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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提名期昨日正式結束，有

137份提名報名參選，競逐70個地區直選和功能界

別議席，打破歷屆紀錄。事實上，新一屆立法會選

舉不但議席增加，而且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以

及「一人兩票」的投票模式，也為選舉帶來前所未

有的改變，令競爭異常激烈。同時，今屆立法會選

舉正處於本港邁向雙普選的承先啟後時期，不少政

黨都將選舉視為將來普選的一場預演，全力參與。

今屆選舉的經驗，可以作為未來落實雙普選的參

考，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本港存在不少深層次矛

盾，市民都期望通過選舉就各項經濟民生問題進行

深入討論，以推動本港的社會發展。然而，教協卻

在選舉期間對國民教育議題進行炒作，煽動罷課，

不惜押上無辜學童的利益作為反對派的選舉籌碼，

與本港理性溫和的價值觀相違，必須予以批評和譴

責。

過往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市民最關注的主要是經

濟民生議題。事實上，每屆立法會選舉都是一次社

會政策大討論的時機，各參選人通過向市民介紹政

綱，與選舉對手的辯論，讓社會各界從中不斷尋求

共識。例如，在上屆立法會會期成功落實的最低工

資立法，就是過去多屆立法會選舉的重要議題，而

競選期間的討論正為政策制定創造了條件。現時本

港社會積累不少社會矛盾及難題亟待解決，市民都

期望參選人能夠就市民關心的民生議題出謀獻策，

例如樓價高昂、貧富懸殊、安老保障等都是關係社

會未來，更需要參選人多作探討。因此，經濟民生

議題應該成為今屆立法會選舉競逐辯論的主軸。

令人憂慮的是，某些團體出於自己的目的，大肆

進行政治炒作，與市民福祉背道而馳。作為全港最

大教師組織的教協，竟然通過決議，威脅發動罷

課，以迫使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教協為了在立法

會選舉期間製造議題，為反對派拉抬聲勢，不惜煽

動全港中小學罷課，剝奪學生上課時間，將全港學

生及家長作為攻擊政府的子彈，置他們利益於不

顧。特別是小學生對事件缺乏認知，過去亦從沒有

人煽動小學生罷課，現在卻成為教協策動政治衝擊

的犧牲品。教協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違背了作為

教師所應有的起碼良知和理性，背離香港理性平和

的主流價值觀。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本港推行理

所當然。任何人對課程內容有意見，完全可以通過

理性溝通來解決。然而，教協捨正道而弗由，竟然

以激烈的罷課方式取代理性的討論，其表現與激進

的社民連之流並無二致。社會各界理所當然要強烈

批評和抵制教協煽動罷課的行徑，以保護學童利

益，維護香港社會的安定和諧。

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人口數據，推算

本港人口在2041年將達到847萬，屆時有3成

人口達到65歲或以上，即平均每3.3個人當中

便有一人為長者。本港人口平均壽命越來越

長，出生率卻越來越低，人口老化問題日益

突出，尤其是在低稅制的經濟結構下，能否

支撐未來沉重的養老社會福利，能否保障老

有所養，最為社會所關切和憂慮。本港過往

一直缺乏長遠的人口政策。新一屆政府需要

因應人口老化加劇的趨勢，利用現時財政儲

備充裕的有利條件，未雨綢繆制定全面的人

口規劃，設立養老基金，為紓緩人口老化，

減輕社會未來負擔做好準備。

日前，因應人口老化、出於改善長者生活

的考慮，政府決定為70歲或以上長者提供特

惠生果金，每月提供約雙倍即2,200元的津

貼。但是，本港長期以來實行低稅制，面對

老年人口持續膨脹，日後能否有足夠的財力

維持不斷增加的支出，滿足各項長者養老福

利，將成為無可避免的大挑戰。統計處公布

的數據進一步確定香港步入人口嚴重老化階

段，但是本港多年來始終未能提出應對急劇

人口老化的政策措施，難免引起社會的焦

慮。新一屆政府須在政府架構、政策研究等

層面作出配合，加強長遠人口統籌規劃的能

力，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本港雖然擁有豐厚的財政

儲備，庫房「水浸」，但近年較傾向「派

錢」，要求即時分享財政盈餘，而少為社會

的長遠發展作未雨綢繆的準備。人口老化已

成不可逆轉的大勢，政府應和民間達成共

識，善用財政儲備和財政盈餘，設立養老基

金，以積穀防饑的意識作長遠投資，做好應

付未來人口老化的財政安排。

過往一段時期，本港曾有意見認為可借

「雙非嬰」來彌補港人生育不足，紓緩人口

老化。實際上，靠「雙非嬰」紓緩本港人口

老化顯然並非有效途徑，不但無助解決出生

率不足等問題，反而對本港人口規劃造成不

確定影響。解決人口老化最終還是需要提高

本土生育率。特首梁振英於競選時曾提出多

項政策以鼓勵市民生育，包括提高首名子女

個人免稅額、實施15年免費教育及設立侍產

假制度等。希望政府盡早落實相關的政策，

真正發揮出鼓勵生育、紓緩人口老化的效

果。

選戰競爭重民生 教協罷課害學童 保障老有所養須未雨綢繆

30年後 港變「耆英之城」
3.3人1個是長者 出生率低壽命增加老化加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實習

記者 吳建邦）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愈見

嚴重，政府統計處推算本港人口將於

2028年突破800萬，更會在2041年達到

847萬，30年間增加140萬人。隨 出

生率持續偏低，加上港人愈趨長壽，

65歲或以上長者人口比例將由2011年

13%急增至2041年30%，即平均每3.3

個人當中便有一人為長者。政府統計處

表示，近年湧現「單非」及「雙非」嬰

兒，預料未來4年幼稚園適齡人口將增

加2萬人；未來6年小學適齡人數將增

加約8.5萬人；但隨 「雙非」「零配額」

措施實施，將逐步回復正常水平。

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人口數據，推算
香港人口將由去年中707萬增至2041年年

中847萬，平均每年增長率0.6%。若仔細計
算，2011年至2021年間，平均每年人口增長率
0.8%，但在人口老化而導致死亡人數顯著增加
的情況下，2031年至2041年間，平均每年人口
增長率將下降至0.4%。數字又顯示，香港生育
率由1991年持續下降至2003年，每千名女性相
對901名活產嬰兒歷史低位，雖近年呈反彈趨
勢，但預料未來仍處於偏低水平。另本港年齡
中位數由2011年41.7歲上升至2041年49.9歲。
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又可從總撫養比率得以反

映，即指每1,000名勞動人口（15歲至64歲人
士）相對15歲以下少年及65歲或以上長者比
例。政府統計處副處長鄧偉江指，本港撫養比
率由1981年455降至2011年333歷史低位，但隨
人口老化及「雙非」「零配額」措施實施，

撫養比率將逐步升至2041年645，屆時15歲以
下人口比率將由2011年12%降至9%；長者人
口比率卻由2011年13%升至30%。

五成雙非嬰 21歲前居港
鄧偉江指，是次人口推算假設每日有150名

持單程通行證人士來港定居，以及推算其他人
口淨遷移數目來計算。他指隨 「雙非」「零
配額」措施實施，推算人口時把2013年或以後
嬰兒出生數目推算為零；「單非」嬰兒預計出
生率為每年7,100名。另統計處2007年起定期
到出生登記處蒐集「單非」及「雙非」父母把
嬰兒留港動向，發現91%「單非」嬰及50%
「雙非」嬰會在21歲前留港定居。

數字顯示，本港過去20年間死亡率持續下
降，令平均預期壽命上升，預期男性出生時平
均壽命由2011年80.5年延長至2041年84.4年；
女性由86.7年升至90.8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 隆集團
董事長陳啟宗昨日在該集團中期業績記者
會表示，從近期新政府班子言論分析，可
推斷政府未來會適量增加土地供應，以及
有增建公屋及復建居屋可能性。
不過他提醒，增建公屋及復建居屋只是

滿足短期需要做法，長遠而言只有增加土
地供應，樓價方有調整空間。
陳啟宗昨日表示，特區政府過去七八年

間，不主動增加土地供應政策，非常錯
誤。縱使地產商一直提議政府增加供應，
但政府至現時別無他法下才決定增建公屋
及復建居屋。陳啟宗補充指，5年至10年後
合適時候，以公屋及居屋干預市場的方法
或有取消空間，但要靈活處理。

樓市未到最壞時刻
陳啟宗又拒絕預測未來本地樓市發展，

更表示不知道樓市何時見頂或見底，但認
為本港樓市未到最壞時刻。
他強調，公司會小心衡量回報才決定出

售資產或購買地皮。若未來本港樓市再出
現大調整，或突然增加多幅土儲。

陳茂波掌發展局合適
被問及原會計界立法會議員陳茂波獲委

任為發展局局長，陳啟宗認為陳茂波個人

能力強，是「好適合」的人選。他坦言，
香港政府官僚架構多年來均由AO（政務官）
主導，大多為「全才」，非個別行業界別
「專才」。而香港政務官制度百多年來行之
有效，多年來政務官亦非專才，不明白為
何現在才出現質疑政務官不是專才的問
題。他更指，倘若沒有太多行業關連，處
事可更客觀。

陳啟宗又以該集團董事總經理陳南祿為

例，指陳南祿兩年前入職前並非從事地產

業，但現在已成為地產專家，故不存在陳

茂波只了解會計業知識而影響擔任發展局

局長問題。

女多男少惡化 北上覓夫增三倍

陳啟宗：復建居屋僅滿足短期需要
■陳啟宗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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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長者人口趨勢
年份 65歲或以上人口 百分比 總人口

實際

2001 75.3萬 11.2% 671.4萬

2006 85.2萬 12.4% 685.7萬

2009 89.8萬 12.9% 697.2萬

2010 91.8萬 13.1% 702.4萬

2011 94.1萬 13.3% 707.1萬

推算

2016 116.4萬 15.8% 737萬

2021 145萬 18.9% 766.2萬

2026 181.6萬 22.9% 793.7萬

2031 215.9萬 26.5% 816萬

2036 240萬 28.8% 833.7萬

2041 255.8萬 30.2% 846.9萬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建邦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建邦）香港男女
比率失衡情況嚴重，政府統計處推算本港女性
人口將於2041年增至494.8萬，較男性352萬多，
即每千名女性相對於712名男性的比例。即使撇
除外籍家庭傭工，每千名女性亦只相對於786名
男性。政府統計處表示，不少適婚女性已選擇
返內地結婚，從1993年1,301人增至去年5,865
人，增幅逾三倍。

統計處：女較男長壽6年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最新香港人口推算報

告，揭示本港男女比例持續失衡。政府統計處
副處長鄧偉江昨日會見傳媒時稱，香港女性較
男性多、人口性別比率顯著下跌因素包括單程
通行證持有人持續流入，不少是香港男士來自

內地的妻子、本港女性普遍較男性長壽等。他
續稱，香港死亡率正處於甚低水平，女性普遍
較男性長壽6年。

港男內地娶妻比例較高
香港男士過去返內地娶妻比例較高，去年

20,167人獲發「無結婚紀錄證明書」返內地結
婚，1997年高達28,309人。鄧偉江表示，香港男
女比率失衡，以及粵港兩地交往融合，越來越
多本港女性需回內地工作，令香港女性與內地
男性結婚人數大增。據資料顯示，返回內地結
婚的香港女性已由1993年1,301人增至去年5,865
人，增幅逾三倍。
數字又顯示，本港生育率由1991年每千名女性

相對1,281名活產嬰兒，持續下降至2003年歷史低

位901名活產嬰兒，近年才有反彈趨勢。

港生育率遞降近年反彈
鄧偉江表示，如果連夭折率亦計算在內，每

千名婦女生產2,100名活產嬰兒，才屬正常人口
更替水平，但因有新來港人士持續來港定居填
補人口，才使本港人口繼續輕微上升。
鄧偉江表示，考慮已婚女性比例、已婚女性

年齡別生育率及內地女性在香港產子情況後，
推算本港生育率將持續處於偏低水平，由2011
年每千名女性相對1,204個活產嬰兒，逐漸下
降至2041年1,151個。他又稱，人口推算是為
政府規劃各項公共服務及設施提供共同基礎。
人口推算定期更新，並會納入最新人口發展資
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未來20年人口
老化速度加快，對本港醫療、住宿、福利等服
務需求帶來一定壓力。有學者指，女性及長者
就業率增加，必須優化現行強積金制度，才可
維持長者生活質素。至於是否要設立「全民退
休保障計劃」，則須再仔細研究；社聯促請政
府及早作長遠規劃。

全民退休保障須再研究
港大社工系副教授兼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

席羅致光表示，現時女性就業情況上升，加上
長者教育水平提高，將導致退休年齡延遲，有
助紓緩供養比率壓力，但須優化現行強積金制
度才可維持長者生活質素。對於不少人要求設
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羅致光認為須仔細
研究，否則只會加重年輕一輩負擔，「我們要
計算清楚，人口老化高峰期是否能負擔？」

社聯料安老院需求大增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認為，要解決人口老化

帶來的社會問題，除了做好交通、住屋、醫療
等配套外，長者亦要在儲蓄及健康方面做足準
備。她又表示，難以估計人口老化會為政府帶
來多大財政壓力，但必須及早作長遠規劃。安
老院舍負責人陳志育表示，隨 人口老化，院
舍需求將大增，但要聘請足夠員工卻不容易，

「從業員一般年齡偏高，必須為年輕一代提供更好發展
前景，吸引他們入行」。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認為，政府

要推動經濟發展，優化移民政策，例如放寬申請程序，
才能吸引更多專業人士移民來港。有移民公司表示，每
年處理近4,000宗投資移民來港個案，他們大多覷準香港
低稅率及良好教育制度，故認為政府要維持穩定教育和
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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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

處昨日發表

最新人口數

據，推算香

港人口將由

去年中707

萬增至2041

年年中847

萬。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2012-2041年香港人口推算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性別比率
年份 性別比率*

實際

2001 1,021

2006 971

2009 957

2010 952

2011 948

推算

2016 921

2021 896

2026 867

2031 839

2036 812

2041 786

*註：性別比率指相對每千名女
性的男性數目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吳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