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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規劃須超越「圍堵民粹」的迷思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回應立法會訪滬團時提出，香港實
行普選要提防三個風險，其一是民粹主義： 「要保持香港的經濟地位……不能搞民粹

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上月初，財爺公布經濟及財務專家參與制訂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下稱

《報告》），警告基於人口老齡化等社會因素，香港的財政儲備將於七至十五年之內
耗盡。為減省開支，預料社會福利、醫療和房屋等服務「須要削減」。 

綜觀兩者，前者言論認為若要保經濟，就要棄福利，福利開支視為不理性和浪費的
「民粹性」消費；後者務求會計報表上的收支平衡，容易滑入把政府開支和收入簡單
對立的思路，認為經濟增長與福利發展是相互競爭，甚或抵消的。我們認為，如此思
路，無助我們尋求一條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財政政策的路徑。 

《報告》帶給我們一個重要的訊息：不管結構性赤字是在七年、十年、十五年，甚至
更長的時間出現，過去儲蓄下來的錢總會用完。這本來是簡單不過的會計計算，收入
與開支必須達到平衡，或者收入大於支出，社會才可能持續健康發展，不用以貸度

日。 

不過，這樣靜態理解收入與開支的關係，在人口老化的大趨勢中，勞動力少了，經濟

增長必然拉低。少了增長，少了收入，自然須要減少開支，才能回到平衡點，社會發
展將會進入非常被動消極的狀態。這種直線邏輯順理成章地得出一個不可逆轉的結
論：人民的生活質素不但沒有上調空間，連目前享有的服務也必須削減。 

在人口老化這個社會挑戰即將臨近時（《報告》指出勞動人口將於2018 年逐步減
少），《報告》適時為香港社會的經濟狀況提供了基本的數據分析；但由此而帶出更
重要的問題是，《報告》可以如何幫助我們扭轉路愈走愈窄的局面，優化經濟發展，
達到改善民生的目的？ 

我們認為，關鍵是用動態的思維探討支出與收入的關係：想想今天的支出如何可以成
為明日的收入來源，而不要只是靜態地比較哪個支出項目較易省錢。如此，長遠財政
規劃的主要問題便不是如何減少開支、須削減什麼開支，而是如何優化支出的投放，
帶來更多的回報和價值。 

要使經濟可持續發展，我們須要多元發展，甚至重新理解經濟發展的定義。早自七十
年代起，可持續經濟發展在歐美發達國家的討論，已開始擺脫單純追求整體經濟數字

增長的目標，而加入國民生活質素的元素，如健康水平、公平機會和貿易、環境保護
等。經濟、人民和環境互為影響，任何一環缺失，其他環節也難以獨善其身。沒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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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人民，何來強大的國家？從這個角度看，人民福利的投放，只要管理得宜，就不
是須要圍堵的非理性民粹主義，而是富強經濟的重要鋪墊。 

所以，我們謀求的社會經濟發展，不能看成只是生產總值統計的上升，更要顧及社會

上不同階層人士每天面對的生活現實的改善，否則，我們很容易跌入「高增長= 所有
人士獲益」的認知陷阱；特別是忽視不同群體間的差異，可能會引導我們制訂錯誤的
政策，無視社會上不同群組的現實，甚或出現整體數字高企，普羅大眾的生活質素卻
停滯不前的危險局面。 

總的而言，算清楚家底是需要的，但只是第一步，更關鍵的下一步在於探討維持經濟
持續發展的良方，認識到利民紓困的政策是經濟繁榮的基礎，不是洪水猛獸。我們須
要動態分析支出與收入的辯證關係，重新定義我們需要的經濟發展，如何精明支出，

以支引收，從而使各個社群均能參與經濟成長，並從中得益，如此，經濟持續發展和
社會安定的基石只會更為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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