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文言志】

港府今年的财政预算

案重点在稳经济、纾

民困。 透过逾 1200 亿

元的逆周期措施，缓

解经济下行及疫情打

击带来的痛感与压

力， 发挥资源运用的

杠杆效应， 尽力让市

民、 打工仔和企业也

受惠。同样重要的，是

抓紧未来发展的大方

向与新趋势， 策略性

地在关键环节加强政

策引导、 措施配合和

资源投放， 让香港的

产业发展更丰富、多

元和互动， 并增添新

动能。

� � �【环宇杂谈】

没有差的专业， 只有

差的人， 什么专业都

要好好学习、 好好实

践。做到这些了，高考

才可以改变人生、读

书才有用。

当高考填志愿遇上毕业找工作

李宇嘉

眼下是高考招生季

，

又是高校毕

业季

。

笔者两个亲戚的小孩

，

一个刚完

成高考

，

正想着怎么填报志愿

；

一个马

上大学毕业

，

边找工作边准备考研

。

他

们都处在人生最关键的阶段

，

都牵涉

到两个经常冲上热搜的话题

，“

高考真

的可以改变人生吗

”、“

读书真的有用

吗

”。

你问一千个人

，

也没有一样的答

案

，

但现实中没有一个人不认真对待

。

笔者所在的广东

，

每个高考学生

可以填报

45

个平行专业组的志愿

，

每

个专业组还可以填报

6

个专业

。

选择

多

，

照理说就能充分满足考生的专业

爱好

、

提高录取概率

，

但小孩及父母还

是异常焦虑

。

既要挑城市

，

也要挑学

校

，

还要挑专业

，

再考虑个人爱好

、

就

业前景和竞争对手等

，

起码上百个组

合

。

甚至

，

还要上网查看各大院校

“

毕

业起薪

”、

找熟人打听就业方向等

。

所以

，

难怪近期武汉大学邓红兵

教授写了

《

致广大考生和家长的一封

信

》，

苦口婆心劝告大家

，

没有差的专

业

，

只有差的人

，

生化环材等基础学科

绝非

“

天坑专业

”，

任何专业都有开挂

的机会

。

高考考生和家长对填报的学

校

、

专业和以后就业前景如此认真和

焦虑

，

其实就是想让高考真的可以改

变人生

、

读书真的有用

。

而这种认识和

焦虑

，

一直贯穿到大学期间

。

记得我们考大学时

，

当时是

“

双

盲

”

填报志愿

，

对分数和学校都不清

楚

。

那会儿

，

掉到第二志愿的情况时有

发生

，

但也没觉得影响有这么大

。

而

且

，

那会儿还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

“

上了大学就轻松了

！”

确实

，

当时很多

同学在大学期间非常潇洒

，

踢足球

、

谈

恋爱

、

打游戏

、

看电影等都有很多时

间

，

学习时间比高中少了

、

心态也放松

了

。

但现在

，

真的不一样了

。

现在

，

很多同学从大一开始

，

就备

考各种证书

，

比如英语四六级

、

教师

证

、

证券从业资格

、

注册会计师等

，

还

要争取每个期末考进入年级

TOP

序

列

，

这些都是求职热门行业的

“

敲门

砖

”，

网上还有证书含金量排名

。

毕业

求职时

，

很多同学能拿出一摞证书

，

佐

证自己比别人专业面更广

、

基础知识

更扎实

，

以便能在求职竞争中脱颖而

出

，

从而拿到

offer

和更高的薪酬

。

不过

，

当大家都这么干

，

就是过度

证明了

，

这个信号机制就失灵了

。

每个

人都会把一大堆证书摆在面试官面

前

，

如何才能证明你比别人更强呢

？

除

了证书以外

，

这些年读书的年份越来

越长

，

比如从大学本科读到硕士

，

从硕

士读到博士

。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

，

直到

有一部分人通过手里拿着的更高文

凭

，

成功地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出来

，

这场拼智商的游戏才会结束

。

笔者亲戚的小孩

，

在某省师范大

学读小学教育专业

，

本打算本科毕业

后谋个公办小学的教职

，

工作稳定体

面

、

收入待遇尚可

。

但近期实习时才了

解到

，

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只能得到

“

校

聘

”

的编外教职

，

想获得财政编制的

“

铁饭碗

”，

要不等编内教师退休或辞

职腾出名额

，

要不就拿到硕士学位

。

据

悉

，

等编制得排队

，

有老师等了

5

年

，

等不下去只好去了校外培训机构

。

亲戚和小孩商量

，

还是觉得考研

为主

，

万一考不上就一边上班一边等

编制

。

亲戚很苦恼

，

当年小孩考大学

时

，

还特意避开了基础学科

，

选个实用

可靠的专业

，

现在看来

，

哪个专业也不

可靠

。

其实

，

结合笔者这些年的体会

，

选什么专业都需要不断努力学习

。

那

些好专业

，

大家都涌过来

，

竞争会加

剧

。

亲戚小孩就读的小学教育专业

，

本

科期间大量其他专业学生转过来

。

计算机专业

、

金融专业好

，

殊不

知

“

996

”

的码农和金融民工背后的辛

苦

、

健康的透支

。

生化环材等基础学

科报名竞争小

，

而且这几年国家重视

环保

、

基础研发

、

芯片

、

三农等

，

也为

这些学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

但

这并不意味着

，

风水轮流转

，

基础学

科吃香的时代来了

。

轻松上大学

、

轻

松就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

就像邓红

兵老师讲的

，

没有差的专业

，

只有差

的人

，

什么专业都要好好学习

、

好好

实践

。

做到这些了

，

高考才可以改变

人生

、

读书才有用

。

（作者系房地产研究人士）

香港再派消费券 刺激经济成效可期

熊德志

7

月

4

日早晨

6

：

00

开始

，

香港特

区政府

“

消费券计划

”

如期正式登记

。

此举深得人心

，

开始登记

3

小时网站

即被挤爆

。

再派360亿消费券

笔者在上午

9

：

05

收到微信消息

提示

，

10

：

08

登录

“

消费券计划

”

系统

网站

，

排队等候登记

，

直到下午

4

：

30

才进入登记平台

，

历时

6

个多小时

，

简

直令人震撼

。

而且

，

在进入政府

“

智方

便

”（

iAM Smart

）

系统时

，

却又显示网

络繁忙

，

无法登入

。

在等候过程中

，

系

统一度显示前面排队的人数高达

30

多万

。

据媒体报道

，

截至当天下午

6

：

00

通过电子登记人数已突破

155

万

。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

，

当天

早上因极度繁忙

，

令登记电子消费券

及作身份认证的

“

智方便

”

系统一度出

现障碍

。

稍后系统恢复正常运作

，

但由

于登记消费券人数众多

，

市民需较长

轮候时间方可进行登记

。

发言人呼吁

市民无须急于在今明两天登记

，

在未

来两星期

（

即

7

月

17

日或之前

）

完成

的电子登记

，

均会同步在

8

月

1

日收

到第一期消费券

。

本次

“

消费券计划

”

覆盖人群更

广

，

凡

18

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和

新来港人士

，

只要过去两年没有长时

间不在香港

，

均可申领电子消费券

，

而

参与广东或福建计划的长者

、

在境外

求学的学生等特殊情况人士也属符合

资格

。

本次合资格申请者约

720

万人

，

每位合资格人士可获派

5000

元

，

涉及

款项约

360

亿元

。

但有三类人不可领取

，

包括外佣

、

外国留学生

、

来港工作的外地人士

。

有利于刺激本地消费

本次电子消费券通过四家营运商

发放

，

四家合资格营运商为

Wechat

Pay HK

（

微信支付

）、

Alipay HK

（

支付

宝香港

）、

Tap & GO

（

拍住赏

）

及八达

通

。

巿民可结合自身需要和消费习惯

选择合适的储值支付工具领取及使用

消费券

。

其中

，

经支付宝香港

、

拍住赏

和微信支付获取的消费券分两次发放

2000

元和

3000

元

，

前者有效期为

5

个月

，

后者有效期为

3

个月

，

市民可将

两期合并使用

。

在

7

月

4

日至

17

日完成的电

子登记

，

申领者可于

8

月

1

日取得

第一期消费券

，

第二期则于两个月

后即

10

月

1

日发放

；

两期消费券均

于

12

月

31

日到期

。

于

7

月

18

日至

8

月

14

日完成的电子登记及所有书

面登记

，

申领者可于

9

月

1

日取得

第一期消费券

，

第二期则于

11

月

1

日发放

；

两期消费券均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到期

。

通过八达通获取的消费券则分为

三期

，

首两期各

2000

元

，

相隔两个月

发放

，

而第三期的

1000

元将于第一期

金额发放起计的指定期间内

“

合资格

消费

”

累积总额满

4000

元后发放

。

电子消费券合资格消费包括本

地零售

、

餐饮

、

交通

、

服务业

；

网上或

实体消费均可

。

但原则上不适用于政

府收费

、

公用事业收费

、

公共机构收

费

、

教育开支

、

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

、

捐款等

。

特区政府希望藉该计划刺激市民

消费意愿

，

让所派发金额在本地经济

流转

，

以推动本地经济复苏

。

此外

，

电

子支付对未来零售发展属重要市场基

建

，

此计划有助于鼓励更多市民和商

户使用电子支付方式

。

市民多选电子方式

合资格人士只可就消费券计划登

记一次

，

并选取合适的储值支付工具

领取及使用消费券

。

每个储值支付工

具账户亦只可登记一次

。

登记期为

2021

年

7

月

4

日至

8

月

14

日

。

合资格人士登记时须提供姓名

、

身份证

、

可收取短讯的本地流动电话

号码

，

并选择支付工具及填写账号

。

同

时

，

须做出

“

在港居住

”

要求等项下的

登记人声明及承诺

。

合资格人士可选择电子登记或书

面登记的方式

。

在今年

6

月

18

日或之

前年满

18

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

民及新来港人士

，

可于

7

月

4

日早上

6

时起透过消费券计划网站进行电子

登记

。

选择以书面表格登记的合资格

人士则可于

7

月

5

日起在工作时间内

将填妥的表格连同香港身份证复本投

进指定的

560

个收集箱

。

电子登记方面

———

合资格人士可

在消费券计划网站进行电子登记

。

登

记人可透过

“

智方便

”

应用程序或上载

其香港身份证复本作身份认证

。

如登

记人在

2021

年

6

月

18

日前已成功登

记现金发放计划及获发款项

/

领取支

票

，

亦可透过回答两条关于现金发放

计划登记数据的问题作身份认证

。

书面登记方面

———

合资格人士可

选择递交相对应的

《

消费券计划登记

表格

》

并连同其香港身份证复本于办

公时间投入任何一间邮政局或指定银

行分行内的表格收集箱

，

无需亲身排

队递交表格

。

书面登记表格收集箱设于中国银

行

(

香港

)

、

东亚银行

、

恒生银行

、

汇丰

银行

、

渣打银行下属各分行

，

民政事务

署

、

社会福利署办事处及邮政局下辖

各区邮局

。

唯书面登记表格不接受邮寄

、

传

真

、

扫描或电邮的方式递交

，

个人须将

签署后的表格投入指定的收集箱内

。

对消费券施加期限

微信支付

、

支付宝

、

拍住赏

，

消费

券会在发放当天自动存入已登记的储

值支付工具账户

。

八达通

，

登记人需以已登记的八

达通卡拍卡领取消费券

，

领取期限为

消费券发放日起计三个月内

。

如透过支付宝

、

拍住赏或微信支

付领取消费券

，

政府在核实登记人的

资格后

，

会按特定发放时间表

，

透过储

值支付工具营运商将消费券直接存入

登记人指定的储值支付工具账户

，

登

记人只需开启应用程序便可使用消费

券

。

如登记人已启用推送通知功能

，

储

值支付工具营运商会透过应用程序推

送通知

，

提醒用户消费券已发放到其

账户内

。

如透过八达通卡

（

包括手机八达

通卡

）

领取消费券

，

经核实资格的市民

会在每期消费券发放后收到手机短讯

通知

。

市民可透过指定渠道以登记的

八达通卡拍卡领取消费券

。

消费券会

以储值额形式存入有关八达通卡内

。

每期消费券需于三个月内领取

，

如市

民未有在三个月限期内领取该期消费

券

，

将被视作放弃该消费券

。

由于八达

通卡有储值限额

（

现时一般为

3000

元

），

如果八达通卡内的储值额已到达

储值限额

，

市民可以先使用八达通卡

内的储值额

，

当其低于储值限额时再

拍卡领取未领取的消费券金额

。

市民

可因应其八达通卡内的储值额

，

在三

个月限期内分开多次领取每期发放的

消费券

。

登记人只要于获发放第一期消费

券起计的指定期间内的

“

合资格消费

”

累积总额不少于

4000

元

，

便会获发放

第三期的

1000

元消费券

。

显然

，

对电子消费券施加期限

，

意

在促进本地消费

，

刺激经济增长

。

通过对比

，

电子支付工具

，

领券更

为快捷

。

同时

，

微信支付

、

支付宝

、

拍住

赏为了拓展业务

，

也相应推出各自的

优惠措施吸引市民

。

刺激经济成效可期

2020

年

2

月

，

香港特区政府设首

轮防疫抗疫基金

300

亿元

，

加强全城

防疫

，

支持因疫情受创的行业

、

企业及

其员工

，

避免大规模企业倒闭或裁员

出现

。

2020

年

4

月

，

推第二轮

1375

亿

元防疫抗疫基金措施

。

2020

年

6

月

，

推出

18

岁以上香

港永久居民每人获派一万元

，

涉款

700

亿元

。

2021

年

3

月

31

日年满

18

岁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可申领

。

2020

年

9

月

，

推第三轮

240

亿元

防疫抗疫基金及其他措施

。

上述通过

“

防疫抗疫基金

”

提升了

香港应对疫情的能力

，

基金项目和上

一年财政预算案推出的各项纾困措

施

，

共涉及约

3000

亿元

，

其对香港本

地

GDP

的支持估计高于

5%

。

2021

年

2

月

，

香港特区政府

《

二

零二一至二二财政年度政府财政预

算案

》（“

财政预算案

”）

指出

，

去年香

港经济下滑

6.1%

，

是有史以来最大年

度跌幅

，

亦是香港首次出现连续

2

年

负增长

。

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前

年第四季的

3.3%

升至最新的

7%

，

接

近

17

年高位

。

疫情笼罩下

，

与消费及

旅游相关行业深受打击

，

零售

、

住宿

及 膳 食 服 务 业 合 计 失 业 率 上 升 至

11.3%

，

其中餐饮服务业失业率更高

达

14.7%

。

由于经济疲弱

，

消费物价通胀压

力轻微

。

撇除政府一次性措施的影响

，

去年全年基本通胀率为

1.3%

，

同比下

降

1.7%

。

因此

，

港府今年的财政预算案重

点在稳经济

、

纾民困

。

透过逾

1200

亿

元的逆周期措施

，

缓解经济下行及疫

情打击带来的痛感与压力

，

发挥资源

运用的杠杆效应

，

尽力让市民

、

打工仔

和企业也受惠

。

同样重要的

，

是抓紧未

来发展的大方向与新趋势

，

策略性地

在关键环节加强政策引导

、

措施配合

和资源投放

，

让香港的产业发展更丰

富

、

多元和互动

，

并增添新动能

。

基于此

，

该财政预算案在

“

经济恢

复

”

方案中

，

提出

“

向每名合资格的

18

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来港人

士

，

分期发放总额

5000

元的电子消费

券

，

鼓励及带动本地消费

”。

面对目前的特殊环境

，

特区政府

理当善用财政储备

，

适时为市场注入

动力

，

以期拉动消费

，

刺激经济增长

，

加速经济社会复苏

。

�（作者系香港金融从业者）

范仲淹与宋朝伪家法

蔡非

1043

年是宋朝的庆历三年

。

当时

的宋朝正内忧外患

，

外敌入侵

，

内部民

变不断

。

原有的政治惯例和做法已经

明显不能应对局面

。

面对危机

，

范仲淹

、

富弼

、

韩琦等

一批少壮派官员登上了历史舞台

，

他

们推动的

“

庆历新政

”

意图整顿吏治

，

在加强效率的同时

，

节约财政开支

。

当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

为数上千的叛匪进攻了江苏高

邮

，

结果当地军政官员晁仲约

，

不但没

有召集军队抵抗

，

反而向民间摊派

，

收

集金银去贿赂强盗

，

请求其换道而行

。

强盗满意而归

。

可高邮官员的懦

弱行为却激怒了皇帝

，

宋仁宗欲将其

治罪

。

因为宋代相关法律规定

，

此类行

为应该被处以极刑

。

而深得皇帝重用的范仲淹却出来

辩护

：

高邮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和器

械抵御贼兵

，

抵抗是死路一条

。

既然百

姓愿意以出钱免受兵灾

，

那么这事就

情有可原

，

杀了晁仲约不是立法本意

，

不如放了他吧

。

实际上

，

当时在高邮大约驻守了

300

名精锐禁军

。

在紧急情况下

，

当地

还可以征发民夫守城

。

所以范仲淹说

抵抗是死路一条是说不过去的

。

但耳根软的宋仁宗仍然被范仲淹

说服

，

免除了当地官员的死刑

。

其实范仲淹还有没说出的动机

，

在面对自己的战友富弼时

，

他道出实

情

：

自己所在的政治派别根基不稳

，

如

果这次在别人头上打破了

“

不杀士大

夫

”

的戒律

，

那么长远来说

，

等于断了

自己的后路

。

历史上范仲淹执政的这段时间被

称为

“

庆历新政

”。

历时仅仅一年多

，

由

于保守派的反扑

，

范仲淹等人被迫离

开了中央

，

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

但当事

者确实没有性命之忧

。

从政治的角度

看

，

范仲淹的决定是明智的

。

“

不杀士大夫

”

其实并非宋朝的

家法

，

证据是宋太祖宋太宗都没少杀

有名有姓的文官

。

但宋朝确实有

“

不

杀士大夫

”

的政治传统

，

在宋代第四

任皇帝宋仁宗时期成为朝野共识

，

在

南宋时期

，

文官集团将这一传统

“

神

话

”

成

“

太祖誓约

”，

就算是皇帝们也

不会提出质疑

。

而士大夫集团其实并非指单纯的

读书人

，

而是指通过科举得官的文官

及其家属

。

宋代的

“

恩萌制

”

下

，

官员可

以推荐自己的亲友获得官员身份

，

再

通过相互通婚

，

士大夫们形成了一个

势力强大

、

支脉深远的官僚集团

。

所以在北宋和南宋

，

除了极少数

个例外

，

文官们无论是弃城逃跑

，

贻误

军机

，

还是贪污受贿

，

都不会担心被判

死刑

。

即使法律上规定得很明确的事

情

，

一样会被从轻发落

，

士大夫集团获

得的是司法上的特权

。

范仲淹虽然以

“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名垂青史

，

但他在这件事上的作为其

实也一向有争议

。

宋人自己在

《

三朝北

盟会编

》

提到过

，

守城的武官在面对敌

军围城时

，

往往会选择战死

。 “

时时有

一二竭节死难

，

当横溃之冲者

，

皆武臣

也

”，

而如果是文官守城呢

？

则是

“

提兵

勤王则溃散

，

防河拒险则遁逃

”。

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

，

作为人来

说面对生死其实区别不大

，

区别大其

实还是看有无后路罢了

。

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往往以欣赏的

语气评价宋代的

“

不杀士大夫

”，

认为

这项政治传统成就了宋朝文官政治的

“

相对清明和人道性

”。

先不谈这些说

法是否合理

，

但其带来的消极后果却

是非常严重的

。

由于朝廷渐渐丧失了对士大夫的

惩戒权力

，

因此要激发士大夫的工作

热情

，

只有以利相诱

。

宋朝的官僚队伍

几乎是唐朝的十倍以上

，

带来了巨大

的政府开支

，

而随着官员规模的增加

，

行政效率却在下降

。

士大夫集团集体性的失职和不负

责

，

恐怕这是北宋从清明上河图般的

盛世快速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

【想入非非】

士大夫集团集体性的

失职和不负责， 恐怕

这是北宋从清明上河

图般的盛世快速覆亡

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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