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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首，请勿「只说不做」 

小时候，老师总爱让我们以《我的志愿》为题作文。曾几何时，医生、律师等都

是名单上的「常客」。也许当年我们太善变，又或是太不切实际，老师总没有教

导我们如何实践这些人生目标，以至今天我们都忘记了当年写过什么「志愿」。

一篇篇的《我的志愿》沦为空想，养活了一种让我们「只说不做」的思维。 

香港回归快 15 年了，特区政府的管治亦充斥着这种「只说不做」的思维。新特

首上台后，总爱向市民展示他描绘的治港「志愿」：1997 年，董建华提出与市民

「共创香港新纪元」；2007 年，曾荫权则为香港的发展勾画出「新方向」。领导

者当然需要 think big，但关键是有了梦想后，如何按计划逐步去筑梦？  

政策需要「抓落实」 

规划固然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基础，但政策提出后如何实践才是关键，套用内地

官场术语就是要「抓落实」。如何贯彻落实政策？笔者认为需要做到三点：一、

建构共同愿景，合情合理地、有感染力地提出关乎市民切身利益的发展方向；二、

制定长远策略，编写一套实现愿景的逻辑，包括各项可量度的政策指标及政策施

行时间表；三、以渐进的方式落实政策，当中的关键是「易做先行」：先建立短

期目标，以取得成绩和建立社会认受基础。 

笔者曾参与家庭议会的工作，认为必须先充分了解本港的家庭状况，才能响应特

首在 2007 年施政报告中所提出，「从整合的家庭角度去考虑」本港的社会政策和

服务规划。可惜家庭议会成立至今只重视透过「开心家庭运动」等宣传工作，以

家庭核心价值作为软性手段，加强香港的凝聚力，结果家庭议会被批评为宣传工

具。 

落实政策的三步曲 

要成功「抓落实」，第一步先要建构共同愿景，政府应进行详细的研究及咨询，

掌握市民的实际处境。在家庭政策的范畴而言，施政者应该先了解家庭面对的问

题（如迟婚、出生率低、离婚率高、工时长、家庭暴力等），先为家庭的状况把

脉，才能对症下药。在此基础上，政府要跟市民大众确立共识，定下更清晰的目

标（如减低离婚率、鼓励生育、减少家暴），并通过各种手段及程序，达到适量

的社会参与，以追上公民社会的发展需求。 

当清楚了解问题所在，政府须要制定长远而全面的策略，兼顾各政策范畴（如税

制、房屋、社会福利等）中的家庭元素，以便各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也能顾及对

家庭的影响。事实上，目前很多环绕家庭而设的政策，也存在矛盾甚至冲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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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说，现时申请供养父母免税额的方式，并不配合家庭议会鼓吹的「和谐家庭」，

笔者就听过兄弟姊妹因为「争 quota」而闹翻，父母顿成了夹心人。眼见目标与

成效不符，财政司司长有否考虑容许每名子女都独立享有此免税额？ 

再说落实政策，要确立家庭核心价值、宣扬和谐家庭的信息，应该动用经济诱因

（如子女免税额、老人援助金）、立法规管（如设立侍产假、延长法定产假），还

是软性教育（如建立家庭友善的工作环璄）？不同的政策选项有何利弊？推行政

策以后，政府亦要透过特定的指标（如离婚率、生育率、家暴个案数目）量度政

策的作用，计算其社会成本和效益，并定下实施不同措施的时间表，按部就班地

落实短、中及长期政策。 

提出方案落实政纲 

其实，到底普遍市民的愿景是什么？现时一般大学毕业生起薪点约 1 万元，要偿

还 10 多 20 万元的学债，家里又有高堂要照顾，就算工作十年后收入倍增至 2

万元，若希望在 30 岁左右结婚，届时他们有能力买楼、供养孩子吗？经过数十

年的辛苦工作，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否有保障？大学生尚且如此，一般小市民又如

何？政府如何面对市民的要求？怎样建设共同的愿景？达到共识以后，又怎样落

实施政和评估成效？特首选举快将尘埃落定，市民都期望新政府戒掉「只说不做」

的态度，为长远规划提供具体落实方案，真正明白「为政贵在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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