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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在特區政府正面對財赤下，身兼
扶貧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在接受電
台訪問時表示，明年公布精準扶貧工作成果報告，
方向是更精準運用資源，而非減少資源投放。
陳國基透露，仍在編制精準扶貧工作成果報

告，會用醫療服務、社會服務、是否獨居、居住
環境等指標，找出需要協助的群組，「這個大綱
我們現時編制中，將來我們會公布，讓大家知道

香港最需要幫助的是哪些人，以及我們做了些工
夫後他們的情況是如何。」
被問及政府財赤會否影響社福服務的撥款，陳
國基表示：「沒任何事情都不可以說無限量，但
是我們會因應需要去不時檢討，有些服務如何更
加精準，如果不精準便會浪費資源，所以我們覺
得應該我們未來方向是如何更加精準，不是去減
少。」

陳國基：扶貧更精準 不減少投放 香港文匯報訊 私人住宅供應量最近在網上
引發討論，特區政府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
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住宅的預計供應量與
預計落成量是不同概念，兩者有重疊的地
方，但不能相提並論。政府公布預計未來三
四年的一手私人住宅整體供應量時，均以相
關客觀數字為基礎。

供應量數字客觀 不宜混淆落成量
何永賢留意到最近網上有關私人住宅供應
量的討論。她說，上星期局方公布截至2024
年12月底，預計未來三四年的一手私人住宅
整體供應量約為10萬7千個單位。
她解釋，這個數字包括約 2.7 萬個貨尾單
位、約6.8萬個「樓花」單位，以及可興建約
1.2萬個單位的熟地項目。強調政府公布未來
三四年的一手私人住宅整體供應量時，都是
以上述項目的客觀數字為基礎。
她表示，不宜單純以落成量當作供應量，
預計供應量與預測落成量是不同的概念。預
計供應量是指預期在未來三四年可供出售的
單位，包括「貨尾」單位；而預計落成量則
指預計在未來五年會興建好的新單位，包括
「樓花」單位。
何永賢說，如果未來三四年的供應量只計
及新單位落成量，就會多計了在樓花階段已
賣出的單位，同時又少計了已落成但仍未售
出的貨尾單位，以及預售樓花的確實供應。
她強調，公布數字要注意一致性，不能常
常改變基礎，以免引起誤解和混亂，亦方便
逐年比較和跟進，並分析趨勢及變化。如果
比對《長遠房屋策略》自2014年公布至今的
數字，未來三至四年的一手私人住宅整體供
應量由最初的7.4萬，上升至2017年公布的
9.7 萬，再上升至今年的 10.7 萬，上升近
45%。未來三四年的私人住宅預計供應量將
維持在較高水平，反映政府持續有序地增加
房屋土地供應，已成功扭轉以往供求失衡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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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截自去年11月
底，香港公務員編制有約兩萬個空缺。特區政府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局方會經常檢討公務員編制，期望運用科技減
省人力，但部分職位空缺仍然需要人手，不能夠隨
便縮減編制。
楊何蓓茵表示，局方在2021年至今年的財政年度
完結期間，一直控制着編制的數目，已刪減約
2,000個職位，反映局方已經常檢討編制，而過往
使用很多人力的工作，在運用科技後可以減省很多

人手，局方期望之後的編制有進一步縮減的空間。
她強調，部分空缺仍然十分需要人手填補。例

如，消防處在一個新發展區成立消防局，就要增加
編制，如果招聘時還未聘請足夠人，便會出現空
缺。當然會有一些臨時的辦法延續服務，但如果長
遠請不夠人，服務會大打折扣。
面對龐大財赤要開源節流，楊何蓓茵表示，開源

節流的方法不會互相排斥，局方會尋找更高效而減
省人力的方法，研究簡化程序，同時會善用科技，
認為未來仍有很大檢討空間，歡迎市民或社會各界

提供意見，會虛心聆聽有關公務員的意見。
在公務員招聘方面，楊何蓓茵表示，政府在疫情

後已加大宣傳力度，例如到大學舉辦講座、工作展
覽等，去年度有逾兩萬人報考政務主任、行政主任
等職位的聯合招聘考試，其中政務主任有約1.3萬
人，比前年上升約6%，反映年輕人對投身特區政
府的反應熱烈。她表示，特區政府未來會繼續大力
派員到本地、內地甚至外國的大學宣傳，舉辦公務
員工作講座，讓更多學生了解不同範疇的公務員工
作，吸引年輕人投身政府。

楊何蓓茵：以科技減省人力 不隨便縮減編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俗稱「走塑」的首
階段管制即棄膠餐於去年4月實施，半年適應期於
去年10月底結束，特區政府已正式執法3個多月。
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昨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表示，首階段「走塑」實施至今共收到75宗投
訴，發出59個警告，6間違規食肆被罰款。局方會
確保有合適替代品，才會推行第二階段「走塑」。
謝展寰表示，首階段「走塑」違規的食肆主要涉及

提供受禁餐具，59宗個案經政府人員多次巡視和講
解後，仍未改善要發出警告，其中6間食肆被定額
罰款2,000元，目前大部分已經合規，會繼續跟進

情況。

確保有合適替代品始進行第二階段
「走塑」第二階段將同時禁止向堂食和外賣客人

提供塑膠杯和蓋、食物容器和蓋等，謝展寰表示，
根據第一階段管制經驗，社會對替代品的認受性十
分重視，因此局方會與業界一同試驗，找到可靠替
代品時，才會實施下一階段管制。例如，目前湯碗
不少是使用膠蓋，部分餐廳已轉用紙蓋，但很多意
見指紙蓋功能欠佳，食物容易倒瀉，生產商需要研
究改善設計。

特區政府今年上半年會向立法會提交「生產者責任
計劃」法律框架條例草案，並有意將計劃擴展到膠樽
和紙包飲品包裝。謝展寰表示，條例將要求生產商
負責回收膠樽，具體的回收方式會由生產商和市場
來決定，可以選擇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來執行。
他舉「入樽機先導計劃」為例，指計劃自2021年

推出至今，共回收1.5億個膠樽，市民反應積極，不
需要很大金錢誘因，就每個膠樽退回一毫子已有足
夠吸引力，讓市民願意回收。謝展寰強調，財赤下
會用符合成本效益方式推動減廢回收，尤其當政府
財政緊絀時，不能無限量增加資源推動回收。「我們
開始在政府設施，包括街市的空置攤檔設立回收
點，亦會多使用智慧回收機，減少人手需求。」

謝展寰：首階段走塑6食肆被罰

面對財赤，特區政府正積極
想方設法開源節流、善用

公帑。蔡若蓮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時表示，在財政挑戰下，無
論是特區政府自身開支，或是
給予大中小學的撥款，都會因
應共同承擔的原則而有所調
整。其中，給予8所資助大學
的撥款，是由教資會每三年一
度按整體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
規劃作出建議，特區政府現正
檢視2025/2026至2027/2028的
三年期資助，並即將作公布。
她預告，局方將會調整未來三
年的相關撥款。
根據教育局提交予立法會的文
件，局方透過教資會在2022/2023
至2024/2025三年期內，合共向八大
提供632億元的經常撥款，即平均一
年約為210億元，其中約78%為教學用
途，約20%為研究用途，其餘約2%則是
專業活動用途。
蔡若蓮坦言，相較其他地方，本港對大專
院校投放的資源一向不算特別多，而大學亦
有其他收入，包括接受外界捐獻及自費學生
的研究院修課式課程學費等，因此有一個相
對穩健的財政儲備和管理。由於八大本地生
學費亦將於2025/2026學年起連續3年增加，
每年加幅約5.5%，加上非本地生名額增加至
40%，相信未來大學的學費收入會有所增加。

院校財政穩健 有足夠時間規劃
她提到，現時資助學位獲特區政府八成七的

補貼，八大亦有逾20年未調整學費，學費增加
幅度是考慮學生家庭負擔等因素後才決定。
蔡若蓮強調，局方有給予院校足夠時間去
消化並作出財政規劃，加上八大長久以來的
穩健財務，她相信撥款調整「不會對院校的
教學、研究、吸引力和競爭力造成影響」。
香港文匯報早前已率先披露，本港各所資
助大學2023/24年度錄得可觀盈餘出現「水

浸」情況，根據
大學的年報及財務報
表，去年八大整體年度綜合盈
餘總計高達95億元，主要受惠於金融市
場投資、自資課程學費等，部分大學的盈餘
甚至達到該年度教資會經常資助額一半以上
（詳見表）。

非本地生學費調整 需考慮能否聚才
在非本地生學費方面，蔡若蓮表示，不會
利用公帑作出補貼。目前八大的非本地生學
費以邊際成本計算，每年為14.5萬元至18.2
萬元，是本地生學費3倍至4倍多，到9月新

學年則將再增加6%至23%。
對有建議香港長遠可進一步調升非本地生

學費，她認為需要平衡學費成本和對人才的
吸引力，並舉例說，同區的新加坡非本地新
生學費亦是10多萬元至20多萬元，「若香港
貿然大幅度調整到30幾萬元，除非我們競爭
力好強勁，否則恐怕難以吸引優秀學生來
港。」

踏入蛇年，如何靈活應對財政挑戰、削減赤字是香港特區

政府重點工作之一。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表

示，基於社會共同承擔原則，教資會在未來3年對8

所資助大學的撥款將會有所調整。她強調，八

大一直以來財務穩健，局方有給予院校足

夠時間消化和及早作出規劃，加上院校

亦有撥款以外方面的收入，相信調整

撥款不會影響院校的教研運作以至

競爭力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就特區政府擬調整撥款對
大學以至香港高等教育會有什麼影響，香港文匯報訪問
了多名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及教育界人士，分享他
們的看法和建議。有議員認為八大的收入多元，
其經費仍然充裕，調整撥款並沒太大影響，反
而可能有助保持國際競爭力。有議員則建
議，特區政府應協助大學管理好財政儲
備，而實力較強的大學應該對學生和研
究等方面作更大的承擔。
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副會長鄧飛認為，調整撥款對資助
大學的經費而言並沒有太大影響，
因為八大開辦的修課式研究院課
程為大學帶來比較豐厚的收入，
使其除特區政府撥款之外，自己
賺的錢也頗多，「就算削減、
重整了部分經費，他們的經費
還是很充裕的。」
他直言，適當地減少對於政
府的高度依賴，可讓大學，尤
其是公辦大學，加強自身在社
會上募捐的能力，故無須擔心
會對本港打造成為國際專上教
育樞紐造成影響，「這樣對於保
持香港的大學的國際競爭力，使
之可以與歐美國家的大學看齊，
可能是更加有好處。」被問及局
方可調整或削減哪方面的撥款，鄧
飛坦言「很難說」，認為從所有方方
面面都按一個比例來劃一削減是比較
容易做的，若只針對教學或研究等某些
特定方面去作出大額或大比例的削減就會
比較難操作。

校方教研花費有能力承擔更多
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的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

現時八大各自的儲備金額由數十億至過百億不等，
「的確有不錯的財政儲備能力。」他認為特區政府應該

協助院校做好財政儲備管理，而較有實力的大學應該在現時
香港相對艱難的時候作出更多的承擔，「例如對學生和研究方

面。」他強調，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就是要培育、鼓勵或吸引到大師
來從事教學和研究，因此希望特區政府雖然在財政緊絀的情況下，仍
應對此投入一定資源，「那怕不是很多，讓院校以至國際社會都看
到，香港特區政府對這方面的高度重視。」
鄧家彪認為，儘管現時士氣或會受資源緊張所影響，但特區政府對
教育投入的人均資源其實是不斷上升，應探討如何善用與整合方為最
好，故建議特區政府可以定下一些指標，讓香港各所院校在不同的領
域上面各有專精，「而不是個個都是綜合型大學，」協助不同專業和
發展路向的學生。
被問及調整撥款會否影響高等教育作為香港的「金字招牌」，以及
香港正積極推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鄧家彪認為不能夠單以調整
撥款或資源整合就說會受到影響，但建議特區政府適宜就此作出規劃
和指標，避免政策方向出錯。

議員：八大經費充裕
須做好財政儲備管理

蔡若蓮：正檢視未來三年資助 相信不影響競爭力

八大2023/24年度
教資會經常撥款
及綜合盈餘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各大學年報或財務報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2023/24經常撥款
◆：2023/24綜合盈餘

圖例

城大城大
●●2424..55億億

◆◆11..55億億

浸大浸大
●●1313..11億億

◆◆55..44億億

嶺大嶺大
●●44..99億億

◆◆22..55億億

中大中大
●●4646..00億億

◆◆2222..33億億

教大教大
●●1010..22億億

◆◆33..11億億

理大理大
●●3333..33億億

◆◆66..99億億

科大科大
●●2424..99億億

◆◆1414..55億億

港大港大
●●4848..99億億

◆◆3939..22億億

●年初三晚，陳國基（左五）與立法會議員到一間屋
邨酒樓吃開年飯，支持本地消費。 陳國基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