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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露均霑 皆大歡喜  

財政司長曾俊華以行動否決了他會逐步減少「派糖」的說法。於日前公

布的《財政預算案》大手筆向中產及基層派糖。措施包 括寬減 75%薪俸稅、入

息稅和利得稅；寬免首兩季差餉；增加子女免稅額至 10萬元等。加上綜援、長

者生活津貼等出「三糧」，公屋免租 1個月，預算案派糖總 規模達 340億元。 

在預算案發表後，行會召集人林煥光形容預算案「皆大歡喜」，因為基

層、中產到中小企均受到照顧。而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進行即時調查，顯示 45%

人表示滿意預算案，18%人表示不滿意，28%稱一半半。這種雨露均霑、人人

有得分的手法，當然受歡迎。 

曾俊華解釋他為什麼今年不減反加派糖的做法，是他知道巿民期望政府

推出措施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及考慮到國際宏觀環境不穩定經濟因素，有需

要提振本地短期經濟需要以及政府在短中期財政狀况較穩健，所以，他推出了

5項一次性「派糖」措施。 

無可否認，「派糖」是贏得一般市民掌聲最直截了當的辦法。對於面對

因物價尤其是租金樓價上升而生活擔子愈來愈重的基層來說，「三糧」及免公

屋租金的確能夠減 輕負擔，所以受到歡迎。而對於香港以至個人前景感到不明

朗、不踏實的中產人士，今次直接的稅務減免，獲派的糖屬最大的一粒，無疑

令他們不能再投訴政府只照 顧基層而不理中產。 

向中產加甜的目的是要減低中產怨氣，由此可見「派糖」的平民怨的政

治目的比振經濟的 經濟目的更重要。可惜，短期派糖雖有平息民怨的果效，但

政府未能把握坐擁大量盈餘的機會，去做好香港長期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策略，

對於一些對民生有重大影響 的政策，並未有新思維，亦未有長遠的規劃及準備。 

  

  



 

沒有準備 四大皆空  

 面對人口老化、房屋售價及租金狂升，香港市民面對 4項重要的民生議 

題，包括：退休保障、醫療衛生、長期護理及房屋。可是，我們看不到財政司

在未來的財政預算中對上述問題，作出針對性及認真的準備，只成立一些無細

則、無方 向的「基金」來應付市民的要求，到頭來這四大民生議題可能均會

「四大皆空」。 

首先，在退休保障問題上，財政司並未有進一步交代在《施政報告》中

提出的 500億基金的作用和方向，反而展示對全民養老金的質疑，提出外國經

驗由於受養人口增加及就業人口減少，「隨付隨支」的退休保障安排最終將難

以維持。 

 但事實上，政府委託了周永新教授團隊所作的研究經已細緻推算有關人

口變化的數據，亦提出「部分預籌款項」（partially pre-funded）式的全民老年

金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提出的全民養老金均是財政上可持續的。財政司對這些

數據分析視而不見，老調重彈。令人看不到他在 退休保障這個重要財政問題有

什麼長遠的規劃和實質的準備。 

其次，在醫療衛生方面，今年的流感疫情中反映 醫院的人手及牀位不足，

而 病人要排期等候檢查與手術的日子愈來愈長。在過去 10多年，政府在醫療

衛生方面投入不足，才造成今天的惡果。財政司宣稱下年度，政府會向醫管局

提供經常撥 款 490億元，較 5年前增加接近五成。但這只反映 5年前對醫療撥

款的不足。 

其實，政府下年度醫療衛生的 經常性開支為 545億元， 只比本年度實質

增加了 0.4%。政府表明會動用 810億元增加 2800張病牀，所以醫療衛生方面

的資本性開支有明顯增加，但這只是，政府要還過去一段時間 的債。但只增加

醫療衛生的資本開支，而經常性開支不作對應增加，將來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

將會更加嚴重。我們再次看到在財政預算中對此未有適當的準備。 

最後，在長期護理議題上，預算案未有提到財政上如何作準備，如何增

加長者院舍的供應。公屋方面亦只重提在去年 12月成立了的「房屋儲備金」，

用以落實未來 10年公營房屋供應目標。但未有分析及計算有關款項是否足夠。

長者院舍及公屋這些服務及發展不單需要大量的財政資源，更需要長時間細心

的規劃和準備，但我 們看不到政府在這方面有什麼想法和規劃，令人擔心。 

曾俊華表示在預算案希望年輕人乘涼之餘，不忘種樹，我更希望香港政

府要帶頭種樹，為香港的長遠民生問題做好準備，派糖得來的民望只能是浮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