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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昨日宣佈7項措施，紓

緩本地婦產科病房壓力，包括要求非本地孕婦的產

前檢查，必須證實孕婦及胎兒健康才獲發證明書來

港分娩，並由衛生署統一派發證明書，防止中介公

司偽造及竄改證明書等。

過去內地孕婦可隨意來港產子，一個重要原因

是當局未能發揮統籌角色。這次推出措施的最大

特點，是強化當局的規管能力，突出了衛生署在

控制來港產子數量方面的作用。通過衛生署統一

派發證明書，由當局直接掌握內地孕婦來港的審

批程序，避免私家醫院為了收入而不斷吸收內地

孕婦，也防範了中介公司利用社會的資源來謀取

私利。同時，當局應研究對夫婦皆非港人的孕婦

徵收產子稅，此舉既可加大來港產子的經濟成

本，也能彌補本港有關的社會福利開支，值得認

真考慮。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一般基於兩個原因，一是為嬰

兒取得香港居留權，二是逃避內地超生懲罰。其

中，內地超生的罰款與來港產子的收費相差無幾，

又可取得本港居留權。所以，儘管當局設立種種限

制，不少內地孕婦依然絡繹不絕選擇來港產子。要

遏止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潮，除了行政措施外，當局

也可通過徵收產子稅的方式，加重來港產子成本。

如果稅項比內地的超生罰款高，將可令不少孕婦打

退堂鼓，而收回的稅項可用作加強公立醫院的人手

和設備，減輕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同時，內地孕

婦在港產子及將來的成長佔用了不少社會資源，繳

納一定的稅項合情合理。當然，徵稅必須一視同

仁，內地非港人孕婦及外國孕婦在港產子須繳付同

等稅款，以免引發爭議。不過，當局應避免措施一

刀切，丈夫是香港永久居民的孕婦，應作出區別對

待。

也要看到，雖然當局設定了每年非本地孕婦來港

分娩限額，但在實際操作上將面對不少困難。不少

孕婦在懷孕初期在外觀上難以察覺，假如她們提前

來港待產，到臨盆時才到醫院求醫，雖然未有預

約，但醫院不可能見死不救。這些例子在過去也時

有發生。隨㠥當局推出新措施，未登記而臨產進醫

院的做法將會不斷增加，影響措施成效之餘，更加

重醫護人員的壓力。為此，當局應尋求內地有關部

門的配合和支持，阻止沒有證明信的內地孕婦來

港，本港入境處也應運用酌情權阻止內地孕婦進入

本港，從源頭上堵截內地孕婦來港產子。

(相關新聞刊A1版)

美國聯儲局一如市場預期維持利率不變，

本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日表示，由於本地

貸款需求強勁，本港銀行可能在美聯儲加息

之前上調利率。美聯儲出於不影響奧巴馬連

任的政治考慮，極可能繼續維持寬鬆的貨幣

政策環境，以刺激經濟復甦，改善就業。本

港因資金需求的壓力上升實際上已進入加息

周期，出現港息不跟隨美息調整的情況。港

息上調步伐加快，未來樓市向下和供樓人士

負擔加重的風險將上升，本港銀行和市民需

要加強利率風險管理。

儘管美國目前的經濟形勢已露出曙光，金

融市場正在穩步復甦，物價水平基本確立了

上升的趨勢，就業市場也明顯改善，但是，

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最新一次議息會議結

束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仍明確表示，目前

的超低息環境，短期內都不會改變。美聯儲

維持超低息的決定雖然與美國經濟復甦的基

礎仍未穩固有關，但不能排除的一個重要原

因，是明年為美國總統選舉年。如果沒有經

濟、就業的強有力復甦，奧巴馬競選連任將

希望渺茫。在此關鍵時刻，美聯儲不會急於

加息影響奧巴馬的連任計劃，只會繼續維持

低息寬鬆環境，以刺激經濟復甦。

受歐元區、內地紛紛加息的影響，本地銀

行已先後上調按揭利率，顯示本港實際上已

進入加息周期。同時，由於內地持續收緊銀

根，加上兩地利率差距明顯，導致內地企業

來港貸款逐步增多，已由大型國企伸延至中

型企業，本港銀行鑒於風險因素，以及內地

企業貸款需求持續增加，需要上調按息以抵

消資金壓力，本港息率可能進一步上調。

因為經歷相當長時間的低息、量寬環境，

本港樓市已現泡沫，如今受到息率上升及港

府增供應等因素影響，樓市呈「價升量跌」

的局面。樓市暢旺時，發展商為促銷提供各

式各樣的供款優惠，吸引了不少負擔能力不

足的買家上車。隨㠥按揭息率上升，未來供

樓開支不斷加大。如果樓價下滑，更會形成

負資產潮。這對於本港金融體系、社會都產

生衝擊。為防患於未然，本港銀行和置業者

均要做好融資壓力測試，盡量降低借貸比

例。

(相關新聞刊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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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人口增至13.4億 老齡化加快
城鎮鄉村各佔一半 廣東成人口第一大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昨日(28日)公佈的2010年人口普

查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內地)總人口數約為

13.4億，較2000年普查增加7,390萬人，增幅

5.84%，常住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廣東省。國

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數據反映過去10

年內地處於低生育水平階段，男女比例更加

平均，受教育程度顯著提高，但老年人口比

例大增，社會老齡化進程加快。

昨日，國家統計局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
佈會，公佈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的

第6次全國人口普查快速匯總的主要數據。這次人口普
查取得了關於中國人口總量、素質、結構、分佈等大
量的基礎數據。

平均每戶為3.1人
馬建堂表示，此次人口普查登記的全國總人口為

1,339,724,852人，與2000年第5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
10年增加7,390萬人，增長5.84%，年平均增長0.57%。
數據表明，10年來中國人口增長處於低生育水平階
段。
普查顯示，男性佔全國總人口51.27%，女性佔

48.73%。總人口性別比從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的
106.74下降到105.20（以女性人口為100.00）。
普查顯示，內地平均每個家庭的人口為3.1人，比

2000年減少0.34人，家庭規模繼續縮小，小家庭化的趨
勢顯著。60歲及以上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13.26%，比
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
口佔8.87%，比2000年上升1.91個百分點。

大學程度人口急增
普查也顯示，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557萬人，佔總

人口的49.6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15萬人，佔
50.32%。同2000年相比，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
分點。普查還顯示，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
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為26,139
萬人，同2000年相比增加11,700萬人，增長81.03%。
調查指出，內地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教育程度的

人口，從2000年的3,611人，上升為8930人；文盲率也
從6.72%下降為4.08%。

全國人口逐步東移
東部地區人口佔31個省（區、市）常住人口的

37.98%，中部地區佔26.76%，西部地區佔27.04%，東
北地區佔8.22%。按常住人口分，排在前5位的是廣東
省、山東省、河南省、四川省和江蘇省。2000年人口
普查排在前5位的是河南省、山東省、廣東省、四川
省、江蘇省。
此次人口普查覆蓋全國31個省區市和現役軍人。根

據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１號），將港、澳、台
2010年底人口數據計入在內的全國人口總數為
1,370,536,875人。

人口流動

歷次人口普查性別比

歷次人口普查走勢圖

歷次普查平均家庭戶規模

歷次普查每10萬人擁大學學歷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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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 註：統計不包括港澳台數據

註：統計包括港　澳  台

離開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半年以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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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88.3103,188.3103,188.3

116,001.7
129,533

137,053.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

報道）針對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
有評論認為，中國人口已多年處於
低增長的態勢，老齡化速度正在逐
步加快，中國或成為世界上首個
「未富先老」的國家。對此，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的北京專家認為，是
次普查正值中國實行了30年的計劃
生育政策面臨調整的當口，但從目

前情況來看並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未富先老」，今後
一段時期，中國仍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預計將在
2015年將放寬「二胎」生育納入計劃生育政策。

2030年前後 中國進入老齡化
社科院區域經濟專家徐逢賢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一

個國家如果60歲以上人口佔到總人口數的12%以上，
就可以判斷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而統計局13.26%的數
據已經超過該判斷標準，這就證明中國已經進入老齡
化社會。但老齡化社會有幾個特徵，即人民生活水平
下降、民眾幸福指數降低、勞動力就業緊張，這3個因
素目前中國還都沒有出現，因此，從國情來看，中國
並未進入真正意義上的老齡化社會。
但他同時提醒，雖然從社會現狀來看，中國還未出

現老齡化社會的特徵，但中國政府必須警惕並重視這

個問題，此前社科院人
口研究所的專家曾提
出，應該在「十二五」
期間，改變原有的計劃
生育政策。從統計局的
說法來看，這個政策目
前還不會調整，但在今
年「兩會」期間，代表
也進行了廣泛討論，現
行的計劃生育也出現了
一定的鬆動。而一旦暴
露出老齡化社會的特
徵，中國的計劃生育政
策將會有新的變化。
隨㠥老齡化人口比例

的提高，外界預期中國人口總數將在2030年達到頂
峰，而勞動年齡人口出現減少的情況將在近10年內出
現，隨之進入「劉易斯拐點」。對此，徐逢賢表示，按
照目前的人口增速，預計「拐點」將出現在2030年前
後，那時的中國將「名正言順」地進入老齡化社會。
從目前來看，人口增速能夠控制在5.6%，說明中國的
計劃生育政策還是非常有效的，預計到2050年，中國
的人口總數將達到15.6億的頂峰，在此期間，政府或
將逐步放寬生育政策。

「未富先老」言之尚早 仍需計劃生育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昨日公佈2010年第6次全國
人口普查主要數據。 新華社

■最新的數據顯示，內地老
齡化進程加快。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28日公佈的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目前內地總人口數約為13.4億，此外，數據還反映過去10年
內地處於低生育水平階段。圖為內地醫院的新生嬰兒。 路透社

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要點
■ 全國(內地)總人口數約13.4億，較第5次人口普查增長

5.84% 

■ 生育率持續保持較低水平，老齡化進程逐步加快，沿
海發達地區更突出

■ 全國人口逐步東移，東部佔37.98%，中部佔
26.76%，西部佔27.04%，東北佔8.22%

■ 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10人，比2000年3.44人減
少0.34人

■ 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

■ 男性佔總人口51.27%，女性佔48.73%

■ 每10萬人中擁大學文化程度由3,611人升至8,930人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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