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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香港經濟初步複蘇之際，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了重點解決香港民生問題的施政報告，我們認為其重民生、助中產、興教育的施政方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紓解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及民生問題。對於施政報告採納了新論壇的部分建議，例如檢討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將房屋剔除在投資項目，我們表示肯定。然而，作為任期屆滿前倒數第二份施政報告，對如何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如何進一步拓展上一份施政報告主動提出的六大產業等問題上，卻輕輕帶過，沒有提出具體措施或交代進展。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指出：「住房是當前市民最關心的問題」，現時樓市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為買樓而賣樓」而不是「為住樓而買樓」的投資情緒導致。為此，施政報告提出了增加土地供應、每年興建一萬五千間公屋和維持三年輪候目標、資助中產置業等多管齊下的措施，這些措施，相信對穩定樓市將起正面作用，尤其是推出可租可買的「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讓有意置業的中產人士有機會得到政府的協助，在解決住房問題上有更多的選擇，是值得和贊賞的。 

 解決民生問題值得肯定 

 

  當然，從整體上看，解決香港住房難的方式有很多，「置安心」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還要看房地產市場未來的發展趨勢。宏觀經濟環境一旦急遽轉壞，「置安心」落成後房價大跌，勢必令地產市場雪上加霜，可能成為政府的「負資產」。政府另一可研究的建議，是酌量放寬公屋的入息限額，照顧更多有需要的中下階層家庭。事實上，樓價和租金上升的幅度，已與一般市民的收入嚴重脫節，直接影響市民的生活質素，如何在公營房屋供應和資源運用上作更佳的平衡，值得政府作更深入的研究。 

 



   人才是香港最重要的資本，政府增加大專教育的投資，特別新增二千個大學二年級的學位，紓緩副學士的銜接問題，並為自資課程學生設立獎學金，新論壇認為建議值得支持。 

 

   擴大交通費支援計劃，亦是施政報告另一亮點。建議回應了一些社會團體的訴求，對協助低收入家庭起了正面作用。然而，擴大後的交通資助，每年涉及二十億，數目相等於港鐵每年近兩成的車費收入，九巴三成的車費收入，有意見認為，計劃是「送錢」入這些機構的口袋，是政府變相的利潤補貼。另外，擴大資助有可能成為無良僱主不加薪的理由，讓好事變為壞事。故此，如何讓交通津貼得到更有效的運用，儘量減少它的副作用，或直接以票價優惠方式，提供資助，值得社會作長遠研究。 

 

   今次施政報告，在許多民生問題上都相當具體，包羅萬象，對許多政黨和團體提出的訴求都有所回應，由重大的民生政策到增加寵物公園，在港鐵站設還書箱等等都包括在內，對香港經濟未來重點發展的六大產業，卻只是一段輕輕帶過，既沒有實施一年來的情況綜述，更沒有提出新的做法和具體的落實措施。香港在金融海嘯後，經濟恢複增長，股市暢旺，樓市活躍，但就業機會單一，社會流動緩慢，青年人欠缺發展機會，中低層市民未能分享經濟成果等深層次問題，確是有賴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為香港人開拓機遇，創造優質就業機會。回應這些訴求，應該是行政長官餘下任期內必須處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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