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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建議向無領取綜援、租住私樓

的長者發放一筆過租金津貼，單人住戶可獲

4000元，預計有12,000名長者受惠。關愛基

金資助「N無」老人，為清貧的長者雪中送

炭，符合基金扶助社會福利網之外弱勢社群

的宗旨。不過，有關的津貼屬一次過性質，

長遠而言，政府需要研究制定照顧弱勢長者

的政策，包括增建長者公屋，以及通過資產

審查給予無領取綜援、租住私樓的長者適當

的固定租金津貼，以改善長者的生活。

近年本港樓市高企，租金水漲船高，租

住私樓負擔沉重，對於不少租住私樓而又窮

困的長者而言，更是百上加斤。這些長者多

數被俗稱為「N無」人士，既無私人物業、

又無領取綜援，過往政府推出的包括寬減差

餉、減免電費多項福利政策都難以受惠。關

愛基金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經濟上有困

難的市民提供援助，特別是對那些未能納入

社會安全網的弱勢社群。今次關愛基金建議

向「N無」長者發放津貼，紓緩他們的生活

壓力，正發揮到針對性的扶貧效果。關愛基

金的一個重要功效，就是完善社會安全網，

為福利政策進行探索性的嘗試，如果效果良

好，可以納入社會安全網之中，成為政府福

利政策的組成部分。向租住私樓的長者發放

租金津貼亦是一次積極的試驗，今後關愛基

金應向扶助最有需要幫助、最弱勢的一群作

出更多傾斜。

隨㠥人口老化，本港貧窮長者的問題日

益突出。本港有數以萬計的長者，因為操勞

一生擁有些少積蓄，或與家人同住而得不到

綜援，生活困苦。當中不少長者更獨居於環

境惡劣的㜜房，以執紙皮幫補生計，晚景淒

涼。因此，單靠一次過給予這些弱勢長者租

金津貼只能發揮微弱的扶助之力，更可能隨

時被業主加租而蠶食。因此，政府及輿論首

先要呼籲業主應有良知，切莫見利忘義，大

肆追加弱勢長者的租金。照顧弱勢長者、改

善其生活環境，政府更是責無旁貸。除了增

建長者公屋，協助長者上樓之外，對於一些

個人資產超過申請公屋、綜援標準，但生活

清苦的長者，政府應給予合理的照顧，例如

設立資產審查機制，通過審查的長者可以獲

得穩定的租金津貼，生活有所改善，感受社

會的關心和溫暖。

(相關新聞刊A13版)

醫管局早前向醫委會提交9名海外醫生的免試來港

執業申請，醫委會昨日以申請人所提供的臨床經驗

資料不足為由，要求醫管局再提交資料待來年再作

審核。實際上，醫管局在提交申請予醫委會審批

前，已經過層層篩選，醫委會以資料不足為由暫停

審批，不過是採取拖字訣。公立醫院人手短缺問題

已至「臨界點」，醫學界絕不能將自身利益凌駕於廣

大市民健康之上，阻撓海外醫生來港。當局可參考

新加坡做法，設立一套客觀的審批機制，申請人只

須在國際認可的院校畢業，符合一定專業資歷及經

驗便可自動通過審批，以確保能夠順利引進海外醫

生。

醫管局在招收海外醫生時，要求申請人須有至少

三年執業經驗，已通過專科中期考試，並獲醫管局

轄下的資歷委員會通過。在最初收到的160多份申請

中，最終只有9份交到醫委會，說明有關審批程序嚴

格。而且，醫管局已表示有關申請都是公立醫院最

急需補充的崗位。除非醫委會確實發現申請人存在

嚴重的不足，否則沒有理由暫停有關審批。醫委會

這樣做，不但打亂了公立醫院的人手補充安排，而

且審批期過長也可能會影響有關申請人的來港意

慾。事實上，醫委會過去在海外醫生審批上採取拖

字訣也非第一次，原因是部分業界代表一直反對讓

海外醫生免試來港執業，於是多番阻撓，令最終成

功的申請個案少之又少。

近年公立醫院的醫護流失問題不斷惡化，9月份醫

生流失率已高達5.2%，整體尚欠約500名醫生填補空

缺，本土醫生供不應求，唯一辦法就是加快引入外

地專才。業界提出的反對理由主要是擔心海外醫生

免試難以確保質素，但免試並不代表免審批，而醫

管局對於海外醫生要求極高，不少更屬國外醫院的

顧問醫生，資歷經驗無庸置疑。如果業界繼續在引

入海外醫生的問題上大興保護主義，罔顧醫護人手

不足影響醫療質素等問題，將給社會一個醫學界只

顧自我保護而不顧病人利益的印象，嚴重損害業界

的聲望。　

現時世界不少國家及地區，都面對醫護人手不足

問題，解決方法都是加大力度吸納海外醫生，例

如，新加坡便向全球著名大學醫科畢業生，提供免

試執業資格。本港也可參考新加坡的做法，在引入

免試海外醫生時設定一套客觀的標準及機制，例如

申請人只要在當局認可的院校畢業，並且符合一定

的年資及專科資格，擁有一定的相關經驗及資歷便

可確保申請人能夠符合需求，並沒有重複審批的需

要，其申請應在醫委會自動通過，以減省審批時間

和人為的障礙。 (相關新聞刊A12版)

照顧弱勢長者 應有制度性安排 訂立客觀標準 引進海外醫生

外貿白皮書首發 解讀入世「黃金十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何凡 北京報道）

中 國 入 世 1 0 周 年 前

夕，《中國的對外貿

易》白皮書7日在京首

次發佈。這被視為是

中 國 政 府 對 外 貿 易

「黃金十年」的一次全

面回顧與解讀。商務

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

表崇泉表示，2000-

2009年中國對世界經

濟的累計貢獻率已超

過20%，高於美國。

這是國務院新聞辦首次發佈白皮書，系統性介紹
中國的對外貿易情況，全文約1.3萬字。內文指

出，希望藉此呈現中國對外貿易的歷史性進步，表
明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態度與決心。

已全部履行入世承諾
崇泉表示，中國入世10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

就，主要有四個亮點：一是開放型經濟快速發展；
二是產業競爭力不斷增強；三是國民經濟快速增
長；四是中國經濟的發展為世界各國帶去實在利
益。
白皮書稱，經過多年發展，對外貿易成為中國經

濟最為活躍、增長最快的部分之一，中國也成為躋
身世界前列的貿易大國。特別是入世後，中國加快
對外經濟貿易法制化建設，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
法規和部門規章，進一步降低關稅、削減非關稅措
施，營造了更為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截至2010年，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全部履行完畢。
黃金十年，並非中國獨享對外貿易的機遇。崇泉

指出，今年12月11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周年。這

10年是中國發展最好、最快的10年，也是與世界各國
優勢互補、利益共享的10年。10年來，中國平均每年
進口7,500億美元的商品，相當於為貿易夥伴創造
1,400多萬個就業崗位。在華投資的外商企業累計匯
出的利潤是2,617億美元，年均增長30%。

與世界各國利益共享
崇泉表示，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穩

定增長的重要力量。據世界銀行計
算，2002-2010年，中國在世界GDP的
比重持續增加。2003中國對世界GDP
增量的貢獻率為4.6%，2009年時升至
14.5%，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
大貢獻國。據高盛研究，2000-2009年，中
國對世界經濟的累計貢獻率已超過20%，高
於美國。2009年，中國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進
口呈現增長的國家。在全球貿易下降12.9%的情況
下，中國進口值仍超過1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
進口國，為全球經濟復甦
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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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
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崇泉7日指出，人民幣近來貶值的
現象很好，令世人可清楚看到人民幣匯率不是受政府
控制的，並非如某些言論所指的「中國在操縱匯率」。
他表示，匯率是按照市場變化和市場需求浮動。至於
未來是否有上升空間，他個人認為，「匯率是隨㠥市
場波動而波動，有可能再上升，也可能再貶值，是波
浪式的」。

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
《中國的對外貿易》白皮書強調，中國「並不刻意

追求對外貿易的順差」。一個國家對外貿易是順差還是
逆差，主要由經濟結構及產品或服務的國際競爭力決
定。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主要來源於外商投資企業和加
工貿易，且反映了現階段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而中
國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抑制順差過快增長，並已取
得明顯成效。
崇泉表示，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操縱匯率。上述現象

恰好說明中國是在實實在在地走市場經濟道路，且匯
率也是由市場調節的，而不是某些言論所指的「政府
操縱」。白皮書也指出，自2005年7月匯率機制改革至
2011年8月末，人民幣兌美元名義匯率升值了約3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凡 北

京報道）商務部
條法司司長李成
鋼(見圖)7日在此
間指出，與中國
相關的貿易摩
擦，是中國貿易
又好又快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現象，
而且從中長期而言，會成為伴隨中國貿
易發展的一種常態。
李成鋼說，過去的十年是與中國相關

的貿易摩擦高發的十年。無論是針對中
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或是近年來日益
增多的針對中國產品的反補貼調查，自
從這些調查的數量中國「被第一」以
後，中國再也沒讓出過「第一」的位
置。而在既往的貿易摩擦中，有相當大
的比例是由於國外貿易保護主義傾向驅
動的。中國一貫反對經貿問題政治化、
貿易摩擦政治化，並且將做到內外兼
修，通過合作化解摩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商務部外貿
司司長王受文7日表示，明年外貿形勢較嚴峻，出口方
面將重點開拓發展中經濟體市場。

重點拓發展中經濟體出口
王受文說，「如果明年歐洲的金融危機不出現失

控，相信中國出口仍能實現一定水平的增長」。出口形
勢一方面反映了國際市場需求的減弱，比如在美國市
場、歐盟市場的出口增速在減少；另一方面也反映中
國出口面臨㠥綜合成本上升的壓力，包括勞動力工資
的上漲、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土地成本的上漲、原材
料價格的上漲等。
王受文認為，從外需看，明年歐美市場情況不會有

根本的、好的轉變；而國內供應成本也將面臨類似今

年的狀況。不過，目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
家的經濟增長表現不錯。因此中國外貿明年將重點開
拓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出口。他並強調，中國亦非常重
視進口，特別是重視從美國和歐盟的進口。

外貿對中國經濟貢獻率為20%
此外，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崇泉指出，當前

出口對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暫時還
難以替代的作用，應繼續堅持穩定出口。他說，外貿
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約在20%左右，與其他國家相比
並沒有想像中的高，比如德國的同類數據是60%，日
本是33%。
崇泉在會後向記者指出，據初步掌握情況，11月出

口增速的降幅較上一個月略微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指出，

初步判斷，2012年上半年中國進出口將有

較大幅度回落，外貿增速可能在15%左右。

若能出台有力的綜合政策進行中和，可能會緩解外貿

下滑壓力。而下半年在全球經濟增長潛在不利因素基

本被市場消化的前提下，全球經濟有望再次步入緩慢

增長復甦通道，中國外貿將重回較快增長軌道。

外貿順差料連續三年減少
裴長洪認為，目前做空中國經濟的力量正在積聚，

中國應實施內外經濟政策聯動。面對境外機構做空中

國經濟，如無完全之策對應，中國經濟很可能落入

「超調」陷阱。對此，中國應採取有力措施進行反向操

作，特別是要高度重視對外貿易、外商投資等對外經

濟活動對保持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對外經濟政策的

關口可適當前移和後推。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李雪

松指出，受國際經濟復甦乏力、歐債危機不斷蔓延等

因素，今年中國外貿增長速度料將明顯回落，預計進

出口分別增長24.7和20.4%。而今年外貿順差將連續第

三年減少，全年順差約在1,600億美元左右。他認為，

明年中國進出口增速將進一步減弱，預計外貿總額增

長率有可能低於20%，貿易順差則將進一步降低到

1,350億美元左右。

商務部政策研究室副處長丁維順撰文稱，外需低速

徘徊可能將持續較長一段時期，全球對國際市場的競

爭也將進一步加劇。隨㠥國際產業轉移在更大範圍、

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上推進，中國與其他新興市場之

間吸引國際投資和產業轉移的競爭亦將加劇。他認

為，國內企業經營成本上升壓力仍較大，而人民幣面

臨的升值壓力可能抑制中國外貿出口增長的空間。

緩解外貿下滑 應推綜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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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入世十年經貿數據對比
2000年 2010年

貨物貿易 4,743億美元 29,740億美元

高新技術產品出口 370.4億美元 4,924.1億美元

機電產品出口 1,053.1億美元 9,334.3億美元

服務貿易 660億美元 3,624億美元

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 4.3% 10.4%

中國GDP全球排名 第六 第二

■記者何凡根據《中國的對外貿易》白皮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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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國際貿易談
判副代表崇泉。

■商務部外貿司司長
王受文。

商務部：明年外貿形勢嚴峻

中國對世界 貢獻率超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