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為推動兩岸四地青年
交流活動，香港青年會於
2008年至2011年間舉辦過3次
港台考察交流活動，共組織
約300多名兩岸四地的青年與
大學生參與。該會於2011年
開始與中華青年創新網絡協
辦了「Youth2011第四屆兩岸
菁英論壇」，並於昨日舉行第
五屆論壇揭幕禮，主題為宣
揚「五四精神」、加強兩岸四
地文化及經濟交流。

在昨日舉行的揭幕禮上，
由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
暉、民建聯副主席李慧㠒、
中聯辦台灣事務部處長沈燕
雄等擔任主禮嘉賓。許曉暉
在致辭時讚揚活動所提倡
「五四精神」的主旨，坦言自
己年輕時曾參與類似的交流
團，感到獲益良多，冀年輕
人擔當宣揚中華文化的角
色。
是次活動獲得多個香港本

地青年團體支持，包括香港
青年聯會、新界青年聯會、
香港菁英會，及香港大學研
究生會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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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樓價
近年飆升，直至特區政府最近推出「加強版」
額外印花稅等「辣招」，升勢才稍見停遏，
有人將樓價高升歸咎於政府過分依賴賣地
收入所致，一旦樓市逆轉，將影響政府各
項民生開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網
誌撰文時澄清，政府最大的財政收入來源
為利得稅和薪俸稅，賣地收入只佔政府收
入約15%。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撰文中，提到在新年度

財政預算案諮詢過程中，有人以為政府的主
要財政來源為賣地收入，故建議當局減少
依賴賣地收入，從而改變高地價政策，以
降低地價和紓緩樓價。曾俊華坦言，賣地
佔庫房收入的比重「其實不算很高」：
「以2012/13年度的原來預算為例，我們預
算地價收入（主要包括賣地和補地價）佔
總收入約15%。如果單計賣地收入，比重
更低。」

利得稅薪俸稅約佔四成
他解釋，在政府收入組合中，粗略估計，

利得稅和薪俸稅約佔四成，地價收入大約佔
一成半，印花稅—主要為股票和樓宇買賣
印花稅佔一成，投資收益—主要為財政儲
備存放在外匯基金所得的回報佔一成，其餘
兩成半為其他收入，如差餉、博彩稅、各種
政府收費等。「從財政來源多元化的角度來
說，我認為目前的預算收入分布大致健康，
沒有過分依靠單一來源⋯⋯所以，除非出現
極端情況，我並不太擔心賣地收入減少，會
令政府財政出現龐大的赤字，影響政府在教
育、醫療、福利等各方面的承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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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網誌撰文，強調

香港回歸15年來，特區政府用在教育方面的經常性開支已增加了

60%，社會福利更增加超過120%，反映當局從不吝嗇增撥經常

性資源，長期支持討論成熟、社會有共識的新政策、新增服務，

而非單靠一次性的「派糖」措施；又重申當局會緊守量入為出和

應使則使的原則，並預留足夠儲備應付可能出現的赤字預算。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以「庫房收支知
多少」為題撰文，指自10月底開

展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諮詢工作以
來，聽到很多有建設性和啟發性的建
議，但亦留意到部分與會者對特區政
府財政的收支狀況有一些誤解，如有
不少人建議在財政預算案多作長期規
劃，包括應付人口老化增加政府財政
壓力等，並增加對經常性服務的承
擔，不要單靠一次性的「派糖」措
施。「我大致認同他們的看法。」

回歸15年經常開支累增80%
他解釋，特區政府一直緊守量入為

出和應使則使的原則。「我們從不吝
嗇增撥經常性資源，長期支持討論成
熟、社會有共識的新政策、新增服
務，例如幼稚園學券、長者及殘疾人

士交通優惠、增加醫療人員人手等，
我們也預留500億元以推動醫療融資改
革。事實上，特區政府成立15年以
來，政府推出不少新政策、新增服
務，經常開支累積增加接近80%，其
中教育開支增加60%、醫療衛生增加
70%、社會福利更增加超過120%。」

財政資源配合達共識政策
曾俊華強調，政策局在推出新政

策、新增服務前，尤其是涉及長期規
劃的政策，必須先進行詳細研究和公
眾諮詢，在討論成熟、社會有共識後
政府才會作出決定，「有了政策決定
後，我們會在財政資源上作出配合，並
不是本末倒置地從財政運用角度推動新
政策和新服務出台。這些朋友可能已預
期《財政預算案》會提供財政資源支持

有共識的新政策和新服務，所以較為留
意一次性的『派糖』措施，才會有錯覺
以為我們忽略規劃長期服務，只㠥重一
次性的惠民紓困措施」。

收入波動性大難準確預測
在每年財政預算案公布後，政府的

年尾結餘往往出現龐大盈餘，令人質
疑政府每年都「估錯數」，並因低估收
入而限制開支，令一些有需要的服務
沒有展開。曾俊華解釋，政府的財政
收入有很大的波動性，不容易準確預
測，如在過去15年，利得稅收入最少
的1年有377億元、最多有1,186億
元，相差約3倍；薪俸稅最少有
248億元、最多518億元，相差約2
倍。印花稅及地價收入的波動幅
度就更大：前者最少的1年僅75億

元、最多的1年卻達到515億元；後者收
入最少的1年為54億元、最多則高達846
億元。
他說，由於收入的波動可以很大，

財政儲備可以發揮紓緩作用，盡量令
個別年份可以動用的資源不會大上大
落。「事實上，因應經濟欠佳的情
況，我們過去也曾經作出有巨額赤字
的預算，當然我們要慶幸當時香港有
足夠儲備應付赤字預算。」
有關政府的財政情況，可以參閱：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consulta
tion12/chi/pdf/Backgroun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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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周」台北展創意增交流

梁振英張炳良晤房協新執委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房屋問
題是今屆特區政府的
施政重點之一。特首
梁振英於日前和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張炳
良，在辦公室會見了
於10月產生的房協新
一屆執行委員會委
員，雙方並就香港的
房屋問題和解決辦法
進行了有用的交流。
梁振英在其網誌中

表示，房屋是香港的
民生大題目，因此是
他和新一屆政府的施政重點。長期以來，為了滿足香
港不同階層的住屋需要，香港房屋協會作出了重要貢
獻，例如興建位於青衣青綠街的988個單位，將於下個
月預售，相信可以滿足部分沒有能力購置私人樓的家

庭的需要。
他日前和張炳良在辦公室與房協新一屆執行委員會

委員會面，感謝房協的努力，並希望特區政府日後和
房協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台文化交流正逐漸
增加。香港特區首次在台灣舉辦、以「文化創意」為
主題的「香港周」正在台北舉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昨日在網上專欄撰文，希望「香港周」能為兩地
的藝術工作者和機構，提供新的交流平台，為兩地文
創產業的合作，帶來新的動力，造就新的機遇。「我
們打算以後恆常舉辦『香港周』，並考慮到台灣其他
地方舉辦。」

曾德成：共拓文化發展空間
曾德成昨日在網上專欄《局長隨筆》撰文，指港台

兩地在「協進會」、「策進會」之下，各成立了文化
合作委員會，為兩地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的合作發展
搭建起新的平台，推動了兩地文化交流的更大合作，
既能豐富兩地民眾的文化生活，拓寬兩地文化創意產
業的發展空間，並能一起向世界弘揚和推廣優秀的文
化傳統和創新成果。
他坦言，「當國際上有人警告未來世界的主要矛盾

是文化衝突的時候，我們在香港越來越發覺，我們的
優勢源自文化的兼容並蓄。香港雖小，但可以包容不
同的文化。林則徐寫過一副有名的對聯，上聯是『海
納百川有容乃大』。香港就是一個海納百川的地方，
它不斷吸納新的外來文化元素。有文化上的寬容，小
小的香港就顯得大了。可以說，小香港是大世界」。

第三屆論壇明年港舉行
不過，曾德成認為，香港文化藝術和創意文化界，

需要超越香港的大舞台，去感受、學習、交流，並展
示香港的成就。在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成立後，積極
推動香港和台灣在多方面和不同層面的文化交流合
作：兩地的文化合作論壇，已輪流舉行了兩屆，今年
9月的第二屆論壇在台北舉行，氣氛熱烈。香港方
面，代表設計、出版、電影、數碼娛樂及廣告界別的
40多名精英組成香港代表團參與。第三屆論壇將於明
年在香港舉行，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正就具體內容進
行磋商。

青年論壇揭幕 宣揚「五四精神」

■梁振英、張炳良早前與房協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會面，雙方就香港的房屋問題和解

決辦法進行了有用的交流。 特首網誌圖片

■許曉暉(左二)等出席青年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財爺：政府從不吝嗇增撥資源
強調討論成熟推長策 非靠一次性「派糖」

■曾俊華表示，特區政府一直緊守量入為出和應

使則使的原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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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麗齡 惠州報道）近年來，惠
州大亞灣區委、區政府的城市建設緊緊圍繞惠州市
「十二五」發展規劃以及《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的目標任務，找準自身的發展定位，以建設「石化新
城，綠色港灣」為總目標，堅持「統一規劃、分期實
施、滾動開發」，力爭把大亞灣建設成規劃科學、配套
齊全、功能完善、環保優良的世界級石化產業基地以
及具有綠色港灣的濱海新城，實現惠州由沿江城市發
展成為沿海城市的戰略目標。
惠州大亞灣區住房和規劃建設局副局長黃煒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2009年底起，該局根據《大亞灣
經濟技術開發區2010—2012年三年城市建設計劃》的
指引，逐年編制每年的城市建設計劃。2010-2012年三
年城建計劃，區財政累計平均每年投入2000多萬元來
保障城市規劃設計與編制的實施。城市建設計劃共559
項目，總投資概算約184億元，分10大類進行實施。至
2012年10月底，共完成213個項目，已完成的項目總概
算約42億元。通過城建計劃作為該區城市建設的指
引，在「先規劃、後建設」的大原則指導下穩步健康
的發展。近幾年來該區還特別重視大力推進城市道路
交通體系和公共配套設施建設，2010-2012年，區財政
累計平均每年投入十多億元來保障城建計劃的實施，
大大提升了城市生活環境品質，一個現代化的濱海石
化新城格局已初步呈現。

配套設施不斷完善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黃煒表示，大亞灣在城市開發的同時，也特別注重

環境的保護。城建計劃主要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規劃階
段，強調開發的同時要有序發展；二是具體設計階段，
比如紅樹林公園，以保護性開發以生態開發為主，人工
為輔，70%區域以上不動，10%區域設計可以讓遊客進
去觀賞。截至目前，大亞灣區的公園綠化配套設施建設
累計已投入約3.8億元。城市公園休閒公益項目的建設
已成為該區建設的主要內容，通過不斷的投入對城市綠
化景觀的建設，有效提升該區的人居環境。

為了解公園綠化配套設施建設情況，本報記者實地
騎遊大亞灣烏山頭綠道，碧海藍天的自然濱海風光一
覽無遺，徜徉在綠道上，讓人倍感心曠神怡！
在紅樹林公園，依然保存㠥一大片的濕地，原生態

的環境下，一群攝影發燒友正把自己的鏡頭，對準陸
續歸巢的珍稀鳥類，唱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在濱海公園（一期），一邊是現代化的高樓林立，一

邊是撲面而來的清涼海風，傍晚時分，周邊居民自發
來到廣場，唱歌、看海或者翩翩起舞，親身感受㠥幸
福的滋味。
據悉，大亞灣區還秉承「路通財通」的發展理念，

每年都不斷加大對城市道路基礎設施的投入，大力推
進區內外對接道路以及區內主幹道的建設，最終形成
「四橫十縱一環」的道路網絡結構。

同時，該區不斷加大在醫療、教育等城市公共配套
設施方面的投入，先後建成大亞灣第一中學高中部、澳
頭中心小學、西區中學、霞涌中心小學、西區幼兒園等
一批環境優美的現代化學校，累積總投入約4.79億元。
計劃年底或明年初動工的還有澳頭中心幼兒園、西區新
第三小學、霞涌中心幼兒園（投資1500萬元）等；投資
7.43億元，與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合作，按「三級甲
等」標準建設的惠州市中大惠亞醫院預計今年底可以竣
工並正式投入運營；投資約1.8億元的惠民廣場二期
（又稱區文化藝術中心），配套有圖書館、音樂廳、青少
年活動中心、城市規劃展覽館等功能，目前正在進行設
計、勘探等前期工作，計劃明年動工興建。

三年城建計劃559項目 總投資概算約184億元

■風光旖旎的大亞灣綠道

■紅樹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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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大亞灣 建設石化新城綠色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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