面對不少障礙。蔡若蓮建議開設特殊教
育需要統籌主任常額職位，及加強資源
和人手配套。檢討特殊學校的教師編
制，降低各類特殊學校的每班人數；正
視特殊學校醫護人員人手緊張的問題；
改善現行撥款機制，加強支援錄取小量
非華語學生的學校等。

促檢視新高中落差
有見新高中課程內容廣而深，加上校

本評核的要求，令師生不勝負荷。蔡若

蓮承諾會督促特區政府全面檢視新高中
的理念、目標和課程實施間的落差；增
加資源支援高中教師的學與教，改善教
師人手編制；全面檢討校本評核的必要
性及實際操作；加強支援學校推行生涯
規劃教育等。

防「本土」走向分離
因應副學位畢業生需要面對激烈的升

學和就業競爭，她要求當局協助組織支
援網絡，加強院校與企業之間的聯繫，
提供更多實習機會；擴大資助香港學生
入讀境內、外的學位課程；成立高層次
研究小組，全面和深入研究香港公營和

自資院校副學位課程的長遠發展等。
蔡若蓮又特別提到「本土」的問題。

她指出，珍惜愛護本土是人之常情。
「本土」意識所反映的，是人在自身成
長和生活環境中，所形成對地域、文化
的熱愛，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樸素感
情。但要提防「本土」意識走向分離主
義，對香港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我
們必須從根本出發，釐清概念，讓學生
建立正確的『本土』意識。我建議政府
增加資源，讓學校加強歷史文化教育，
讓學生重新全面認識中國歷史、文化、
地理、風俗等，從而建立文化自信。」
教育界候選人尚有葉建源。

■蔡若蓮公佈最新政綱，涵蓋教育界各方面問題。 資料圖片

■張華峰 資料圖片

■楊全盛以「遊戲卡」方式宣揚自己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