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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對流動期望落差大 社會分歧趨嚴重

劉兆佳：施政發展須尋平衡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啟源)政府就提高私

家車首次登記稅，提出讓步方案，建議在2月
23日新稅率公布前，已訂購私家車的車主可
獲豁免，繼續按舊稅率繳交首次登記稅，估
計涉及6,000輛私家車。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邱誠武昨出席立法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時解
釋，政府聽取民意後，決定提出該豁免方
案，強調這不會影響政府控制新私家車數量
的政策目的。民建聯對於建議表示歡迎，考
慮支持方案。
邱誠武表示，豁免建議是聆聽議員、業界

及公眾的關注。港府考慮到購買汽車的情況
特殊，車主由訂購至取得新車，往往需時數
周至數個月。加登記稅是為打擊市民購買新
車的意慾，但於加稅命令生效前，已訂購新
車的車主其實已有買車決定，並非今次政策
的針對對象，相信新建議不會影響港府藉提
高首次登記稅控制私家車增長的政策目的。

陳克勤歡迎新方案
當局同時建議調高環保汽油私家車的稅務

寬減，由目前的30%或每輛上限5萬元，提高
至45%或上限7.5萬元，鼓勵更多市民購買環
保汽車。邱誠武指出，新建議方案中，90%購
買環保車的車主，繳交的登記稅不會較以往
高，部分車主日後所需繳交稅項甚至較現時
為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對於新方案表示歡迎，他
指出，新建議可以令港府的運輸政策與環保政策保持
一致，但認為港府現時對環保汽車提供的優惠不足，
難以吸引市民更換環保車。民主黨黃成智則不接受政
府透過加稅控制汽車數目增長，批評政府未有積極改
善交通擠塞狀況，民主黨會繼續反對有關條例草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唐英年在接受傳媒訪問
時，指香港沒有「地產霸權」，引起社會熱議， 隆集
團主席陳啟宗被問及有關問題時未有正面回應，指港人
不傻，會按事實自行判斷，又稱香港發展地產數十年，
地價相當昂貴，「得幾間大發展商（有能力）買地」，
故希望政府推出更多類型地皮，讓其他發展商可參與。
陳啟宗昨日在一公開場合，被問及唐英年在訪問中

希望香港年輕人自己反思「為何自己做不到李嘉誠」
時笑說：「全世界只有一個李嘉誠，我都做唔到，做
到十分一已經好叻。」
就香港部分年輕人質疑目前香港社會流動性不足，

陳啟宗認為，現時與四、五十年前環境不同，發展空
間也不同，但他認為香港人如果放眼內地，發展機會
較以往為高，並呼籲年輕人不要被香港的邊界局限。
他又澄清故宮建福宮事件時，稱不願見到文物被用

來進行生意經營，並稱生意、慈善要分清楚，「做生
意，就唔好搞關愛基金；做慈善，就唔好諗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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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宗籲青年走出香港

國家重視東南亞
亞太研究需升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國家經濟正高速發展，特區中央政
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強調，國家經
濟發展的轉變，將直接影響港人福
祉，故認為港有需要研究國家發展
過程中，在「一國兩制」框架發揮
的新作用，「香港與內地的融合，
會為港經濟帶來新情況。但隨 香
港『一國兩制』的舊作用逐漸消
失，港有需要及早研究新作用」。
在中大亞太研究所「從社經指標

看香港社會大變遷」20周年論壇
上，劉兆佳認為，亞太研究所應繼
續為針對性研究香港、中西及亞太
地區的重要課題，透過數據論據理
據，推動特區政府內部及社會討
論，尤其是香港在國家發展過程的
新角色，以及政府施政路向的擬
定。同時，「東盟10+1」區域合作
的大幅提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整
合亦會相繼加速，預料中國會更倚
賴亞洲經濟發展，故亞太所亦應研

究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機遇。

政改民調顯反對派支持者分裂
在論壇上，9名亞太所研究中心

主任及學者發表論文，與社會分享
多年蒐集的努力成果，包括人口、
家庭、女性地位、社會管治、經濟
及環境關係等。中大政治與行政學
系副教授馬嶽就介紹指，亞太所政
制改革研究小組在09年政府發表有
關2012年選舉辦法諮詢文件，至方
案通過期間，先後進行3次民意調
查，分別訪問約1,000名受訪者。比
較結果後發現，逾半市民為穩定的
民主支持者，其中有58%支持最終
的「區議會改良方案」，並有高達
59.5%「不支持或非常不支持」公
民黨及社民連的「變相公投」，並
指這反映去年的政改爭論，為香港
帶來新的政治裂縫，而反對派支持
者更因此分裂成兩個「小陣營」，
形成新一階段的政治民意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樓價租金升勢未止，但社會深層次問

題卻有待解決，部分青年並因而感到出路無門，甚至憂慮自己「永無」出

頭天。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強調，香港年輕人有需要先清楚掌握經

濟未來的發展方向，尤其是中日韓區域合作提升，將會為東南亞地區帶來

新的機遇，而過去20年社會分歧明顯轉趨嚴重，故特區政府未來的施政發

展路向，亦應實際集中創造更多經濟發展機會，在社會限制

中尋找「平衡點」。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為慶祝成立
20周年，於昨日舉辦「從社經指標看香港社
會變遷」論壇。大會邀請劉兆佳任主禮嘉
賓，並聯同中大副校長黃乃正教授及中大香
港亞太研究所所長張妙清教授一起主持開幕
儀式。

加快經濟多元化 輸出更多服務業
就本港部分青年對自身發展的不滿情緒有

擴散跡象，劉兆佳表示，要縮減青年對社會
流動期望的落差，先要解決「三大問題」：
包括貧富懸殊、經濟結構轉型對中產階級工
作比例的遞減，及香港經濟發展減緩。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加強香港與內地的經

濟整合、加快經濟結構多元化，令香港對外
輸出更多服務業，為年輕人謀求更多機會，
「香港在50至60年代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已經
過去，但大學生越來越多，現實而無滿足青
年對於社會流動的期望，特區政府應利用與
內地以至亞太區的經濟融合去造就的機會」。

宜平衡各方利益 聚共識需時更長
劉兆佳強調，特區政府施政並非順應民意

般簡單，既要考慮能力所及、平衡各方利益
及擺平各方政治勢力之餘，更要得到立法會
支持，「過去的大部分政策，政府都是清楚
知道民意喜好，並無錯估民意，但現在已不
能滿足社會的期望」，坦言社會對政府在經
濟及社會發展過程中擔當的角色，以至大堆
涉及未來發展的社會民生議題，包括扶助新
產業、醫療融資、人口老化等，確實出現好
大分歧，令政府決策相對困難，需要更長時
間凝聚社會共識。
他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汲取過去20年的管

治經驗，在施政發展限制上尋找「平衡
點」。並以復建居屋為例，指出政府在滿足
市民需求時，同時要在限制中尋找「平衡
點」，「不單是要滿足市民需求，亦要平衡
公屋及私人土地的影響。不過，政府現正研
究問題及聆聽民意，最終都會作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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