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蔭權昨日正式出發赴澳洲，展開為期1星期的訪
問。期間，他會走訪墨爾本、柏斯、坎培拉和悉尼，
與澳洲政府官員及商界領袖會晤，並參觀當地基建、
社區和旅遊等項目，並借此機會了解澳洲在醫療保障
及發展醫療產業方面的經驗。
曾蔭權在出發前接受澳洲傳媒專訪時表示，香港和

澳洲去年雙邊的貿易總額達69億美元，令香港成為澳
大利亞的第20大貿易夥伴，而中澳兩國的貿易中，去
年就有39億美金經香港進行，佔兩國總貿額的4.4%。
同時，目前有約150間澳洲企業在港設立分公司或地區
總部，澳洲總商會更為港第二大的外國商會，商會成
員聘用的員工佔香港勞動人口的6%，故雙方的關係十
分特別，特區政府高層官員更定下每年至少訪問澳洲
一次的目標，以促進雙方溝通及合作。

重點發展人民幣業務
他續稱，香港具有法制、地理、交通網絡、與內地

簽訂了CEPA、取消紅酒稅及完善而高質的專業服務等
優勢，而隨 國家經濟高速發展，香港將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目前，香港正致力發展成國家的離岸人民幣
中心。
曾蔭權介紹說，目前，有80%人民幣結算業務是通

過香港進行的，雖然未來隨 其他離岸金融中心的發
展，比例會有縮窄，但只要「這個大蛋糕繼續增長」，
越來越多的貿易將以人民幣進行結算，香港的重要性
不會受到影響。

晤澳洲總理國會議員
他強調，香港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同

樣也是澳洲公司走進內地的「重要橋樑」，故希望有意
打入內地市場的澳洲公司，尤其是天然資源及教育方
面的行業，能夠到港上市集資。
在訪問期間，曾蔭權會在墨爾本期間在Asialink午餐

會發表演說，並到墨爾本大學與香港學生會面及參觀

一所兒童醫院。在柏斯期間，他會在西澳工商總會的
午餐會上致辭。在坎培拉期間，他將與澳洲總理吉拉
德、其他聯邦政府高層官員、國會議員及主管私人醫
保計劃的官員會面。抵悉尼後，他會主持香港樓古蹟
牌匾揭幕酒會。
陪同曾蔭權出訪的特區政府官員包括食物及衛生局

副局長梁卓偉、行政長官私人秘書甯漢豪及新聞統籌
專員何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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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萬港出生童
父母均非港人

王光亞訪澳 關注民生頻問價

激辯7小時 立會通過加煙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大廈外牆的違
規招牌禁之不絕。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質
疑，有部分在大廈外牆
豎立的招牌，並未獲有
關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批
准，但在清拆時卻要整
幢大廈的業主承擔清拆
費用，並不公平，更造
成不少業權糾紛。發展
局局長林鄭月娥在回應
時承諾，在不牴觸《建

築物條例》的宗旨的情況下，當局願探索其他措施，
協助業主或法團處理豎建於大廈外牆的招牌。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表示，當局正積極清點全港

41,000幢大廈的僭建情況，並引入小型工程的監管制
度，逐步建立「僭建招牌」的數據庫，盡快處理「僭
建問題」。據悉，香港目前約有19萬個招牌，而屋宇署
至今已成功清拆9,000多個違規招牌，並今年的目標是
再拆除1,600個。

林太：探索其他措施助處理
就葉國謙的質疑，林鄭月娥表示，在大廈外牆豎立

招牌，要需視乎大廈公契的規定，但礙於政府並非公
契的締約方，故不會介入公契的糾紛，而大廈業主及
法團亦有最終責任妥善管理其樓宇的公用部分。不過
她強調，所有未經大廈業主或法團同意豎建的招牌，
均可按大廈公契的條款採取適當跟進行動，而當局會
繼續探索其他措施協助業主或法團處理豎立於大廈外
牆的招牌，但在探索過程中難免面對不少需要克服的
困難，包括確保《建築物條例》保障樓宇安全，以及
難以強制招牌擁有人在豎設招牌前，先取得公用部分
其他業主的同意等。

拆大廈招牌業主埋單
葉國謙質疑不公

■王光亞參
觀 澳 門 舊
區，與商販
交談甚歡。

新華社

了解醫保經驗 強調港可成澳企拓內地門戶

特首訪澳洲籲資源業來港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近年，內地孕
婦來港產子成風，據
當局資料顯示，今年
在本地出生而父母均
非港人者，截至上月
已錄得逾1.5萬人，令
由02年「莊豐源」案裁
決後至今，在香港出
生的兒童而父母均為
沒有香港居留權的內
地居民達15萬人。
在昨日立法會上，

工程界議員何鍾泰詢
問有關數據，並擔心
該批港人子女倘被留
在香港，可能無法獲
得適當的支援，故建
議當局向內地有關部
門爭取，容許父母均
非港人的嬰兒，其內

地父母可以申請單程證來港。
署理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回應時表明，該批父母不

應因為子女在香港出生的關係，而獲得額外利益，加
上內地部門亦不會特別安排這類父母申請單程證來
港，並強調特區政府會為該類合資格港人提供社署各
項服務，而教育局亦會留意未來教育需求，確保有足
夠學額供應。

政府預留4地供私院發展
就內地孕婦的問題，黎棟國表示，為應付未來對產

科不斷增加的需求，特區政府已預留4幅分別位置黃竹
坑、將軍澳、大埔及大嶼山的土地，以供發展私營醫
院，在制訂合適的批地安排後，計劃於2011年底或
2012年起分期批出土地，並會繼續鼓勵大專院校增加
相關醫療專業的學額，醫管局亦會相應加強人手培
訓，全力配合醫療產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全球化令區域競爭越來越激烈，特區政府近年積極與其他國家

及地區開展合作關係。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在出發赴澳洲訪問前表示，隨 國家經濟高速發

展，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並強調香港是澳洲企業打入內地龐

大市場的最佳門戶，期望更多澳洲公司，尤其是天然資源企業來港上市融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區議會
11月換屆在即，有反對派議員質疑，
特區政府至今仍未公布取消區議會委
任制的安排，是有意拖延，並企圖以
「快刀斬亂麻」方式處理修例。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強調，當局正
就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度作內部研究，
目前未有最後定案，但承諾會趕及在
第4屆區議會一般選舉前提出有關方
案，屆時並會交代涉及《區議會條例》
的其他事宜。
林瑞麟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

時表示，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度，是政
制發展的重要事宜，而立法會目前有
兩派意見：一是要求政府一次過取消
102個委任區議員議席，二則為分階段
取消，當局會在全面評估後，在第4屆
區議會選舉前提出建議。

盡快交立會 按部就班處理
他說：「目前我們在立法會內亦正

在處理替補機制的條例草案及關於選
舉的雜項修訂的條例草案，我們會將
關乎取消區議會委任制的建議盡快向
立法會提交，並按部就班處理。現在
距離(新一屆)區議會成立還有大約半年
時間，相信有足夠時間。」

民主黨議員張文光聲言，香港於
1994年殖民統治時代已經取消區議會
委任制，但事隔17年，特區政府仍維
持區議會委任制，等同民主倒退。職
工盟議員李卓人亦稱，委任制儼如
「僭建物」，促請政府盡快「清拆」，而
非逐步檢討研究。
林瑞麟在回應時強調，特首於去年6

月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後，已向立法
會提交一套關乎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度
方面的建議，當局會繼續按該立場辦

事，而無論特區政府最終採取哪項建議，均會以
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確保區議會工作得以繼續
順利進行，以延續對區內居民的服務。
就有報道指稱，當局考慮分兩階段取消委任

制，並會率先於今年年底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取
消三分一的委任議席，林瑞麟在會後回答記者提
問時未有直接回應，只重申政府處理選舉事宜
時，會整體考慮社會及議會內外的不同意見，並
會按部就班，依法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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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均非港人的
港生兒童數目
年份 數目

2002 1,250

2003 2,070

2004 4,102

2005 9,273

2006 16,044

2007 18,816

2008 25,269

2009 29,766

2010 32,653

2011(截至5月) 15,513

資料來源：保安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署理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左)回應工程界議員何鍾泰
(右)的詢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海濤、林婉

琪 澳門報道)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
亞在第2日澳門工作考察行程中，先
後到舊城區新橋區及筷子基參觀訪
問，並親身前往街總長者機構探訪民
情和了解澳門的通脹情況。王光亞重
申，中央政府高度關注港澳兩地的通
脹問題，並承諾會為港澳尋找多些貨
源以降低物價，及支持特區政府採取
各項控制措施紓緩物價高漲和樓市升
溫等問題。
王光亞昨晨在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

劉仕堯陪同下，到 仔氣象局天台眺
望新城填海區狀況，隨後到路環石排
灣，視察石排灣公共房屋項目的地
段，聽取劉仕堯介紹該項目以至澳門
整體公共房屋的興建規劃。期間，王
光亞向劉仕堯了解了公屋落成時間、
申請條件、經屋法內容及公共與私人
房屋的比例等。

沿途頻揮手微笑 民眾感親切
隨後，王光亞在澳門特區行政長官

辦公室主任譚俊榮陪同下，到訪澳門
新橋區蓮溪廟的街邊地攤、新橋花園
咖啡室、渡船街及生果街一帶的商舖
及小販檔視察市況。他對攤販擺設的
舊物頗感興趣，又聽取了街總理事長
姚鴻明、副理事長黃耀球介紹澳門舊
城區的發展現況，沿途經常與區內民
眾揮手微笑，態度親切。視察期間，

王光亞細心詢問了街市的雞蛋價格，
又品嚐了商販的印尼特色椰汁糯米雞
和商戶為他特製的涼粉西米雜果冰，
吃得津津有味，又詢問商販的經營狀
況，交談甚歡。

訪舊區憶童年 「人與人關係親密」
王光亞形容，到訪澳門的舊區令他

憶起昔日的老上海，「澳門舊區的街
道雖很窄很擠，但人與人關係很親
密」，又認為澳門政府十分積極處理
物價高漲、樓價高企等影響百姓生活
的問題，並勉勵特區政府繼續積極下
功夫。
王光亞又表示，博彩業是澳門主要

特色，但澳門仍需同時發展會展、旅
遊業，中央亦會全力支持澳門成為世
界旅遊休閒中心。
王光亞視察完舊區情況後，到長者

服務中心探訪老人家。其後，他在澳
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中聯辦主任
白志健的陪同下，在澳門文化中心會
議廳與50多名澳門各界人士進行座
談。
王光亞回應時表示，澳門社會各界

應把握好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機
遇，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落實好
中央的各項支持政策，繼續為澳門社
會的良好發展局面作出努力。
王光亞今天會(16日)經澳門國際機場

離澳，結束3天的訪澳行程。

王主任談23條：港何時立法需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在澳門，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被在場的傳媒
問及香港應否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
時說，立法是應該的，但何時立法要大
家達成共識。
就23條立法的問題，民建聯副主席劉

江華強調，一切應該按照《基本法》辦
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則認同，
應該按照實際情況決定何時立法，而最
重要的是立法的內容。

不過，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則借題發揮，
聲言王光亞所言，反映「中央對《基本法》
23條的立法態度有所軟化，並稱現在並無
立法必要，應待全民普選特首及立法會
後，才是立法的合適時機。公民黨議員湯
家驊聲言，王光亞所言會對新一屆特首候
選人構成一定壓力，又稱該黨並非反對23
條立法，而是認為在涉及「國家機密」及
「以言入罪」的定義的解釋未得到妥善解
決前，不應急於立法。

■曾蔭權(小圖)呼籲更多澳洲公司，尤其是天然資源
企業來港上市融資。圖為澳洲礦業。 資料圖片

■林瑞麟昨日
在立法會回應
議員質詢。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過長達7小
時的激烈辯論，立法會
終以大比數三讀通過
《2011年應課稅品（修
訂）條例草案》，落實
將每支香煙的煙稅調高
5角，達至1.76元，加
幅41.5%的建議。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強
調，特區政府必定會嚴
厲打擊私煙問題，不會
容忍甚或視之為正常，

「我們繼續堅定地加強執法打擊私煙買賣，並加強教
育和鼓勵市民舉報」。
繼2009年增加煙稅50%後，今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

算案中再建議，將煙稅大幅調高41.5%，引起社會爭
議，有關的《2011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於
昨日提交立法會二讀辯論並三讀表決。會上，經濟動
力、民主黨及公民黨等支持加稅，自由黨及「人民力
量」等則表示反對，民建聯及工聯會則棄權。

黃毓民：加稅令「K仔幾平過煙」

會上，自由黨副主席方剛認為，大幅加煙稅不但不
會成功令市民戒煙，更會令報販生計和負擔能力低的
煙民造成極大的影響，涉及的是逾3.5萬多名從業員
的生計問題。「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甚至形容，政
府兩度提高煙稅，只會令「K仔（精神藥物）幾乎平過
煙」，並認為控煙最重要是打擊私煙，杜絕假煙，而
非加煙稅。

民建聯議員黃定光亦質疑，當局配套設施不足，大
幅加稅並無助控煙，「政府的戒煙配套不足，大幅增
加煙稅措施，只會成為私煙增加的溫床」，並強調許
多基層市民無法戒煙又買不起貴煙，就會轉向買假
煙，而市面4成私煙是假煙，對健康危害更大。
不過，反對派議員鄭家富並不認同將加煙稅與打擊

私煙力度不足問題混為一談，稱議員若認為政府在控
煙教育和打擊私煙的力度不足，就應該要求增加相關
資源，而非以此為理由，反對增加煙稅。民主黨議員

張文光亦稱，從多方面數據來看，政府增加煙稅可以
有助控煙工作，尤其年輕人吸煙的問題，但認同政府
應該以同等力度打擊私煙，防止私煙泛濫，否則就會
得不償失。

周一嶽：最直接有效減吸煙
周一嶽在回應表示，增加煙稅是一項必要的公共

衛生政策，是最直接有效減少吸煙人數，尤其青少
年，並引用數據指，2009年煙稅提高50%後，香港整
體香煙銷量呈下降趨勢，年輕人吸煙比率下降超過
一成，並強調當局非常重視戒煙服務的配套，「對
於有助鼓勵戒煙的方法，我們絕不會吝嗇資源」。
他強調，私煙活動並不會因為減低煙稅增幅而消

失，政府有必要嚴厲打擊私煙問題，「我們繼續堅定
地加強執法打擊私煙買賣，並且加強教育和鼓勵市民
舉報」。
大會以35票贊成、11票反對、11票棄權二讀通過有

關條例草案，並否決了由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提出的
分期增加煙稅的修正案，令草案最後以33票贊成、8
票反對、12票棄權三讀通過。

■反對加煙稅的團體製作漫畫諷刺公民黨議員如鴕
鳥，未有正視私煙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周一嶽表示當局會加大
力度打擊私煙。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葉國謙質疑拆大廈招牌要
全幢大廈業主付費不公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