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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提名期正式展開。在提名

期首日，選舉主任已接獲39份提名書，共104人

報名，打破歷屆立法會選舉的首日提名紀錄。新

一屆立法會選舉競爭異常激烈有兩大原因：一是

這次立法會選舉是政改方案通過後的第一次，不

但議席增加，而且亦擴大了選舉民主成份，五個

含金量極重的「超級區議會」議席涵蓋了全港

320萬選民，提升了各界人士的參政意欲；二是

上屆立法會長期陷於政治內耗，無休止的拉布流

會嚴重窒礙施政，激發不少有志服務社會的人士

期望晉身議會糾正歪風。

2012政改方案獲立法會順利通過後，立法會議

席由原來的60席增加到70席，變相令分區直選議

席當選者所需的票數降低，吸引更多人參加角

逐。新增的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更是由全

港320萬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民意含金量遠較

一般分區直選議席為高，各政黨都希望取得「超

級區議會」議席，以增加民意授權。同時，隨

政改方案通過，本港正步入普選的準備期，社會

各界參政意識不斷提高，各政黨積極推出代表參

加選舉，許多獨立候選人也加入戰團，不僅是為

爭奪席位，也是為迎接普選而作出熱身準備。

在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中，不少候選人都指出目

前議會的風氣令政府施政舉步維艱。事實上，今

屆立法會首次出現有極少數議員以拉布來阻礙政

府施政的惡劣先例，議員為了政治目的不惜令議

會陷入癱瘓，大批攸關經濟民生的法案囤積，甚

至連多項民生撥款也一拖再拖，議員的拉布行為

引起社會的憤慨。同時，議會暴力也有日益惡化

的趨勢，議員公然在議事廳侮辱官員，投擲雜

物；在議會外領頭衝擊警方防線，違法阻塞交通

要道。其行徑不但嚴重損害議會的形象，破壞行

政立法的合作關係，而且將議會引入政治內耗之

中。不少社會人士都擔心，任由這股議會歪風愈

演愈烈，本港將在泛政治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政府施政動輒得咎，香港的發展原地踏步，市民

生計得不到改善。為改變這種惡劣的政治生態，

不少有志人士都選擇走出台前，為香港的前途出

一分力。

目前本港社會積存的種種深層次矛盾亟待紓

解，社會已經不起蹉跎歲月。新政府雖然顯現出

關顧民生、施政為民的新風，但如果沒有立法會

的配合，政府政策將難以成功落實。因此，今屆

立法會選舉將更加關鍵，市民必須用好手上神聖

一票，支持建設香港的力量，支持勇於承擔、為

市民造福的候選人。

一年一度的書展於昨日開幕。書展已成為本

港文化的一項盛事。本港應進一步提升書展的

文化層次，發揮開放、包容、多元的特色和優

勢，將香港發展成為全球華文出版業的中心，

促進各種文化的交流互動，引領文化創意產業

的潮流，令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橋

樑角色，為國家建設「文化強國」發揮獨特作

用。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書展已成為本港一項重

要的文化品牌。在香港書展展覽、出售的書籍

包羅萬有，無論是由內地、港澳台出版，還是

繁體、簡體書、外文書，以及新興的電子書，

應有盡有。同時書展還舉辦豐富多彩的文化交

流活動，邀請海內外知名作家來港演講，成為

書展吸引讀者的一大亮點。

由於書展越來越受到讀者歡迎，入場人數也

由最初的20多萬上升到近年每年接近一百萬。

但是，數量已非書展第一追求，建立視野更廣

闊、層次更豐富的質量，是書展發展的努力方

向和要求。過去幾屆書展，曾出現含有不良意

識的動漫、口靚模寫真大行其道，喧賓奪主，使

本來推廣文化、培養閱讀風氣的書展淪為販賣

色情、暴力的散貨場，尤其對青少年造成極之

惡劣的影響。在輿論大力抨擊下，書展主辦方

作出撥亂反正的改善，有關的不良現象有所收

斂。有關方面應考慮如何在現有基礎上，進一

步提升書展的文化層次。

香港書展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能夠吸

納、融合來自各地的出版物，正正體現了香港

中西文化薈萃、多元開放包容的特色和優勢。

一直以來，香港在內地與世界的經濟交往中擔

當了重要的橋樑作用，隨 內地經濟發展起

來，人民的文化追求和國家的影響力日益提

高，對文化的發展也提出新要求，建設「文化

強國」已納入國家發展的規劃之中。香港更應

在新形勢下，充分運用自身的特色和優勢，為

國家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搭建有利平台，以提升

國家形象，贏取世人的尊重和認同。

如今電子書大行其道，閱讀方式電子化是出

版業的大勢所趨。最近幾屆的書展就特設「電

子書及數字出版」專區，供出版商展示最新產

品，讓讀者嘗試。政府和業界應該緊隨發展的

潮流，透過全方位參與創造新的閱讀模式去引

導讀者，開拓新的市場，保持本港作為多元文

化引導者的地位。

(相關新聞刊A22版)

新一屆立法會競爭激烈的兩大原因 提升書展文化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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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嚴管小作坊
推行「一票否決」
香港文匯報訊 廣東省政府官方網站17日轉發

《關於實施質量發展綱要（2011-2020年）的意
見》，明確提出將立法監管食品生產加工小作
坊，推行質量安全「一票否決」。
該《意見》提出，到2015年，農業標準化生產

普及率超過30%，本地主要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
合格率保持在96%以上，生產加工環節可比性食
品抽樣檢驗合格率穩定在90%以上，出口食品農
產品檢驗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意見》也明
確提出，實施企業崗位質量規範與質量考核制
度，推行質量安全「一票否決」。深入開展「三
打兩建」專項行動，從嚴查辦涉及面廣、危害嚴
重、影響惡劣的大案要案，嚴厲懲處製假售假行
為。研究建立質量安全社會監督體系，完善有獎
舉報制度，鼓勵企業內部人員和知情人舉報，落
實對舉報人的獎勵措施。
至於在立法方面，將推動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

管理地方立法工作，加快修訂《廣東省產品質量
監督條例》等地方性法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

報道）報告顯示，港人對物價狀況及
購買房屋方面最為擔憂。港人對購房
分指數為49.2，較上一季度下跌了
15.7%，在各範疇之中表現最低，顯
示市民對購買房屋方面之信心頗弱。
數據顯示，對目前購買房屋的指數

僅為38.4，較上一季度下跌26.2個百
分點，顯示市民不滿意現時之高樓價
水平。並對未來三個月的看法持續悲
觀，有關指數為73.5。
另外，對於經濟發展繼續保持輕微

悲觀態度，對投資股票仍缺乏信心。
對就業機會及生活狀況的的信心則比
較中性。專家表示，指數結果反應港
人整體消費意慾維持偏向悲觀的態
度，並較上一季度小幅下滑。
分類來看，男性的信心比女性的信

心較高；35歲或以下年輕人的整體指
數最高，這反映年輕人對消費更有信
心；而學歷越高，對未來經濟也呈現
越有信心態勢。
香港地區的消費者信心指數由2008

年第3季度開始建立，並於及後每一
季度通過「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
統，訪問約1,000名年滿18歲常住在
香港的居民，藉此量度香港消費者在
該段時期內的消費意慾及程度。

調查分別就經濟發展、就業、物價、生活、購房置
業及投資6個方面，分析比較兩岸四地民眾的消費

信心。數據顯示，受二季度內地GDP增長率下降到7.6%
影響，四地民眾的經濟發展信心指數普遍下跌，對投資
缺乏信心，物價擔憂有所緩解，內地物價和購房指數出
現回升。

經濟發展信心均呈跌勢
受制於內地經濟增長放緩以及歐美主權債務危機仍未

明顯好轉，消費者信心指數出現顯著下滑。從分指標來
看，四地經濟發展指數均呈下跌態勢，內地下滑至三年
來的最低點101.5，與上一季度相比下降11.3，同比降幅
達19。澳門、香港、台灣分別為109.62、86、63.4。
就業方面四地也不容樂觀，特別是內地，就業分指數

下降至88.4，環比降幅14，與2011年同期相比下降13.5。
報告認為，從分項指數來看，內地經濟發展信心指數和
就業信心指數的大幅下降是本季度消費者信心下滑的兩
個重要因素。

購房指數香港最低
二季度四地在購房分指數的表現發差較大。隨 房地

產調控成效顯現，內地消費者購房信心分指數攀上三年
來新高76.8，環比和同比分別上升5.6和8.6，居民購房信
心提升顯著。相反，香港出現連續兩個季度下滑，環比
下滑7.7，僅為49.2；澳門環比下滑7.72，僅為52.69。與
港澳消費者對購房情緒相對悲觀相比，台灣地區在購房
分指數仍高居第一，為83.68。
四地通脹壓力均有所緩解，內地物價信心穩步回升，

創近三年來新高75.5；澳門小幅上升為56.68，香港為
56.6，台灣最低49.86。港澳台三地均不超過60，顯示物
價壓力仍然不小。
值得注意的是，受國際經濟形勢影響，兩岸四地投資

信心不足。香港、澳門投資信心分指數持續低迷，環比
分別下降6.3和2.6，內地環比微升0.8。兩岸四地的投資
信心排序為台灣、澳門、香港與大陸。

內地經濟基本面未變
中央財經大學統計學院院長劉揚對本報表示，二季度

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總指數齊跌與內地經濟放緩有關，
但是，中央已及時提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並加大預調微調力度。另外，農業大豐收、工業增加值
仍在上升也支撐經濟基本面未變。
劉揚表示，總體來看，消費者信心總指數築底跡象初

現，下半年可能還會有所下滑，但仍處於積極水平，且
預期好於現狀。

此次指數調查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首都
經濟貿易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和台灣輔
仁大學共同完成。

兩岸四地消費信心指數齊降
內地最高台灣最低 惟對未來持樂觀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由內

地、香港、台灣及澳門6所高校合力完成的調查

顯示，今年第二季度，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數

均較上一季度下滑，消費者對宏觀經濟擔憂加

深。其中，內地消費者信心總指數87.2，排名榜

首，台灣最低，僅有73.7；香港、澳門為77.5、

84.9。經濟學家表示，內地消費信心指數首次跌

破90，相信同近期經濟數據較差有關，但經濟

基本面並沒有改變，未來仍持樂觀態度。

二季度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數
項目 地區

內地 香港 澳門 台灣

經濟發展 101.5 86 109.2 63.4

就業 88.4 96.5 119.58 78.37

物價 75.5 56.6 56.68 49.86

生活 107 102.7 92.27 74.14

購房 76.8 49.2 52.69 83.68

投資 73.7 74.1 78.39 81.72

總指數 87.2 77.5 84.87 73.7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坤領製表

新華網華盛頓17日電 美
國財政部17日公佈的數據顯
示，5月份，美國最大債權
國中國增持美國國債52億美
元。
美財政部的數據顯示，中

國當月持有美國國債1.1696
萬億美元，高於前一個月修
正後的1.1644萬億美元，為
連續第二個月增持。
美國第二大債權國日本5

月份也增持了美國國債，當
月持有的美國國債為1.1052
萬億美元，高於前一個月修
正後的1.0898萬億美元。
截至5月底，外國主要債

權人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為
5.2640萬億美元，高於前一
個月修正後的5.2098萬億美
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日報》報道，
賬面月收入過萬，可拿到手的只有六七
千元，時下許多白領一族陷入了「紙上
富貴」的怪圈。日前，廣州社情民意研
究中心針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大城市
的2,004位居民進行了一項「市民看減稅」
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大多數
贊成內地應大規模減稅，這樣更有利於
降低物價和社會公平；在減稅的對象
上，民眾更傾向於民營、小微企業、居
民個人減稅。
在廣州CBD工作的白領于小姐的工資

單顯示，她7月份全部收入為9,711元（人
民幣，下同），但扣除個人所得稅、養老
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等之後，
實際到手的只有6,700元，扣款比例達到
31%。「真希望能減稅、減費、減輕負擔
啊！」于小姐感歎。

近九成人贊成對個人減稅
于小姐的想法得到了更多人的呼應。

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針對北京、上
海、廣州市民的一項調查顯示，對於
「我國應該大規模減稅」這一說法，66%
的受訪者表示贊成，而不贊成的人只有
20%。贊成減稅的首要理由是「可以降低
物價」，被選率達54%，其次是「有利於
社會公平」，而「減少政府亂花錢」、
「藏富於民」亦均在四成以上。在反對減
稅的人看來，主要理由是「會降低公共

福利水平」，被選率高達61%，其次是
「減稅只會幫助富人」(43%)。

對於減稅對象的選擇，民眾一致認同
首先應該對小微企業、居民個人施行減
稅，「贊成」的比例分別達到88%、
86%，其次是個體工商戶(79%)和民營企
業(77%)。然而，對於國有壟斷企業和外
資企業減稅，民眾過半持「不贊成」的
否定態度。

京滬穗受訪者 盼大規模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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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調查

顯 示 ， 北

京、上海、

廣州的受訪

者大多數贊

成內地應大

規模減稅。

圖為上海步

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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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消費信心指數首次跌破90，但仍居兩岸四地榜首。圖為北京西單百貨中心購物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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