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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任特首梁振英繼表示香港私家醫院明年應停收內地

「雙非」孕婦後，昨日進一步表明他7月1日上任後，一

定會就這問題「做工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對

梁振英的表態表示尊重和理解，並指明年決定「雙非」

孕婦來港產子的配額問題，交由下屆政府研究較為適

宜。

如何處理「雙非」配額事宜，帶出了政府換屆過程中

的政策銜接問題。候任特首對新一屆政府的施政表達明

確的政策方向，現任政府也表示尊重並作出配合，這是

一種積極的取態。確保政策銜接，換屆順利，關係到新

舊政府的平穩過渡和工商百業順暢運作，與市民福祉息

息相關。對此，各有關方面都應以大局為重，以積極正

面的建設性態度予以支持配合。

梁振英提出，明年私家醫院應「零雙非」和在港出生

的「雙非」嬰兒可能無永久居留權，多個政黨均表示贊

成，認為「雙非」問題備受關注，市民均希望問題能夠

盡快解決。梁振英在競選政綱中已提出2013年停收「雙

非」孕婦來港產子的主張，並在過去3個月就此作出了

闡釋。至於有人質疑梁振英有關「雙非」的講法「僭越」

現屆政府的工作，這是不能成立的。正如梁振英所表明

的那樣，他現在講的是2013年的事情，是他上任半年後

的事情，「我有責任為2013年的香港做籌謀」。

事實上，「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影響的不止是

香港婦女所得到的產科服務，更重要的是對香港的母嬰

健康服務、幼兒教育、小學教育、社福醫療及房屋等多

個層面造成影響，政府需要在作出全面評估的基礎上作

出決策。社會各界也已形成共識，這些嬰兒不應獲得香

港永久居民身份，以免更多的「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對香港社會造成更大的衝擊。梁振英明確提出要徹底解

決「雙非」問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共鳴。

特首選舉結束後，特區政府換屆交接的工作隨之而

來。董建華和曾蔭權連任時不存在換屆問題。即使曾蔭

權接替董建華時，之前曾蔭權是擔任政務司司長，政府

工作也有很大的連續性。今次是香港回歸後真正的一次

政府換屆，加之梁振英的政綱和治港理念是「穩中求

變」、「適度有為」，與現屆政府有所不同，其間一些政

策的銜接值得重視。

習近平副主席今年「兩會」期間表示，香港今年回歸

十五周年，亦舉行行政長官選舉及政府換屆。他指出，

外圍經濟形勢不明朗，內部種種民生問題日益凸顯，社

會更要和衷共濟，化解矛盾。新舊政府的交接工作事關

重大，千頭萬緒，需要現屆政府和候任特首有商有量，

社會各方配合支持，確保換屆順利。

(相關新聞刊A2、A4版)

房屋署昨日宣布，將分期重建深水㝸白田㢏其中8座公屋大廈和白田商場，單

位數目將大增逾60%。事實上，市區土地珍貴，難以大規模興建公屋。重建市區

舊式公屋，並提高地積比，是善用資源，增加市區公屋供應的有效途徑，既可

以滿足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又有利於改善居住環境和城市面貌，對解決㜜房

林立、紓緩貧富懸殊等問題亦有正面作用。

此次宣布重建的白田㢏公屋，地積比率將由約4倍增加至約6倍，可以新增加

2100個公屋單位，這是重建的最大價值所在。目前輪候公屋的市民眾多，增加

公屋供應可以加快輪候者上樓的進度；本港的經濟活動、服務設施主要集中在

市區，市民無論是從工作、生活考慮，都希望在市區居住，特別是本港交通費

昂貴，基層市民負擔吃力，不少基層市民寧願蝸居環境惡劣的㜜房亦不願入住

新市鎮的公屋，令市區公屋的需求更趨殷切。然而，本港土地資源珍貴，在市

區尋找土地興建公屋不易，重建舊式屋㢏是最可取的辦法。候任特首梁振英的

競選政綱中提出，重建設施老化、地積比率低和有剩餘發展潛力的舊公共屋

㢏，是可行的辦法。目前香港、九龍都有多個類似白田㢏的市區屋㢏，當局應

該循地盡其用的思路加快重建，增加市區公屋供應，讓更多基層市民亦可在市

區居住，改善居住環境。

過往大量基層居民被安置在偏遠地區的公共屋㢏，偏遠地區的就業、教育配

套始終不完善，與市區相比有明顯差距，造成嚴重的失業、家暴及社區問題。

如果市區公屋重建的速度能加快、市區增加更多公屋單位，可以容納更多基層

市民在市區居住，這不單單是改善居住環境的問題，更關乎基層市民及其子女

享受市區更優越的就業、教育機會，為爭取向上流動創造有利條件，令本港社

會更加和諧融洽。 (相關新聞刊A20版)

各方配合支持 確保換屆順利 重建市區舊式公屋具多重意義

歐債拖累 內地FDI連降五月
商務部：歐對華投資銳減逾三成 上月利用外資跌降6.1%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

道) 昨日，商務部發佈全國實際使用外

資(FDI)最新數據顯示，3月當月，全國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7.57億美元，同比

下降6.1%，已是連續第5個月下跌。其

中，受歐債危機影響，歐盟對華投資銳

減逾三成。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

(小圖)表示，FDI下降主要受「世界經

濟低迷影響，全球跨國直接投資放緩」

等三大因素影響所致。經濟學家則表

示，由於外部經濟環境惡劣，投資者可

支配資金大幅縮水，甚至無暇自顧，故

而投資能力大大削弱。

商務部數據
顯示，一

季度，外商投
資新設立企業
5,379家，同比
下降9.4%；實
際使用外資金
額2 9 4 . 8 億美
元，同比下降
2 . 8%。3月當
月，外商投資新設立企業2,379家，同比下降
6.5%；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7.57億美元，同比
下降6.1%。

歐盟銳減 美日平穩增長
沈丹陽表示，一季度全國利用外資產業結構

繼續優化，農林牧漁業實際使用外資5.4億美
元，同比增長26.02%，特別是國家鼓勵的先進
製造業利用外資有比較大的增長，比如通用設
備領域增長了47.4%，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
造業增長21.1%，專用設備領域增長10.1%。
從地域上看，中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24.79億
美元，同比增長20.72%，而在東部和西部是下
降的。
對於一季度FDI下降，沈丹陽稱有三個原

因。首先是受世界經濟低迷影響，全球跨國直
接投資放緩。比如說歐盟對華投資下降很大，
降幅達31.3%，這與歐債危機有關。英國和德
國對華投資亦分別下降了52.9%和17.7%。而
美國和日本則保持了穩定，同比分別增長
10.1%和13.2%。
其次，受國內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影響，近兩

年房地產領域實際利用外資大概佔利用外資規
模的四分之一。沈丹陽表示，受國內房地產市
場調控的影響，房地產利用外資增速有所下
降。去年一季度，房地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
較快，達到38.6%，而今年一季度下降了
6.3%，一增一降，對整個一季度的利用外資
規模有比較大的影響。

利用外資 或現前低後高
最後，去年一季度的基數比較高，去年利用

外資是前高後低，今年有可能反過來。
沈丹陽指出，針對這些新情況，商務部將進

一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鼓勵外商投資戰略
性新興產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和節能環
保產業；抓緊修訂《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
產業目錄》，引導外商加大對中西部地區投資
的力度；進一步提升外資管理水平；提高投資
便利化，加快開發區和邊境經濟合作區的轉型
升級，推動沿邊開放。

內地3月份實際使用外

資數據再次下降的消

息，引起業界擔憂。中

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

鳳英在接受本報採訪時

表示，目前國際資本流

動性正在發生新的變

化，全球資本將會重新佈局，國

際投資者對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

政策判斷存在不確定性，這些導

致了一季度同比下降。

歐債持續惡化 歐美資金回流
陳鳳英認為，去年四季度以

來，歐債問題持續發酵，發達國

家經濟增長放緩，連續5個月下

降也在意料之中。陳鳳英表示，

去年年底以來，西方國家紛紛調

整政策，本國銀行自有資本率上

升，資本回流也是必須的。美國

政府倡導「製造業振興」、推出

「選擇美國」等計劃，要求跨國

公司回流資本到國內；歐洲興起

了購買自己產品的浪潮；在新興

市場內部，土地、人力、原材料

成本上漲，導致吸引外資優勢已

不是很明顯，多因素帶來國際資

本「愛國主義」的回流。

陳鳳英表示，國際資本對中國

處於經濟結構轉型時期的政策判

斷存在不確定性，存在觀望情緒。與此

同時，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比如印度、

俄羅斯、非洲等優惠政策可能更具有吸

引力，也促使國際資本轉變投資方向。

陳鳳英指出，在新興市場內部之間，

經歷多年高增長之後，在全球經濟轉冷

的背景下，基於對本國經濟硬㠥陸的擔

憂，彼此之間的投資也在減少，這些在

聯合國有關報告中得到了印證。

事實上，中國每年都存在大量的自有

資本外流。陳鳳英認為，每年保持一千

億美元的外資使用量就足夠了，應該出

台優惠政策，引導大量的自有資本投資

國內產業；未來，中國吸引外資要多傾

向於高端製造業、高技術行業以及服務

業，引導優質資本走向中西部地區。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劉
坤
領

高科技出口
美尚未放寬

商務部：看好中企海外併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商務
部發言人沈丹陽昨日在回應美方準備放寬46項
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言論時表示，目前未看
到具體措施。
今年3月，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表示，美國

將對華放開46項高技術產品出口。3月26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也表示，美方正㠥手解決對華
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問題。
沈丹陽表示，中國願意從美國進口更多的高

技術產品，但是目前還沒有看到美方放寬對華
高技術出口限制的具體措施。
針對美國近期對中國發起了多宗反補貼調

查，沈丹陽說，中國希望美方能夠繼續和中方
保持互動，不要以所謂的公平貿易和看似冠冕
堂皇但實際上帶有很強政治性背景的措施，來
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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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商務部

三因致內地FDI回落
■受世界經濟低迷影響，

全 球 跨 國 直 接 投 資 放

緩。

■受國內房地產市場調控

的影響，近兩年房地產

領域實際利用外資大概

佔利用外資規模的四分

之一。

■去年一季度的基數比較

高，去年利用外資是前

高後低，今年有可能反

過來。

資料來源：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

道) 一季度中國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
165.5億美元，同比暴增94.5%。商務部
人士昨日表示，新一輪全球併購大潮正
在形成，中國企業海外併購前景看好。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昨日在記者

會上闡釋說，一季度中國對外投資金額
激增，直接原因是一些大項目的合作成
果集中在一季度體現，如金川集團收購
南非的美物瑞斯礦業全部股權，三一重
工收購德國機械巨頭普次邁斯特公司
等。
沈丹陽表示，發達國家由於經濟低迷

目前對外投資願望不強，世界上大部分
國家和地區，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
家，對中國企業赴其國家和地區開展投
資有較強的願望。

對外投資 或保持高增長
此外，受貿易保護、貿易摩擦以及國

內成本持續上升等
因素影響，中國企
業加快了對外投
資。目前，全球新
一輪併購大潮正在
形成。
沈丹陽說，中國

一直鼓勵企業「走
出去」，今年由於
人民幣升值等因
素，國內資金狀態
好於去年。央企受
國資委新規定的影
響，對外投資會更
加謹慎。
商務部昨日發佈了《國別貿易投資環

境報告（2012）》，該報告涵蓋了16個國
家的820多項貿易投資政策等信息，為
對外投資和貿易的企業提供指導。
根據商務部研究院對外投資合作研究

所的研究，迄今為止，中國企業跨國併
購的總成功率在40%上下，高於全球
25%的平均水平。多數併購發生在2008
年的金融危機後，併購的成本較低，交
割後的整合總體也較順利。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表示，受「世界經濟低迷影響，全球跨國直接投資放緩」等三大因素影響，上月利用外資跌降6.1%。

新華社

■中國海爾集團是中企海外併購成功的典範。圖為海爾約旦工

廠。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