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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 羅祥國博士   ( 10-08-2003 ) 

 

唐英年一接任財政司司長，就立即表示要廣泛諮詢社會各界意見，重新檢討 06 

年至 07 年達致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的目標。「阿松」在本年三月份，才代表政府

推行的最重要中期「滅赤」財政政策目標，竟然在四個月後就要再檢討；這一方

面似乎是反映新財政司司長的開明，但另一方面，卻是清楚的顯示香港特區的重

要決策程序和基礎，是非常不穩定，「人治」才是要素。 

 

特首在委任這些重要高層官員時，他們的具體施政理念都非常含糊；在今天公共

開支佔經濟約 22% 的情況下，呼籲甚麼「大市場，小政府」，只是虛緲的口號罷

了。 

 

香港現時面對的經濟困難：高失業、樓價下跌約 70% 、龐大財政赤字、內部消

費和投資疲弱、經濟不平均發展、貧富懸殊惡化、通縮持續、經濟停滯不前等，

已是大家耳熟能詳。再者，不少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也使推行正確的政策也變

成事倍功半；因為人民會反覆猜疑政府的動機，回應就變得消極，甚至負面（政

府最近退稅上限三千元就是一個好例子）。 

 

現時的經濟問題，千頭萬緒，互為因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清楚明白，已

叉易，更何況要能短期有效處理。再者，政府六年來不斷出現藥石亂投，不少政

策互相矛盾的情況。一些利益集團也互相攀比的向特區政府爭取利益和資助，政

府的干預已伸延到每個行業，這是前所未見的，「無形之手」已變成清晰可見的

「有形之手」。 

 

在眾多經濟問題中，筆者認為最優先在未來三年內必須有效處理的是樓價持續下

跌和高失業率。財政司更應統籌這兩項大政策，不可以使有關政策出現矛盾和互

相抵銷的情況，而解決「財赤」是次要。 

 

舉例說，政府高層官員至今仍升發表香港生產成本高，不利競爭的言論。事實上，

香港寫字樓租金在全球主要商業城市中，已下降至約十五名。而寫字樓不景氣，

一些地產商已申請改變土地用途，這會增加私人樓宇的供應。政府一方面要壓低

寫字樓租金，一方面又要提高住宅樓樓價，政策是互相矛盾的，向人民發出不同

的訊息，政府至今仍未能明白這一點。 

 

至於解決高失業率的問題，不明朗，甚至矛盾的政策就更多；其中包括減少公共

支出和基建、精簡公務員架構、鼓助港人內地投資、鼓勵高增值產業、加強行業

監管等。這些政策對失業率有多少不利的影響？政府是完全沒有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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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筆者建議財政司司長編訂一個以「房地產價格變動比率和失業率」總和為

基礎的「痛苦指標」，政府就更能把握特區人民的痛苦和感受，並以此為一個重

要的施政指標。 

 

﹝本文已刊於 2003年 8月 10日之東方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