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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義無底深洞 

曾淵滄 

 

經濟差的時候，政府多花一點錢是無可厚非的。因為經濟差的時候，人人節衣縮

食，社會整體消費減少，導致更多企業營業額下降，政府多花錢來維持消費是有

刺激經濟作用的。相反，經濟好轉的時候，政府就應該設法消除赤字，累積盈餘，

以備將來經濟差的時候可以再拿來用。但香港竟然有一些人，不管經濟好經濟

差，總之政府就應該多花錢，先把儲備花掉再打算，這是負責任的做法嗎？ 

 

立法會選舉一結束，部分候任議員急不及待，還沒上任就決定向政府施壓，爭取

「出位」的表現與傳媒的焦點，提出了擱置上一屆立法會已經通過的第二期削減

綜援的決定。部分傳媒以看熱鬧，甚至製造熱鬧的心態跟覑起哄。 

 

候任議員起哄製造熱鬧 

 

發起這起事件的兩名候任議員是「長毛」梁國雄及通過社工界功能組別入選的張

超雄。梁國雄是不折不扣的托派馬克思主義信奉者，他這麼做是代表覑他的信

仰；張超雄代表社工界，長期以來，香港社工界都是福利主義者，可以說，社工

這個職業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福利。因此，張超雄代表其界別的利益、代表社工們

天生的同情心與人道主義提出這樣的要求也是無可厚非的。 

 

可是，這兩名候任議員提出這項要求之後，驚奇的是：同屬泛「民主派」的大律

師黨的梁家傑馬上表示反對。大律師畢竟是大律師，堅持法治。但是，也馬上表

態支持的竟是一向被泛「民主派」攻擊為「保皇黨」的民建聯。自由黨則盡量低

調，不敢表態。 

 

為什麼香港《基本法》中有一條，規定立法會只能要求特區政府少用錢而不能要

求特區政府多用錢？原來，當年起草《基本法》時，有人已經擔心立法會直選的

結果就是福利主義泛濫。 

 

今日，西方國家都曾經吃過福利主義的苦頭，也都在改進中，上世紀七十年代的

英國，所課稅率多達 80% 以上，今日則不足 30% 。今日的工黨已不是當年的

工黨，今日的工黨，其經濟政策與保守黨並沒有根本的分別，甚至比保守黨中的

左派更左。這說明了福利主義是一個無底深洞，隨覑醫學的發達，人類壽命越來

越長，可憐的老人的數目只會越來越多，如何照顧他們？ 

 

誰能想出一個不需要加稅同時可以滿足不斷高漲的福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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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花錢須視經濟情況 

 

不少人說，這次要求擱置削減綜援的理由是通脹重臨，經濟已經好轉。 

 

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不要忘記，所謂經濟好轉，仍是危機重重，如果經濟真的這

麼好，為什麼特區政府仍有赤字？為什麼香港仍有這麼多負資產的人？為什麼一

家企業加薪 5 % 會成為報章的頭條新聞？在經濟好的時候，加薪是理所當然

的，不是新聞。經濟好，就不該有負資產與政府赤字。過去 40 年，美國僅克林

頓總統任期內出現過政府財政有盈餘，克林頓的財政盈餘來自加稅？多發社會福

利？不是的，克林頓的財政盈餘是來自削減政府開支，包括福利開支；是來自減

稅，但因為經濟好，減了稅之後的總稅收依然比過去多。 

 

經濟差的時候，政府多花一點錢是無可厚非的。因為經濟差的時候，人人節衣縮

食，社會整體消費減少，導致更多企業營業額下降，不得不進一步裁員，甚至倒

閉，所以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多花錢來維持消費是有刺激經濟作用的。相反，

經濟好轉的時候，政府就應該設法消除赤字，累積盈餘，以備將來經濟差的時候

可以再拿來用。但香港竟然有一些人，不管經濟好經濟差，總之政府就應該多花

錢，先把儲備花掉再打算，這是負責任的做法嗎？ 

 

今日削減綜援的安排，是在去年 6 月達致的協議，健全人所領的綜援在去年 10

月 1 日已經一次過削減 11. 1 % ，返回過去通縮的比例。而老人及傷殘人士則分

兩期削減，第一期為去年 10 月 1 日，削減 6 % ；這一期則削減 5 . 4 % ，削減

之後的綜援金每月可得 3640 元。這筆錢的確不多，但肯定可以照顧基本生活了，

不要忘記，今日香港基層工作的月薪也只有 4000 元罷了。那些付出自己勞動力，

每月賺 4000 元的人可以過活，收取 3640 元的人活不下去？在香港，一些健全人

士因失業領綜援，然後當中有些卻到深圳包二奶，這等事已不是新聞。 

 

累積盈餘以備不時之需 

 

香港仁人善翁不少，社會上也有不少民間福利基金，真有個別特別困難的老人或

傷殘人士需要多用錢，也不可能找不到同情他們的人，一向以來傳媒的社會服務

版都很成功地協助一些特別困苦的家庭度過難關，我們需要的是市民們能互相同

情，互相協助，而不是攤大手掌問政府要錢。經濟好的時候，人們的同情心也普

遍加強，他們在自己無金錢憂慮的時候也會更捨得捐錢救濟窮人；經濟差時，人

們自顧不暇，也就無法在金錢上協助他人了。這也是為什麼我主張在經濟差的時

候，政府不妨多花點錢，但在經濟好的時候，政府就應該少花錢，累積盈餘以備

將來之需。 

 

﹝本文已刊於 2004 年 9 月 27 日之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