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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以「撐
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利
民生」作為大方向，其中與

扶貧、安老和助弱相關的措施全面，包
括：提供額外金額支援，加強康復服務及
照顧有特殊需要兒童，扶助弱勢兒童，促
進青年向上流動，支援弱勢社群就業，支
援少數族裔，支援有經濟需要的病人，加
強照顧長者的需要，優化退休保障。

市民最關注的當然是「派糖」，這次
「派糖」428億元，無論是薪俸稅退稅，
還是綜援生果金出「雙糧」等，規模均較
去年縮小，市民或許有點失望。然而，由
於2018至2019 年度的盈餘為587 億，
相較上個年度的1,489 億大幅減少，今年
財政預算案「派糖」佔了盈餘的七成多，
與去年只佔約四成相比，已體現了政府對
改善民生的承擔。尤其是預計今年全年經
濟增長只有2%至3%，較去年進一步放
緩。因此，縮減「派糖」是可以理解，支
持政府把資源投放於最有需要的用途上。

照顧弱勢投入大
事實上，這份預算案在照顧弱勢社群方

面開支與投入頗為大手筆。例如，向有需
要學生發放津貼加碼至2,500元，長者醫
療券一次性額外增加1,000元金額，累積
上限由5,000元增至8,000 元，均是針對
最有需要幫助的人士，投入的資源不減反
增。在房屋、醫療、安老等方面，政府亦
預留資源，積極投入。例如預留100億元
設立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預留20億
元支持非政府機構興建過渡性房屋等，均
顯示政府回應各界期望，針對社會痛點，
投放資源解決迫切問題，展現出應有承
擔。

購物業為社福值得支持
預算案以「破格」做法關顧弱勢社

群，提出計劃撥款200億元在3年內購買
60個私人物業，設立日間幼兒中心、長
者鄰舍中心等社福設施，紓緩此類服務
供不應求的情況。這種做法較過往以短
期租約增加社福設施更為可取，彰顯政
府施政務實創新，方向值得肯定。而有
關計劃仍須待立法會通過後方能正式啟
動，冀望部分議員不要事事以陰謀論看
待施政建議，以「官商勾結」為由，罔
顧安老扶幼的迫切需要，阻礙撥款申
請。
預算案為民解困有心、有力、有承擔，

值得社會各界支持。展望未來，政府預計
今後5年的收支大體上會錄得盈餘，更預
計到 2024 年 3 月底，財政儲備可達
12,246億港元，今後如何繼續善用盈餘
利民紓困和投資未來，使香港市民得以安
居樂業，將是特區政府的重任。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特區政府新一年的財政
預算案公佈了，對不少中
產人士而言，第一印象就
是派糖少了。這是事實，
理由是特區政府的收入的
確少了，收入少的一個原
因是特首林鄭月娥決定今
後所有的政府土地將會保
留70%興建公共房屋，只

餘30%興建私樓。因此，可出售的土地
少了，賣地收入也少了。過去許多年，香
港的私人住宅佔整體住宅的50%，政府
的公屋、居屋佔其餘50%，政府的賣地
收入佔政府收入一個很大的比例。現在，
政府減少賣地，收入自然減少，收入少派
糖也少是正常的事。相信今後仍會如此，
如果更認真地看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理論
上這應該是一份赤字預算。不過，財政司
司長「巧妙」地把上屆政府成立的房屋儲
備金共824億元分4年回撥，使到今年的
財政預算案中多了206億元的「收入」。
上屆政府財政盈餘巨大，為免「免費午

餐派」不斷地要求增加福利，時任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決定成立房屋儲備金，為將來
興建公共房屋所用。現在，本屆政府決定
增加興建公共房屋，少了賣地收入。因
此，回撥房屋儲備金也是合理的。不過，
長遠下去，房屋儲備分4年回撥，4年之
後，如何處理政府減少賣地所帶來的財政
赤字，本屆政府應盡快研究。
政府減少賣地除了影響財政收入，也為

市場帶來一個錯覺，以為特區政府與房地
產商勾結，減少私宅土地供應以推高樓
價。財政預算案公佈後，多家地產商馬上
說政府賣地減少，樓價將大漲，2019/
2020財政年度，政府賣地將提供15,500
伙住宅單位，比2018/2019財政年度少
40%，那已是50%的私宅供應減成30%
供應的比例，與2017/2018財政年度所供
應的 31,620 個單位比較，更是少了
50%。由此可見，私宅土地供應除了決
定於政府的公共房屋與私宅比例政策外，
尋找土地也是重要的，上屆政府盡量推出
可推出的土地以壓抑樓價，現屆政府正面
對覓地的挑戰，特別是短期土地供應。

實際上，政府減少私宅土地供應的同
時，大大地增加了居屋供應，可出售房屋
供應比例並沒有減少，因此不會推高樓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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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綱要為香港教育添動力
國家公佈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規劃綱要以國家未來發展，結合三地現有

優勢和社會經濟成長需求，作出頂層設計，務實推進區域間各城市和主要經濟體協調發

展、合作共贏，為實現國家發展戰略形成重要支撐。香港應發揮在教育科研方面的優勢，

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貢獻自身力量。

黃錦良 教聯會主席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建設世界
一流的大灣區，不能沒有世界一流
的教育體系相伴隨。規劃綱要明確
提出，「支持大灣區建設國際教育
示範區，引進世界知名大學和特色
學院，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

科建設」。作為國家教育體系的一部分，香港教育
在這些方面發揮其優勢作用，再上一個階梯，既有
自身發展的必要性，也有配合國家發展需要的必然
性，兩者融為一體。

大學科研優勢得以擴張
就高等教育而言，香港的高校，如香港大學、中

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和城市大學等，都位
於世界著名大學排名前列，科研力量雄厚，成果頗
豐，與先進國家的科技前沿機構和大學保持密切互
動，既可以為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
要策源地提供科研力量、創新成果，推動科研成果
商品化，也能在引進國際頂尖人才上起到不可低

估的作用。
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香港各高校一直與
內地著名高校交流合作，建立高校聯

盟，嘗試合作辦學甚至獨立辦
學。一些大學的科研機構

還擔負着國家科研
項目。規劃

綱

要從頂層制度設計上，形成政策通道，使複雜問題
簡單化、規範化，為兩地大學交流合作創造有利條
件，提出更高要求，並期待在深度交流合作中創新
相關制度規定。

規劃綱要重視香港高等教育的歷史積澱，科研力
量和研發能力，以及與內地著名高校交流合作的需
求，提出「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鼓勵聯合共
建優勢學科、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同時，充分發
揮三地高校聯盟的作用，鼓勵探索開展相互承認特
定課程學分、實施更靈活的交換生安排、科研成果
分享轉化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引入世界一流大學，鼓勵粵港澳三方合作辦學，

支持高校聯盟發揮作用，實施靈活的交換生制度
等，使大灣區的高等教育，在現有基礎上跨入一個
新的發展階段，為大灣區建設提供科技支撐和人才
資源保障。這是歷史的機遇，也是時代的需要。人
們很高興地看到，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大學和科
技大學之後，現在香港大學、理工大學等高校，也
在積極籌劃，借助有利條件，尋求在大灣區擴張。

港人子弟學校必然增加
就基礎教育而言，規劃綱要提出：加強基礎教育

交流合作，鼓勵粵港澳三地中小學校結為「姊妹學
校」，在廣東建設港澳子弟學校或設立港澳兒童
班，並提供寄宿服務。這顯然對香港中小學校和幼
稚園教育是難得的利好。

特區政府教育局正在推動兩地基礎教育交流合
作，締結「姊妹學校」計劃，是其中一項

重要內容。一方面，有利於香港中小學生的國情教
育，增強國家觀念；另一方面，在此過程中，兩地
學校的校務管理、課程設置、教學經驗，都可以得
到交流，香港學校的校本管理、國際視野和英文優
勢獲得凸顯。
跨境學童和內地港人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問題，一

直是香港基礎教育面臨的挑戰。跨境學童人數龐
大，在內地就讀的港人子女，難以享受與本地一樣
的課程，更不用說享受義務教育的福利。故此，建
立政府津貼的港人子弟學校，採用與香港課程銜接
的教材，聘用香港教師授課，一直是社會普遍期
待。規劃綱要提出「在廣東建設港澳子弟學校或設
立港澳兒童班，並提供寄宿服務」，是有針對性地
化解矛盾和尷尬的政策安排，也是建設優質生活圈
的重要舉措之一。
規劃綱要加強學校建設，擴大學位供給，進一

步完善跨區域就業人員隨遷子女就學政策，推動
實現平等接受學前教育、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教
育的安排，保障了內地港人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
權利，也有助於香港辦學團體甚至於特區政府
直接在大灣區創辦更多港人子弟學校。與
此同時，研究開放港澳中小學教師、幼
兒教師到廣東考取教師資格並任
教，也不失為香港基礎教
育的利好。

去年2月，本港少女於台灣疑遭男友殺害，死者
被「拖篋棄屍」，疑犯則逃回香港。可是，由於香
港和台灣之間並無簽訂「引渡協議」，疑兇至今仍
然逍遙法外。社會各界指出，此案凸顯條文缺陷，
違反公義，亦嚴重威脅治安及人身安全，應該堵塞
漏洞。
保安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條例》，並希望在本立法年度內提出修訂
條例草案，交由立法會討論通過，以處理內地、台
灣等地區移交逃犯的要求，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
堂。
修例本是順應民心之舉，詎料反對派將之「陰謀

化」，全力阻撓修例，起了包庇犯罪分子的作用。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對只求個人政治目的而
漠視法治和公義的行為感到悲哀和失望」。李家超
力陳修例原委：一、向內地移交逃犯的國家多達60
多個，外國對內地的司法制度也表認同，作為中國
特別行政區的香港，竟如此極端看待內地，有失中
肯；二、政治犯罪與刑事犯罪有明確分別，何況在
內地立場的政治犯罪，在港不構成犯罪的闡釋空間
很大，反對派硬把政治犯與刑事犯混為一談，不能
以理服人；三、以一案個別處理是頭痛醫頭、腳痛

醫腳的辦法，事實也證明在現有法例不健全的情況
下，要移交逃犯的難度很大，費時失事的結果，對
受害者不公，對其家人的精神打擊也很大，因此修
例是明智之舉。

反對派誤導恐嚇市民
反對派為反對修例，不惜恐嚇及誤導市民，危言

聳聽形容修例後香港會「法治淪陷」。反對派質疑
若日後引渡疑犯交由特首一人決定，將變成「全部
都係秘密進行，社會就會好危險、冇保障」云云。反
對派為反對修例吵吵嚷嚷之際，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
康粉墨登場，指香港與美國有引渡協議，若修訂有關
條例，美方或會多一重疑慮。他更語帶恐嚇地指有
些草擬內容及方式，可能會影響到美國和香港雙邊
協議的實施。唐偉康不顧起碼的外交禮儀，公然干
預中國內政，他露骨地與香港反對派「唱雙簧」，
暴露了幕後黑手與台前傀儡狼狽為奸的關係。
事實上，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只是啟動程序的

基礎，不等於逃犯必定被移交，程序上須先由提出
申請的司法管轄區提供證據，警方和律政司經過檢
視認同證據充分後，才會申請臨時拘捕令，而最終
移交逃犯與否，亦要由法庭在聆訊後作出裁決，程

序上可謂關卡重重。眾所周知，香
港法庭定能做好把關工作，公正依
法審視每宗案件，社會各界應對香
港司法制度有信心。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指出，香港仍未與內地、

澳門、台灣等地建立移交逃犯的安排，形成「真
空」狀態，而這一狀態只會令罪犯獲益，令香港成
為罪犯的「避難所」，這正是對刑事司法的嘲弄。
是次修訂新的引渡機制絕不適用於涉及政治、宗

教、種族等案件，亦會確保所有疑犯被移交後，不
會被附加其他新控罪。政治罪行並不包括在《逃犯
條例》所列的46項嚴重罪行，所涉及的罪行須是
香港與世界其他司法管轄區都同樣構成犯罪的行
為，包括謀殺、性侵犯、綁架等，根本不存在反對
派所說的移交政治犯。可見，反對派抹黑修例根本
站不住腳。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當局以個案協助方式處理

逃犯移交的問題，無可厚非。社會各界人士支持修
例，指出「個案形式」移交重犯已在不少國家進
行，今次修例是進一步完善香港刑事司法協助機
制，並有助鞏固香港優良的營商環境，廣大市民希
望盡快完成修例。

修例避免香港成為罪犯「避難所」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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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特金會」結束，出人意外的是沒有達成
協議，只說有進展。這在國際外交上是罕見的，說
明朝鮮半島無核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關鍵不在朝
方，而是在美方，美國若還是抱冷戰思維和霸權心
態，又難免重蹈上世紀90年代美朝棄核框架協議
被撕毀的覆轍。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未等雙方達成協
議，就急着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再會面，說明他在內
外交困的形勢下尋求連任，急需有政績「化妝」。
在第二次「特金會」前，特朗普曾透露，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提名他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很明顯，特
朗普很想要諾貝爾和平獎，將可與民主黨的前總統
奧巴馬比肩，奠定特朗普個人的歷史地位，而且這
個獎對他爭取連任助力無窮。

特朗普能不能拿到諾貝爾和平獎，朝鮮半島無核
化的進展是關鍵。之前，特朗普打破美國歷屆總統
的「陳規」，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破冰會談，重開
解決朝核問題的大門，獲得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
家以及世界多數國家的肯定。但是，要真正落實朝
鮮棄核，必須有具體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筆者觀察，特朗普多次表態，朝鮮半島無核化有

很多難題擺在前面，而且問題不在朝鮮一方，而在
美國一方。也就是說，不是朝鮮是否願意徹底棄
核，而是朝鮮棄核後美國利益得失的問題。特朗普
玩了個小聰明，他不要結論，而先要過程，希望談
判過程既助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更助他連任。

但是，第二次美朝峰會未有協議，相信與特朗普
臨時提高要價，而朝方未能答應有關。

對於出現出人意料的局面，筆者認為，主要還是
因為美國以自己利益為上導致。實際上，美國戰略
家們最擔心朝鮮半島無核化將導致多米諾骨牌效
應：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平機制實現了，美軍就沒
有理由留在朝鮮半島。接着，日本也會要求美軍離
開。或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韓國總統文在寅都願
意提名特朗普競逐諾貝爾和平獎，但是韓國和日本
民眾始終認為，美軍留駐，自己的國家就不是「正
常國家」。駐韓美軍司令曾表示，美朝簽訂和平協
議，將帶出美軍的去留問題。

筆者相信，在半島無核化問題上，美國最關心的
是自己的利益，美方若仍保留冷戰思維和霸凌態
度，仍然想在東北亞維持駐軍，保持在亞太的控制
權，即使美朝談成協議，未來仍會出現變數。

美冷戰思維令「特金會」結果出人意料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最新公佈的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
紓困措施，減輕市民負擔。同時，

政府對創科產業、經濟發展及社會民生提供支援，
以應對香港在全球經濟不明朗及中美貿易戰充滿變
數環境下，善用財政盈餘，投放1,500億元為市民
紓困，共享經濟成果。

根據政府數據，2018至2019財政年度預計盈餘
為587億元，總儲備達11,616億元，香港經濟在
2018年增長3%，現屆政府至今已投放創科發展資
源承擔額已超過1,000億元，集中發展智慧城市、
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及人工智能四大範疇，以有效
推動創科基建，提高研發質素，加強推動再工業

化，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為香港帶來長遠的經濟效
益。
此外，政府一直推動創意產業發展，推行一系

列政策，政府在2019年至2020年度向電影發展
基金注資10億元，把電影製作融資計劃的製作預
算上限提高至6,000萬元，每部電影的資助上限提
高至900萬元，有助鼓勵年輕一代加入創意產業
發展，促進香港電影行業發展空間，對香港藝術
文化長遠發展有一定的幫助。唯一美中不足是政
府在財政預算案沒有支援本港漁農業發展，建議
政府多了解該行業的經營困難，提供寬免牌費措
施。

政府對社會就業、創新科技培
育、金融行業、法律行業、旅遊產
業大量撥款和投放資源，滿足所有
市民所需，創造更多有利的條件挖掘新產業發
展。政府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20億元，下半年
推行再工業化資助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生產商
在香港設立智能生產線。政府亦有很大的決心培
養本地科技人才，政府動用5億元，在未來三個學
年推動「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從中學生層
面全面推動創科發展，為下一代提供優質的平
台，培養更多IT接班人才，為香港未來發展注入
新動力。

擁抱創新時代 共享經濟成果
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員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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