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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委員會4日宣佈，歐盟自6月6日起對產自中

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及關鍵器件徵收11.8％的臨時反

傾銷稅。如果中歐雙方未能在8月6日前達成解決方

案，屆時反傾銷平均稅率將升至47.6％。歐盟此番

出手挑起的貿易戰，損人不利己，雖說會重擊中國

光伏產業，但同時也會令歐盟失去數以十萬計的就

業職位。中國首先要據理力爭，通過協商來解決貿

易摩擦。如果歐盟繼續一意孤行，中國必須採取反

制措施，同時加快啟動和擴大國內市場，並開闢歐

美之外的出口市場。

歐盟打壓中國光伏，成為中歐迄今為止最大的

貿易摩擦、全球涉案金額最大的貿易爭端。這不

僅涉及中國光伏企業200多億歐元的出口，影響中

國40萬人就業，更將打擊清潔能源這一世界新興

產業，危害中國產業戰略。對於歐盟來說，其對

華光伏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將使歐盟失去24.2萬

個就業崗位，而歐盟光伏生產商可能新增的就業

數量最多不會超過光伏產業鏈所失去就業機會的

20％。

歐盟此次損人不利己的做法，背後有 更為深層

次的考量。中國近年來在新能源、資訊產業等領域

發展迅速，這讓歐盟感受到了壓力。歐盟此番打壓

中國光伏，是想以此作為進一步對華要價的籌碼，

在將來的談判中，針對銀行、電信領域的開放向中

國更多要價。從服裝、玩具到光伏產品，歐盟對華

雙反調查頻發，顯示歐盟在成員國主權債務危機深

化和經濟復甦乏力的情況下，更加重視貿易救濟措

施對內部產業的保護作用。

歐盟數十年來，在國際貿易界有「歐洲堡壘」的

稱呼，歐盟企業與政府有 諉過他人「不正當競

爭」，逃避自身責任的傾向。但貿易保護不僅解決

不了問題，反而會給歐盟嚴峻的經濟形勢雪上加

霜。歐盟不斷針對中國採取的保護主義措施，實際

上已令中歐貿易走下坡路。如果歐盟繼續一意孤行

打壓中國光伏，中國必然會採取反制措施，對來自

於歐盟的葡萄酒、多晶矽等商品採取措施，歐盟將

自食其果。

對於中國光伏產業而言，有必要檢討此前盲目擴

張產能、海外市場過度集中、原材料與市場「兩頭

在外」等一系列問題。作為製造和貿易大國，中國

還有包括家電、鋼鐵、LED等很多產業同樣面臨 產

能過剩、市場飽和、價格戰加劇的情況。如何避免

這些行業重蹈光伏行業的覆轍，值得深思。中國市

場空間大，迴旋餘地大，擴大內需是保持經濟穩定

增長的關鍵所在。

(相關新聞刊A4版)

兩幅啟德「港人港地」昨日揭標，中國

海外最終以45.4億元連奪兩地，成交價屬

市場預期上限，每呎地價5,157元，日後每

呎樓價過萬元。首次「港人港地」招標反

應踴躍，並以高價成交，反映土地需求

大，特別是優質土地搶手。不過，樓市越

升，累積的風險越大。市民不可以為地價

高樓市就會越升越有，而須小心入市，量

力而行。

政府去年基於市民置業需求情況，推出

「港人港地」政策，優先滿足港人的住屋需

要，限制外來資金炒作。雖然市場最初憂

慮兩幅地皮受多項條款限制影響地價，但

在上周五截標時，已合共收到29份發展商

標書，地產界反應良好，如今更以高價成

交，說明發展商認為市民置業需求仍然強

大，政府續推土地可應付持續性的土地需

求。

兩幅啟德土地是市區罕有優質土地，競

投反應踴躍並以預期成交價上限成交，結

果並不令人意外。啟德地區發展潛力優

厚，鄰近未來沙中線站，加上啟德郵輪碼

頭即將啟用，因而吸引發展商積極吸納作

優質土儲。發展商表示，入標兩地主因看

好啟德用地發展潛力。與此形成對比的

是，同日開標的朗屏站另一幅發展土地，

雖屬鐵路沿線，具發展潛力，入標反應亦

不俗，但最終只以13億元成交，每呎樓面

地價僅2,876元，造價遜於預期。近期政府

積極推地，即使受「港人港地」條款限

制，發展商更傾向市區優質土地，顯示發

展商對後市仍有信心。

但要看到，本港外圍經濟環境風高浪

急，歐債危機未完全解決，美國經濟難以

顯著復甦，本港外貿活動波動，經濟仍有

下行風險。加上市場憂慮美國聯儲局準備

退市，息口可能在未來一段時期回升。本

港個別銀行日前推出長達10年定息按揭，

銀行的息口舉動亦具象徵意義，意味未來

息口將呈上升格局，樓市隨時存在暗湧。

如果市民承造過高按揭冒險上車，一旦遇

上加息，供息比重大增，樓市逆轉，在財

力不敷供款的情況下，隨時會淪為負資

產。市民必須留意樓市潛在風險，衡量自

身財力，避免因競投土地反應良好而盲目

跟風。 (相關新聞刊A2版)

歐盟打壓中國光伏損人不利己 土地需求大 樓市風險高

參觀港企小學產業園
晤在滬港商港人港生

「先行先試」擬擴至長三角

梁振英籲息政爭抓泛珠機遇
大橋高鐵將落成 「先行先試」擴範圍 發展規模前所未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夢珊、孔雯瓊 上海報道) 特首梁
振英一行20餘人昨日到上海航運交易所參觀考察。梁振英
在參觀時表示，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指出要保
持和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香港和上海的關係
十分密切，互補性也非常強，這兩個中心如何能夠配合
好，這是我們香港特區政府接 要研究的一個課題。」

在參觀期間，上海航交所總裁張頁介紹說，上海航運交
易所在航運交易、航運金融、航運信息等現代航運服務業

「雙重承載」領域的工作，又指上海目前正在建設國際航運
中心，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滬港雙方可以在多個領域
進行合作。

考察航運交易所 CY有啟發

梁振英坦言，「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上海在航運交易
方面做了不少有國際性及有國際層級的創新。「在交流
中，給了我不少新的啟發」，而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
明確指出要保持和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香港
和上海的關係十分密切，互補性也非常強，這兩個中心如
何能夠配合好，這是我們香港特區政府接 要研究的一個
課題。」

隨後，梁振英一行在張頁總裁的陪同下，參觀了集裝箱
班輪運價備案中心、船舶交易市場及集裝箱班輪運價衍生
品交易平台。

目前，上海口岸約有83%的出口貨物和80%的進口貨物
以低風險驗放方式通關，此類貨物單證的海關平均作業時
間由改革前的15分鐘縮短至7分鐘至8分鐘。去年8月1日，
上海海關開始實施通關作業無紙化改革試點，截至今年4月
底，上海關區納入無紙化的報關單已佔同期報關單總量的
27.3%，平均通關時效由半天縮短至30秒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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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夢珊 上

海報道) 行政長官梁振英4日展開在
上海的兩天訪問。昨天上午，梁振
英一行參觀了兩家港企，包玉剛實
驗小學、外灘8號橋創意產業園
區，並與在滬港商、香港專業人士
及香港學生會面。

參與國家發展非僅限商業

昨天上午，梁振英特首來到了包
玉剛實驗小學，來到教室與孩子們
親切互動並仔細聆聽了學校創辦人
對學校的介紹。他鼓勵學生「在上
海好好學習、好好生活，長大之後
可以貢獻國家貢獻香港」。

被問及為何要選擇來到包玉剛實
驗小學，梁振英說，雖然這間小學
創辦的時間不長，但是非常的受內

地國際和香港家長的歡迎和重視，
這說明了香港人在國家不斷發展的
過程當中，香港人的參與並不只是
一般的商業活動。在教育方面，港
人也可以把香港的方式香港的理
念，國際的方式，國際的理念引入
內地。

在8號橋，梁振英參觀了園區內
綠創意Lifestylegreen、BENE、希仕
萊建築設計公司等創意領域的代表
企業。他說，8號橋項目並不是純
粹的地產項目，在這個6萬平方米
的園區是作為設計和概念的載體：

「我認為這一點發揮的非常好，構
思和投資的是香港人，在其中設計
和有關的企業有不少。這也是香港
人參與上海和內地城市發展的一個
新的成功的嘗試。」

主動談港老年化：設施需方便長者
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上海與在滬
港人見面時說，香港正在面臨
老年化的問題，在社會各項設
施上都要考慮老年人的方便，
比如房屋設計上要照顧長者安

全，不論在電梯還是大堂或是室內
浴室都要安裝扶手和鋪設防滑地
磚，電梯內還會設有座椅，方便腿
腳不便的長者休憩。

在見面會上，梁振英特別在講話
上強調了對待老年人的問題。他表
示，香港正在面臨老年化的問題，
在社會各項設施上都要考慮老年人
的方便。據悉，30年後，香港65歲
以上老年人會由94萬上升到256萬，
政府很重視老年化問題，解決老年
人住房問題也是政府重點項目之
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沈夢珊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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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夢珊、孔雯瓊 上海報

道)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總結2日上海訪問行程時
指出，他昨日與在上海工作的香港人會面時，
不少人都要求將《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安排》(CEPA)從廣東衍生至長三角，
及希望做好香港與內地執業資格互認。梁振英
回應說，他在《施政報告》中已提出，希望將

「先行先試」計劃擴展至其他省份，並獲中央
政府的同意，而發改委已同意將「先行先試」
擴展到泛珠的九省區，「這是一個突破」，特
區政府希望在這個基礎上，將「先行先試」擴
至長三角。

「上海與香港是兄弟姊妹城市」

梁振英昨日在離開上海前，總結了自己在2天

共24小時的行程。他說，自己前日抵滬後，與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會面和
接受他的宴請。「上海與香港是兄弟姊妹城
市，大家的關係十分密切，互補性亦相當強。
我與韓正書記有比較有用、深入和廣泛的交
談，希望在這個基礎上，日後兩個城市和兩個
政府能夠有更多的合作。」

滬發展快 為港人提供就業機會

他續說，自己於昨日與在滬港商、香港專業
人士及香港學生會面，並對在上海見到那麼多
港人的代表感到高興，「有不少港人在上海工
作、生活、經營，產業面十分廣泛，說明上海
的發展很快，為大量的香港青年和香港專業人
士及工商界人士提供了就業機會」，並感歎現在

出現新機會的機遇比以前更多。
梁振英指出，在會面時，有專業人士提出，

希望特區政府做好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專業服務
和執業資格的互認工作，不少人則要求目前在
廣東的「先行先試」計劃能夠伸延到長三角，

「我在施政報告提出過這個建議，已經得到了中
央的同意。我去了北京之後，向大家報告了發
改委願意將我們在廣東先行先試的做法以及所
得到的優惠拓展到泛珠三角的九個省區」。在這
個基礎上，特區政府將會在這方面努力，為長
三角包括在上海經營工作的上海人提供更加大
更加好的機會。

就有專業人士提出希望能夠做好兩地的專業
服務和執業資格的互認工作，他說，這也是特
區政府的努力方向。

在前日拜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
書記韓正後，梁振英昨日在上海出席第二

屆城市土地學會亞太地區峰會及在開幕典禮上
致辭，又參觀了當地兩家港企、包玉剛實驗小
學，並與在滬港商、香港專業人士及香港學生
會面，參加香港商會午宴並講話，及參觀了上
海航運交易所（見另稿）。

內地城市化利港專業界

梁振英在第二屆城市土地學會亞太地區峰會
及在開幕典禮致辭時指出，細看今天上海或任
何其他內地城市的天際線，很難相信有關的房
地產市場只有25年歷史，這亦是最快速而且最廣
泛的城市化發展。目前，內地城市化率大約是
53%，世界銀行預測到2030年，內地城市人口將
達到70%，城市化及相關行業將是中國經濟的增
長引擎之一，這對專業人士提供了機會，對所
有土地專業人員來說，今天的中國更加是最大
和最有利可圖的市場。

「打開大門」續任知識提供者

他說，香港除了有地域優勢外，在文化及語
言方面也和內地城市相近，因此在內地城市化
過程中香港將可受惠。目前，香港主要向內地
出口專業服務，在11個本港專業團體中，至少有
5個行業在內地的收費比在香港更高。作為內地
城市化的「知識提供者」，香港願意隨時打開大
門，在城市化方面與內地分享經驗及意念。展
望未來，他深信香港將繼續受惠於內地城市的
轉型，繼續保持作為內地「知識提供者」（Chief
Knowledge Officer）和「信息提供者」（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的角色。

梁振英又指，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很大程度上
取決跨境連接，香港正在建設26公里長的廣深港

高速鐵路香港段，以銜接內地16,000公里長的高
速鐵路網絡。另一個重大項目就是42公里長的港
珠澳大橋，預計工程在2016年完成，這將大大減
少香港、澳門和珠海之間的旅途時間，有助開
拓珠三角西部市場。他深信，相關鐵路和橋樑
工程，將使香港與珠三角城市之間的商業和社
會交往更快更容易，能造福香港、內地省市及
在當地工作生活的人士。

為港品牌拓內地市場做準備

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本 今屆政府做
事的目標和特質，就是繼續為香港做好實事，及
重視香港人、香港企業在內地，包括在上海的發
展機遇和盡量支持和滿足他們的發展需要。因
此，當局也十分重視港企在內地發展情況。他表
示，「十二五」規劃的目標是刺激內需，增加服

務業份額，及提升城鎮化水平，這會使內地成為
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香港企業將由此獲得極大
的業務發展空間。香港企業應該把握內銷機遇、
構建技術轉移平台、關注城鎮化的機會和環保產
業的需求，為香港品牌打進內地市場做準備。

ULI駐港證服務中心地位

他又以美國為總部的城市土地學會（ULI）的
亞太地區總部設於香港為例，說明其對香港作
為國際專業服務中心、國際知識、專業技術和
信息中心的重視，是次參加的人多，層次亦較
高，標誌香港在國家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在專
業服務、專業知識和專業信息方面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而他早在去年就答應出席此次峰會，
認為可以體現香港作為亞太區，尤其是作為中
國的一個專業服務中心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沈夢珊）

正在上海訪問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表示，希望港人放下政治爭拗，把握

珠三角發展的機遇，尤其是港珠澳大橋

和廣深港高速鐵路會在未來3年內相繼落

成，國家發改委早前亦已同意將在廣東

「先行先試」的做法和所得到的優惠，擴

展到泛珠的九省區，今後「泛珠三角城

市圈」的經濟發展規模會是前所未有

的，香港應思考如何把握機遇。

■梁振英參觀上海航運交易所。

■梁振英(前右二)參觀8號橋創意產業園

區，了解園區的發展。

■特首與官

員參觀包玉

剛實驗小學

設施，並與

學生交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