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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議題急 變相拉布失民心 

 

部份立法會議員就議員出缺條例草案於立法會會議展開的拉布戰，最

終因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剪布」而暫時帄息。然而，有關候任特首梁

振英的新政府架構重組「變相拉布戰」，卻已醞釀出場。 

主流民情不激進  望改善民生 

觀乎梁振英近期的民望，若議員試圖利用《議事規則》的空間，就「3

司 2 副司 14 局」作出各種提問和修訂，令新政府班子無法於 7 月 1

日順利上任，實難以得到市民的廣泛認同。 

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民調數字，對於新政府提出的架構重組建

議，超過半數（54%）市民表示「中立」或「無意見」。若問及市民

是否贊成議員透過拉布阻礙政府架構重組，則有近半數（46%）市民

表示「反對」。同時，有關計劃於 3 月 27 至 30 日梁振英當選後的首

次調查發現（見圖），支持梁振英出任特首的比率為 38%，反對的為

51%，換言之其民望淨值為-13%。及至 5 月 3 至 10 日的第四次調查，

梁的支持率首次衝破五成（56%）的重要關口，反對率下跌至 34%，

民望淨值在不足兩個月內急增 35 個百分點至+22%。 

厭惡癱瘓立會  寄望新政府 

綜觀以上民調字數，可得出兩點結論：首先，政府架構重組並不是貼

身議題，大多數市民對於冗長的議事程序並不熱衷。主流民情並非那

麼激進，一般市民並不希望癱瘓立法會的工作，亦不願看見成為「跛

腳鴨」的新政府，民情是希望最切身的問題得到適時的解決。 

其次，梁振英的政治能量正不斷上升。不可否認，梁振英是在極困難

的環境下上台，因此必須得到相當市民的支持，才能凝聚足夠的政治

能量，於未來 5 年推行各種社會及經濟發展政策，特別是紓緩高樓

價、貧富懸殊及社會流動性停滯等深層次矛盾，並憑政績在 2017 年

的首次特首普選中尋求連任。 

正如筆者在《新特首  別坐上民望跳樓機》一文（刊於 2012 年 1 月

26 日《經濟日報》）中提及，「以民生為綱」的管治策略，即以積極

回應市民最關心、最直接和最現實的民生議題，乃取得市民支持之

道。市民對梁振英的支持率持續改善，或反映部份市民因對現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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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而寄望下屆政府能有所作為，但更重要的是，梁振英在當選後

連日落區所建立的「親民特首」形象，以及在雙非孕婦、青年住屋等

民生議題上的果斷做事作風，著實能為他帶來不少支持者。 

新副司房屋局  解迫切問題 

是次政府架構重組的重點，就是增設兩位副司長及改組四個政策局，

當中副政務司司長將會統籌包括人口、福利及退休保障等人力資源政

策，而改組的房屋規劃及地政局，目的是促使政府能有效回應市民對

房屋的訴求。兩者處理的事務，正是現今年輕中產最迫切面對的問

題。帄心而論，架構重組能有望加快新政府推動解決各種民生議題，

如能切實推行應為「正道」。 

在現時形勢下，若議員不理民意而打拉布或消耗戰，以拖延策略來耽

擱政府架構重組，並非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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