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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敢言
鄭飛 城市智庫評論員、 「就是敢言」 成員

完善城市規劃 解決發展問題
近日與一些在海外升學或工作回流返港的朋友會面，談及城市的發展和生活壓力，大部分朋

友都認為現階段的香港地少人多，樓價和生活指數與收入不能對稱，對社會自然產生了負面的情
緒，政府及持份者應正面應對，以完善城市和人口規劃來解決社會問題。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於4月17日宣布
參加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更表示
會參加國民黨黨內初選，不接受徵召，隨
即引起島內震盪。 「韓流」還未平息， 「
台風」又來侵襲，國民黨各大佬對郭董從
幕後金主走上前台弄潮之舉，紛紛力挺。
先有吳敦義向其頒授榮譽狀，為其資深國
民黨黨員身份 「驗明正身」，再有馬英九
稱其為 「非常不錯的人選」；再到王金平
對其宣布參選 「表示歡迎」，並以 「兄弟
登山，各自努力」作勉勵；就連韓國瑜也
稱其為 「願挑重擔的優秀人」，更將郭視
作 「天塌下來一起頂住」的那個 「人」。

有島內時評員說，郭台銘若參加2020
選舉，在理論上可走政黨初選、臨時徵召

以及民眾聯署三條路，而且三條路都走得
通，但他卻走了最艱難的一條路，因為如
今國民黨基層要求取消初選制度，立即徵
召韓國瑜的行動如火如荼，此刻郭台銘放
話絕不接受徵召，執意參加初選，無異於
跟黨內基層力量 「唱反調」，同時 「打臉
」韓國瑜。但從郭台銘宣布參與初選後黨
內大佬力挺的情況來看，他被大佬們視為
國民黨維繫制度（尤其是初選制度）的強
心針。去年九合一選舉中，由韓國瑜策動
的 「綠地」變 「藍天」的反轉，釋放出國
民黨基層壓抑已久的能量，導致中央 「上
而下」的權威逐漸瓦解，地方 「下克上」
的趨勢日益激化，黨中央急需重整權威，
因此，讓郭台銘以 「榮譽黨員」身份參加

初選，既能樹立黨員擁護黨制的正面典型
，敲打以韓國瑜為代表的黨內基層力量，
又能利用郭台銘較高的社會人氣與其有政
黨背景的政治素人身份，在選舉中吸收 「
白色選票」，一石二鳥，無往不利。

幕後金主走上前台
制度是用來保障利益，維護制度也就

是維護利益。郭台銘堅持走初選路，維護
了國民黨上層利益，因而成了馬英九讚譽
的 「優秀人」，王金平口中的 「兄弟」，
再加上國民黨幕後金主的身份，郭台銘可
看作國民黨上層利益的代表，再加上本身
的國際視野和國際政商人脈資源，以及提
出無論在格局、視野、境界還是層次上都
比韓國瑜高一籌的 「20字箴言」。

筆者認為，郭台銘是國民黨的 「天線
」，透過郭台銘了解外部世界，例如快速
崛起的中國大陸以及處於迅速變動中的國
際政治經濟格局，為台灣創造新型產業以

應對未來世界的產業競爭。
相對於郭台銘的 「天線」，韓國瑜就

是國民黨的 「地氣」，通過韓國瑜把握台
灣社會脈絡，體察民情，撫恤民瘼。長久
以來，國民黨像一個癱瘓的巨人，躺着看
挺高大，其實坐不起來，更站不起。韓國
瑜的努力讓這個癱瘓的巨人坐了起來，繼
續苟延殘喘，他是這個巨人的 「下限」，
決定巨人可以 「坐起來活多久」。而郭台
銘則是這個巨人的 「上限」，決定巨人可
以 「站起來走多遠」。

韓國瑜雖有民意加持，有 「民氣可用
」的基層力量，但其視野與格局難稱上器
，他在訪美期間提出的 「國防靠美國，科
技靠日本，市場靠中國（大陸），努力靠
自己」的論述依然是馬英九 「親美友日和
中」的舊調重彈，與郭台銘 「國防靠和平
，市場靠競爭，技術靠研發，命運靠自己
」的論述相形見絀。

「上限」結合 「下限」，等於 「極限

」；接 「天線」通 「地氣」，上通下達，
循環順暢。如何發揮 「極限」，接天通地
，考驗國民黨的協調整合能力，因為對國
民黨這間百年政治老店來說，多年來政爭
、內鬥、整人專家層出不窮，擰成一股繩
，齊心一致對外似乎是遠古時期的事情。

花生指數愈來愈高
郭台銘最終能否通過初選尚是未知之

數，但一旦宣布參選，就不可避免地成為
對手 「箭靶」，抹紅抹黑手段伎倆一齊上
，霸氣郭董能否應對亦未可知；韓國瑜則
要繼續等待民意發酵至全台共呼其參選 「
總統」，不但 「千呼萬喚始出來」，還要
「猶抱琵琶半遮面」，一輪三推四辭，欲

拒還迎後，欣然應允，到時登高振臂一呼
，大事可成。郭、韓二人，皆想 「有所為
」，但亦皆 「有所待」，無論二人能走多
遠，最終結果如何，2020這場大戲的花生
指數是愈來愈高了。

2019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在未來五年撥款逾六億元
，翻新約240個公廁，包括改善通風等設備及提高公廁
衛生水平。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會優先翻新位於市區
、保養情況差而使用率高的食環署公廁，翻新的公廁
內或會安裝LED燈、自動感應水龍頭等。

工作環境急需改善
同時有勞工團體調查顯示，政府公廁外判清潔工

人的執勤室大部分沒有通風，而且空間非常狹小，而
工人們更要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用膳，團體呼籲財政
預算案的撥款除了用於改善公廁設施，也應用於改善
工人的工作環境。

近年來外判制度多受詬病，清潔工人工作環境惡
劣是其中一個主因。由於僱傭公司和提供工作環境的

政府是兩個獨立個體，導致清潔工人的意見和感受無
法傳達到相應的部門和人員；筆者認為政府在改善民
生方面多方考量的時候，其實最需要他們關心的正正
是在為政府轄下的設施工作的外判工人。他們大多都
是年長一輩，因生計所迫而進行高強度但低人工的工
作，如果他們的工作環境和基本的尊嚴都無法保障，
政府如何談改善民生呢？

撥款計劃已經做出，如何具體使用款項是最需要
關注的問題，政府應該多聽取不同團體和個人的聲音
，例如有團體採訪在公廁工作的清潔工，他們冀政府
可以將款項真正用於有助清潔環境的設施，例如改善
動力不足的沖水設施等。另外清潔工人也提到撥款可
以用於購買清潔工具，因為外判公司曾有延遲發放清
潔工具的情況，員工需要自己掏腰包購買。關於這個

問題，筆者認為可以與外判公司協商是否應由政府負
責清潔工具，明確責任，再解決問題。

財政預算案的提議很多時候都只是一個大範圍的
提綱，兼有政府為提高市民生活質量的美好願望，而
預算案的具體實施，甚至在實施過程中聽取不同意見
，並且不斷調整和優化，才是政府需要花時間去研究
和落實的工作。

公廁翻新撥款 須顧及清潔工福祉

莊學謙
菁英會會員、雲港澳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常務副秘書長

創業創新
從差異化開始

早前筆者和會友有幸參加由九龍婦女聯會主
辦的「華服溯源萬花筒」華服時裝秀比賽。是次參
賽隊伍分公開組、青年組及親子組，共51隊超過
200人，展示內容涵蓋由春秋到民國的悠久歷史。

我們派出兩隊分別參加青年組和親子組賽事
，筆者穿着中山裝，還在服飾加上一些潮流襯托
，希望打造改成大灣區的潮服，與另外一位身穿
由香港菁英會理事余嫿設計、加入了香港建築物
、紫荊花的《一帶一路》系列旗袍，向在場觀眾
作出一些青年創意加上傳統文化的示範。

舉辦華服日推廣中國文化
是次是筆者首次穿着華服，為了參與比賽做

了不少搜集工夫，活動讓筆者大開眼界，對華服
的理解大大加深了。華服是指具有中國風格或中
式元素的服裝概念，現代中國傳統服裝，當中包

括旗袍、唐裝和中山裝等服裝，早前全國政協副
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穿着華服出席國際華服
節時亦強調，華服將可以成為大灣區的品牌文化
活動。這個筆者也十分認同，近年在世界各地，
也有不少學校團體都舉辦華服日，藉此推廣中
國文化。

例如中山裝這種服裝，很多政治領袖人物如
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以及一些國家的領導人
在一些重要場合也會穿着。另外旗袍文化也成為
世界的一種潮流，它代表着中國女性的現代服飾
，突出女性線條美。近年更有不少外國女士都會
購買旗袍，已成為一種時尚，不論藝術表演、出
席宴會等也非常合用，中山裝配上旗袍也是絕佳
配搭。筆者也深信華服可以成為大灣區潮服，期
望更多年輕人加入推廣華服文化，將有助推動華
服復興，讓朋輩更深入了解中華文化。

華服可成為大灣區潮服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時下流行創新創業，如何把創新創業做得與眾
不同，都是我們在思考的問題。任何創業和創新的
項目，不論在內地、香港乃至全球，都會有競爭，
亦可以說競爭是避免不了的，那怎麼找到差異化，
從差異化中避開競爭？如我本人從事物流行業，物
流業的競爭，就是以價格和量化上競爭，而我們就
從服務上入手，找到自己的差異化，從而找到自己
的定位。在行業中要做到壟斷，確實很難，電商平
台難以完全取代賣場，賣場亦難以取代雜貨店，雜
貨店亦難以取代小販。所以只有尋求在某個細分領
域中做到精緻，才是存活下來的方式。

近年來內地製造業產品出口的貨物發往地，一
直在深入拓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歐美日韓，到東
南亞、南亞、中東，再到東歐、南美，現時更多的
關注點是非洲，市場在不斷改變。2018年首屆中國
進口博覽會的舉行，標誌着中國從一個出口大國延
伸至一個進口大國，我們未來的方向是進出口同時
並進，才可贏得未來。

起步初期最關鍵
從另一角度看，創新實際上就是一種發明，將

沒有的模式、項目和產品做出來，所以創新亦是推
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但競爭同時亦在摧毀創新，
就如我所提到的物流業，如果只是以價格和量化來
競爭，那麼在創新服務和價值上，又用什麼來做。
低價就等於慢性自殺，微薄的利潤不足以撐起創新
之路。所以企業在起步的初期很重要，因為起步之
時就要想好，創業之路怎麼走，核心和發展的目標
，必需要弄清楚。創業不能頻繁試錯，雖說我們沒
有導師，路是摸出來的，但很多成功創業家所寫的
書籍，值得我們去研讀，這是他們所走過的路，值
得我們借鑒，商業的道理，雖然不同行業，道理都
是相同的。每個企業都需要它的品牌、資金、思想
、服務、內容、核心和團隊，缺一不可。剛創業的
企業更需要團隊建設，一支過硬的隊伍，不論是在
思想、紀律、創建上，都要有共同目標、共同追求
、相互扶持，親如家人，猛如戰隊。以情感為樞紐
，以發展為導向。

青 年 有 話 說

高松傑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席、音樂堂慈善基金會主席

土地不足是香港發展的一大阻礙。香港地
少人多，樓價問題成為青年人和不少核心家庭
對美好前景的負擔；工商業樓宇的變動受城規
的限制，要拆牆鬆綁為中小微企以及初創帶來
便利，才能刺激經濟多元化發展；社會服務配
套和公共設施及服務未能跟上社會變化，讓市
民的幸福感減低。

城市建設影響民生民情
筆者相信政府運作會以民為本，故此不少

基建都在這幾年在風波裏推展。例如，機場三

跑、 「明日大嶼」、已通車的港珠澳大橋等等
，無一不被政治化，香港的發展艱難重重。
然而，小型的城市建設亦會影響到民生和民
情。近日筆者與一些職業司機傾談，他們對
城市規劃很有意見，特別是在泊車位問題上
，與交通警的對立關係往往由此引起，他們
認為政府的城市規劃中，對道路和車位的安
排尚欠周全。

據了解，審計報告顯示由2006年底至去年
底，私家車數目增幅超過五成，但泊車位比例
下降近三成。而就泊車位不足問題，應保留及

加建更多公眾停車場、改變新樓與車位比例政
策。早前有報道，運房局與區議員及區內持份
者建議可興建地下停車場，以解決 「路面」空
間不足問題，亦有建議認為可以引入 「飛氈」
泊車以節省空間。若政府大力推行，最快仍要
等待到2024年，那這幾年的泊位不足問題還是
需要政府與業界做好溝通，從而減少因泊位不
足而衍生的違泊現象。

據立法會文件顯示，香港在近兩三年將會
有大量的公營房屋在深水埗和屯門落成，未來
區內人口增加，區內的服務需求亦會增加。人
流物流暢通是社區不被邊緣的基本條件，期望
政府能及早完善處理城市規劃，並成立 「人口
政策局」，讓城市建設與人口特質匹配，使資
源整合，有利於市民生活和需求發展。

台風對韓流藍營的上限與下限

◀現時的城市規劃對
道路和車位的安排尚
欠周全，特別是泊車
位嚴重不足

▲政府未來五年撥款逾六億元，翻新約240個公廁
，包括改善通風等設備及提高公廁衛生水平

黃鵬
香港菁英會理事、

香港跨境電子商務協會名譽會長

▲筆者深信華服可以成為大灣區潮服

▲香港地少人多，樓價
問題成為青年人和不少
核心家庭對美好前景的
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