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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經濟學家為香港回歸寫了255篇文章？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在1997年香港回
歸前幾年，香港《大公報》專設「經濟漫談」，請
一位知名經濟學家主筆密集撰寫反映中國內地經濟
改革發展的專欄文章，從1993年7月1日，直到
1997年6月底香港回歸祖國前夕，共刊發了此位經
濟學家為專欄寫作的255篇文章。回顧香港回歸祖
國的歷史，再閱讀這些文章，令人百感交集、深受
啟發。

為什麼請經濟學家寫這些文章為什麼請經濟學家寫這些文章？？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

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當時，隨着
1997年香港回歸臨近，香港社會對國家經濟體制改
革進程與前景非常關注，時任《大公報》社長王國
華先生了解到，香港社會特別需要能有長期研究中國
經濟、親身參與經濟體制改革的知名經濟學家，為香
港社會撰寫專欄文章；希望通過每周1、2篇漫談短
文，聚焦一個經濟體制改革主題或熱點問題，為香
港政商人士、專業中產、市民大眾答疑解惑，消除
誤解和誤讀，堅定對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信心。

哪位經濟學家寫了這些文章哪位經濟學家寫了這些文章？？
這位經濟學家就是

「改革先鋒」厲以寧教授。厲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
改革開放的初期，提出了在中國要積極引進企業的
股份制度，由此而得到了「厲股份」的尊稱。2018
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授予厲以寧教授改
革開放40周年的「改革先鋒」稱號並頒授獎章，稱
其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

1993年5月，厲以寧教授應邀赴香港科技大學講
學，他多次講到，「改革的成功取決於所有制改革
的成功；而改革的失敗，很有可能是因為價格改革
的失敗。」厲以寧教授知道，報紙上連載的專家文
章應該是最難寫的，因為一方面受篇幅限制很大，
每篇限定為1,500字左右，每篇集中講一個經濟理
論和熱點問題的主題，要在如此短的篇幅內把一個
問題講清楚，還要讓非經濟專業背景的廣大讀者容
易讀懂，是很不容易的；另一方面，由於專欄文章
是連續性的，需要不間斷的寫，需要不斷有靈感，
有的文章間隔刊發時間僅有1天（如1997年5月2
日刊發《信託與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而次日5月
3日又刊發《消費要不要納入計劃》），而且要結
合當前國家經濟中熱點問題來發表自己的觀點，深
入淺出的講明白，自然也是一件難事。厲教授在4
年內連續寫了250多篇，平均每年刊發60餘篇，不
可謂不勤快，也不可謂不辛苦。當然，最讓厲教授
欣慰的是，文章刊出後，得到香港社會廣大讀者的
好評，成為香港社會喜迎回歸的特殊風景。

這些文章都說了什麼這些文章都說了什麼？？
1998年5月，這些文章由北京大學出版社選

編出版為《經濟漫談錄》。文章涵蓋了市場經
濟體制、企業改革、企業經營管理、財政、金
融、證券市場、抑制通貨膨脹、就業、私營經
濟、收入差別、消費、環境保護、教育、社會發
展共14個部分的內容。文章深入淺出地回答了改
革各方面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例如，在1994
年 8 月 1 日刊發的《經濟改革兩種思路之爭》，
厲教授着重介紹了經濟改革的兩種思路。經濟
改革已經確定大方向，當時在如何推進經濟改
革的主線上，從1985年起形成和存在「以價格改
革為主」還是「以企業改革為主」爭論，厲教授
是堅持企業改革主線論的，因為沒有完善的市場
主體，放開價格只能引起物價輪番上漲，而不可
能建立良好的市場環境；價格全部放開是經濟改
革的最終成果，而絕不是經濟改革的出發點或突
破口。認真研讀這些富有特殊歷史意義、珍貴學
術價值的文章，字裡行間，讓人深刻感受到中國
經濟學家們的經世濟民情懷，以及對香港繁榮穩
定的密切關心，對「一國兩制」事業的熱愛與堅
定支持。

回顧歷史的啟示回顧歷史的啟示
這些為了香港回歸祖國而寫的250多篇經濟文

章，凝結了當時那一代經濟學者對香港回歸祖國的
深沉期待與熱愛祖國的赤子之心。厲以寧教授對這
些文章的歷史作用，非常自謙，只是說「這使我感
到欣慰，總算功夫沒有白費」。厲以寧教授在書中
前言的話語，如今看來，讓人深刻感受對改革

事業的堅守，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深厚使命感。厲教
授寫道：「中國經濟往何處去？答案只有一個：繼
續改革，徹底改革。唯有繼續改革，才能使我們擺
脫困難、戰勝困難。我們這一代人已經豁出去了！
改革與我們共命運。不管改革會遇到什麼樣的困
難，既然我們已經把自己交付給改革事業，那麼改
革的命運就是我們這一代人自身的命運。還有什麼
可以顧慮的呢？」

當前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和困難，我們回顧當年艱難曲折的國家改革開放征
程、香港回歸祖國的崢嶸歲月和不平凡歷史，讓過
去啟迪未來，我們感慨國家和香港曾克服了多少艱
難險阻，我們堅定無懼風雨、繼續前進，我們堅信
國家和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行財部 李旭鴻

■2019年9月的香港維多利亞港。 作者供圖

香 港 經 濟 下
滑，零售餐飲等
行業面臨收縮，
失業率預期會持
續上升，有評論

認為這是香港行業結構轉型的契
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於昨
日發表的網誌上指出，由於香港或
其他地方的人口急遽高齡化，未來
30年對護理人手需求有增無減，可
以肯定安老護理行業會大幅度發
展；而樂齡科技的發展與應用，亦
會對未來安老護理工作起了不少質
的變化。他鼓勵青年投身社福護理
服務，為業界提供優質服務和注入
新動力，為長者及康復人士的生活
添上朝氣和歡樂，攜手共建關愛共
融的社會。

羅致光：積極尋方吸新血
羅致光指出，因應社福護理行業

面臨人力短缺和高齡化等情況，政
府一直與業界及有關培訓機構保持
緊密聯繫，積極尋找方法，吸納更
多新血，特別是年輕人投身護理服
務行業。其中，政府在2013年透過
獎券基金撥款展開一項「先聘用後
培訓」先導計劃，招募青年在安老

院舍擔任護理工作，亦可同時獲政
府資助入讀兩年制兼讀護理文憑課
程。
其後，政府於2015年推出「啓航

計劃」並擴展至康復服務，各營辦機
構會先安排參與「啓航計劃」的學
員修讀「護理員訓練」及「急救證
書」等行業導引課程，亦會按個別學
員的需要，為他們配對安老或康復
服務單位的護理工作崗位，及定期
了解他們的適應情況和工作安排。
羅致光指出，各營辦機構夥拍不

同的訓練學院，使不同學習能力的
青年可選擇合適的營辦機構及其夥
拍的兼讀課程，「在這計劃下，學
員可獲政府資助修讀兩年制兼讀護
理文憑課程，逐步獲取保健員資格
及獲認可達到資歷架構第三或第四
級別的學歷。」當學員成功完成每
年的課程並獲訓練學院發出證書
後，課程費用將按年發還；學員亦
可在多元技能資歷基礎上，再自行
進修及繼續在社福界事業階梯邁進。
截至今年10月底，「啓航計劃」
共招募1,151名學員，其中438人已
畢業。根據學員在畢業時提供的資
料，242名畢業生會繼續受聘於社
福服務單位，包括非政府機構營辦

的資助安老或康復院舍、自負盈虧
院舍、合約院舍、私營院舍及日間
服務單位等。
為進一步鼓勵青年投身安老及康

復護理服務，政府於去年的施政報
告宣佈會繼續推行「啓航計劃」，
並會在2020至2021年度起的5年內
提供共1,200個培訓名額，同時推行
多項優化措施，包括擴闊對象年
齡、下調學員每周工時及上調他們
的薪酬和訓練津貼。
羅致光表示，現時參加計劃後入

職護理員的起薪薪酬為11,150元，
在第二年晉升保健員的起薪為
13,400元，相關職位的薪酬亦會按
2019至2020年度落實的公務員薪酬
作出調整。為進一步吸引更多青年
加入社福護理行業，在2020至2021
年度參加計劃並入職相關職位的薪
酬，將分別增至14,150元（入職護
理員）及 17,090 元（晉升保健
員）。

社署適時優化 護理趨專業化
他指出，社署會繼續積極檢視計

劃的推展，並適時優化相關措施，
護理員的工作將更趨專業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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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港估
計有逾7萬名有特殊教育需要（SEN）
的兒童，政府近年大力推動「融合教
育」，安排SEN學童入讀主流學校，
但有調查發現，逾七成SEN學童家長
認為學校現時可以向他們提供的支援不
足夠，不少家人均擔心子女在學業、行
為及情緒等方面可能出現問題，建議教
育局按個別學校取錄SEN學生人數和
支援層級安排學校教席的特殊教育需要
主任，並加強為SEN學童的照顧者提
供支援。
社區組織協會在今年3月至8月訪問

147名確診SEN的學齡兒童家長，發現
學校現時為SEN學生提供的支援主要
集中在言語治療、功課輔導及定期見學校社工
等，但指專注力訓練、情緒控制小組及社交小組
等同樣是他們需要的支援，近七成受訪家長批評
學校提供的校本支援服務未能符合他們期望，而
認為服務不足的有多達77.7%。
調查發現，學業問題、行為及情緒問題均是
SEN兒童家長擔心的問題，不少SEN兒童家長
即使家庭經濟環境拮据，仍會節衣縮食，讓子女
可以參與補習班、課外活動，或各式訓練。

社協：支援不足 照顧者壓力大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黃文杰指，若學校及社區無
法提供免費或廉價的支援服務，照顧者將要承受
巨大壓力。
社區組織協會認為，政府除了以現有「校本」

支援模式協助SEN學童外，亦應為他們提供
「人本」支援，建議向他們提供每月1,200元的
現金資助或學習券，用於訓練、興趣學習及補習
等，協助他們發展多元智能，及擴大「為低收入
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的受
惠對象至所有確診基層SEN兒童照顧者。

逾七成SEN童家長嘆學校支援不足

■社區組織協會調查發現，逾七成SEN學童家長認為學校
現時可以向他們提供的支援不足夠。

去年經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貧窮人口
及貧窮率分別為102.4萬人及14.9%。

張建宗表示，政府扶貧力度有所加強，針對
在職家庭、兒童及長者所作出的優化措施漸
見成效，去年政府恒常現金政策的扶貧成效
更是自編制貧窮數據以來的紀錄新高。
張建宗指出，若計及非恒常現金項目，去
年的貧窮人口減至91.3萬人，貧窮率降至
13.3%；再計及非現金福利後，貧窮人口降
至73萬人，貧窮率跌至10.6%，反映公屋在
扶貧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他續說，政府近年持續增加社會福利的經

常開支，由2012/13年度的428億元升至
2019/20年度的預算經常開支843億元，大
幅增加97%，足見政府扶貧工作的力度確是
有增無減，但貧窮數字卻呈上升趨勢，這是
由於貧窮數字的變動不單只受政策介入所影
響，而是經濟情況、整體就業收入的變化及
人口結構轉變等眾多影響因素互動下的綜合
結果。

人口高齡化令近年貧窮數字升
張建宗解釋，去年長者人口的增幅

（4.3%）高於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長（2009

年至2018年的平均增長為3.8%），長者佔
整體人口比例亦高達16.9%，遠高於2009年
的12.5%，人口高齡化的結構性轉變，對整
體貧窮數字構成上升壓力。
另外，「貧窮線」單以住戶收入為指標，

即是只計算收入，並不計算資產，故一些
「低收入、但擁有一定資產」的人士，例如
退休長者較容易被界定為貧窮。另外，去年
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當中（佔整體貧
窮長者89.2%），逾80%並無經濟需要，可
見人口高齡化是導致近年貧窮數字上升的主
因。

他強調，「貧窮線」主體分析只涵蓋恒常
現金政策，並未包括不具經濟審查的非現金
項目，「部分一次性利民紓困措施，長者醫
療券、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
優惠計劃，以及學費豁免及資助等政策措
施，都不包括在分析框架內，但這些項目確
實為基層家庭提供實質支援。由此可見，貧
窮數字未能全面反映政府整體扶貧工作的實
際成效。」

應考慮貧窮線以外民生措施
他認為，基於「貧窮線」的結構性局

限，在詮釋貧窮情況分析時，亦應考慮
「貧窮線」以外的民生措施，以更全面及
客觀地理解貧窮情況及政策的扶貧力
度。
張建宗重申，扶貧工作是細水長流，停不

了，政府有決心、有理念及有策略地紓緩貧
窮問題，為應對不明朗的經濟及就業前景，
政府除了在今年下半年先後公佈4輪紓解民
困的措施外，行政長官亦在今年的施政報告
中提出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以進一步照顧
不同背景兒童的需要、鼓勵就業及紓緩跨代
貧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

區政府日前發表的《2018年香港貧

窮情況報告》顯示，香港整體貧窮

數字輕微上升，但恒常現金政策介

入成功令38萬人脫貧，貧窮率降低

5.5個百分點。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

日發表一篇題為「扶貧努力停不

了：貧窮數字有局限」的文章，指

「貧窮線」主體分析只涵蓋恒常現

金政策，以致貧窮數字未能全面反

映政府整體扶貧工作的實際成效。

他強調，政府會繼續檢視及探討各

援助項目的進度和成效，達至防貧

及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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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強調，政府會繼續檢視及探討各援助項目的進度和成效。圖為長者執紙皮。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