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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發表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就移

民政策、生育及勞動市場等方面諮詢公眾，建

議從增加勞動人口數量及提升質素、鼓勵生育

等5方面應對未來人口挑戰，當中包括為現有輸

入外勞制度重新定位。事實上，本港目前低技

術行業存在人手不足的問題，但輸入外勞又備

受爭議。當局有必要在保障本地勞工就業的前

提下，謹慎地制訂輸入外勞政策，既顧及社情

民意，又避免因勞工短缺窒礙發展。本港人口

老化加速，政府應未雨綢繆做好人口政策全面

長遠規劃，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本港出生率持續下降，同時勞動市場接近全

民就業，洗碗、看護的工種人手嚴重短缺，出

現有工無人做的現象，有關行業飽受請不到人

之苦。同時，多個大型基建動工，建築業同樣

人手嚴重短缺。在此情況下，工商界要求輸入

外勞，希望藉以紓緩人手緊張、降低經營成

本。但本港的勞工團體反對輸入外勞的意見強

烈，輸入外勞面臨強大的民意阻力。在處理輸

入外勞的問題上，政府必須小心謹慎，充分兼

顧各方面的利益。保證本地勞工就業和待遇是

優先考慮。對於一些厭惡性行業，本地勞工不

願意做的行業，政府可以適當考慮增加輸入外

勞的配額，而當經濟形勢、就業市場轉差時，

輸入外勞政策也應及時收縮。

單程證制度已成為本港增加人口的重要途徑

之一。近期本港有意見認為，為了提升本港的

人口質素，應把單程證的審批權從內地轉移到

特區政府手中。單程證的目的是基於家庭團

聚，符合人道主義的要求。基本法也規定，單

程證的審批權屬於內地，即使在港英時期也沒

有異議，現在香港沒有必要改變。從現實來

看，內地申請單程證來港的人士眾多，特區政

府難以掌握情況，根本沒可能審批，必須依靠

內地有關部門把關，才能確保內地居民有序合

法地來港定居，避免引起混亂。

人口老化是難以抗拒的大趨勢，香港也不可

能逆轉，更凸顯做好人口全面規劃的迫切性和

重要性。以往由於缺乏人口政策的長遠規劃，

衍生不少社會問題，「雙非」就是典型例子。

特區政府不能把握「雙非」童的數目、未來去

向，對本港的教育、醫療造成不明朗因素。因

此，政府應統籌各部門，結合經濟、產業、福

利的綜合因素，做好本港未來十年、二十年的

人口規劃和應對部署，防止人口老化加速而妨

礙香港發展。 (相關新聞刊A2、A4版)

表明要以違法手段「佔領中環」的發起人，

於今年5月向公司註冊處提交資料，申請成立一

間無股本擔保的有限公司以籌款及推動「佔

中」，被公司註冊處質疑他們成立公司的目的並

非「合法目的」。本港《公司條例》清楚列明，

公司只可為合法目的而組成。「佔中」是違法

行為，怎麼可能合法註冊？特區政府必須堅守

法治底線，絕不能讓這個違法組織註冊為合法

的公司。「佔中」搞手最近竟然勾結「台獨」，

說明「佔中」的本質不但要衝擊本港法治，更

要把「佔中」行動引向「港獨」的方向，挑戰

「一國」原則。這種既違法又勾結「台獨」的

「佔中」，更不可能合法註冊。

本港的《公司條例》早已列明，公司只可

為合法目的而組成，當局在審核申請時將考

慮會否「構成刑事罪行」、「令人反感」或

「違反公眾利益」。英國或美國等的公司法

例，都明確要求公司須承諾在不違反法律的

前提下開展業務。「佔中」不論是哪一種方

式進行，違法的本質已是無可抵賴。何況，

連「佔中」發起人也多次公開承認「佔中」

是違法的。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政府都不能容

許如此挑戰法治的行為。

「佔中」搞手李卓人、鄭宇碩、朱耀明日前赴

台向「台獨」勢力「求援」，「台獨」分子亦公

開聲援「佔中」行動，並表示會派員參與其

中。這顯示「佔中」的本質不只是破壞香港法

治，而且與「台獨」合流，從事分裂國家活

動。這是公然挑戰基本法、挑戰「一國」原則

的行為。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怎可能讓

一個違反香港法律的組織堂而皇之的註冊為公

司？當局必須堅守底線，強硬回絕「佔中」的

註冊申請，以彰顯本港的法治精神。

事實上，「佔中」將「台獨」引入香港，

不但阻礙本港的普選進程，更會令本港走上

暴力對抗的歪路、邪路，將香港推向動盪的

深淵，損害700萬市民的利益。為此，社會各

界近日接連抨擊「佔中」禍害香港，先有40

名建制派議員簽署跨黨派聯合聲明公開譴

責，昨日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亦發

表嚴正聲明，表明堅決反對「佔中」發起人

與「台獨」合流，強烈譴責反對派將暴力政

治引入普選，禍港殃民，反映社會各界的強

烈民意，這對「佔中」人士是一個嚴正的警

告。「佔中」搞手必須懸崖勒馬！

(相關新聞刊A6版)

解決現實問題 做好長遠規劃 違法又勾結「台獨」「佔中」不可註冊

慎用公帑谷生仔紓老化
林鄭：參考外國諗計 盼營造有利環境開枝散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本港人口老化不

斷加劇，與出生率長期處於低水平有關，如何提

升本港出生率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其中一個主

要任務。昨天公布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提出，

當局在未來需締造有利環境讓市民生兒育女。政

務司司長、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表示，將會參考

不同國家及地區的鼓勵生育政策，如懷孕開支津

貼、更易取用生殖科技治療、侍產假、稅務優惠

或小孩津貼等，但亦有部分地區的出生率在推出

相關政策後仍處於低水平，林鄭月娥認為本港需

要謹慎利用公帑，推出有效政策，才能有效紓緩

人口老化問題。

本港的生育率自1981年開始下降，由逾1.9下跌至2003
年的0.9，雖然之後有所回升，但仍是發達經濟體系

最低的地區之一。林鄭月娥指出，2012年本港生育率亦只
有1.3，「恐怕今後亦將保留於1.2的水平」。

「4字頭」「剩女」30年升至17% 

生育率持續處於低水平，主要是由於現今婦女的婚姻率
有所下降，本港年齡介乎40歲至44歲從未結婚的比例，由
1981年的3%上升至2011年的17%，本港婦女遲婚及延遲生
育亦影響本港生育率，本港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由1981年
的23.9歲，上升至2011年的28.9歲，女性於結婚後首3年誕
下首名子女的比例亦由90%下降至70%。

逾半港女想生2個「做不到」

雖然本港生育率較低，但不代表本港女性無意生育。林
鄭月娥指出，調查指逾半本港女性有意生育2名子女，實
際上「做不到」的，主要是擔心「責任太大」及「經濟負
擔重」，故當局如何在未來締造有利環境讓市民生兒育女
將會是人口政策中的一項重點，「雖然我們不應干預個人
的生育決定，但應營造有利環境，盡量滿足個人成家立室
及生兒育女的意願」。
諮詢文件指出，參考外國的生育政策，北歐國家如丹麥

及瑞典以協助婦女兼顧家庭及事業為目的，推出較長侍產
假、稅務優惠或小孩津貼等政策，令生育率一直處於較高
水平，但所需開支非常大，且當地有高稅率去支持。此
外，台灣及新加坡等亞洲經濟體亦有鼓勵生育政策，但兩
地的生育率在政策介入後仍處於低位。

減生育成本 勝供經濟誘因

她表示，當局對任何政策都採開放態度諮詢，但認為無
論提供甚麼現金津貼，都不足以滿足供養子女水平，「減
低生育成本的政策，比直接提供經濟誘因有更大影響」。
當局將會諮詢市民對一系列措施看法，包括懷孕開支津
貼、令市民更易取用生殖科技治療、提供有薪親子假期、
資助托兒服務及彈性工作時間等，期望令生育率回升。

學者：最重要增人口質素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認為，人
口政策諮詢文件指出人口問題的迫切性。他認為，最重要
是提升人口質素，又指現金誘因只對部分婦女有反應，提
供良好生育環境才是雙贏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人口政策
諮詢文件提及當局不會以雙非兒童作為解決
人口挑戰的辦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天
表示，當局無法確定雙法兒童「何時來、如
何來、來多久、何時離開」，情況很難預
測，而且雙非兒童亦會為本港帶來一連串問
題，所以當局才會在今年推出「零配額」政
策遏止雙非嬰在港出生。她又指，單程證計
劃目的在於幫助香港與內地家庭團聚，所以
不會在審批上加入教育及技術水平等要求。
雙非嬰兒近年為本港的醫療及教育帶來巨

大衝擊，面對本港出生率下降，有意見認為
政府可以借雙非嬰兒為本港帶來新一批勞動
力，但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否定有關做法。
諮詢文件中表示，假設是2013年後不會再有
雙非嬰兒出生，而已經出生的20萬雙非嬰
兒，估計有一半會在21歲之前來港，對小一
學位的需求，由2016/2017學年至2018/2019
學年會是高峰期。
林鄭月娥表示，當局不應視雙非兒童為解

決人口挑戰的辦法，她認為這些兒童「何時
來、如何來、來多久、何時離開」，全部都
是很難預測，反之為本港帶來一連串的問
題，雖然自2013年實施「零配額」政策後，
成功遏止了雙非嬰兒在港出生，但現時仍然
有20萬在2013年之前在香港出生的雙非兒
童，他們的服務需求有待解決，所以當局亦
會在各方面照顧這些雙非學童。港大社會工
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羅致光則表示，報告
沒有推算出雙非或跨境兒童對各樣社會服務
需求，根本難以制定政策。

單程證審批不能收回

對於近日有立法會議員要求收回單程證的
審批權，林鄭月娥指出，單程證的計劃是有
其憲制的基礎，所以本港不能收回有關審批
權。她又認為，單程證純粹是一個家庭團聚
的目標，「透過單程證來香港的人士中，有
49%是和配偶團聚，另外49%是子女和父母
團聚，剩餘的2%都是一些無依無靠的兒童
來香港投靠親人」。林鄭月娥表示，近年跨
境婚姻愈來愈多，這些家庭他們都是需要團
聚，所以不應該用教育、技術、專才的水平
去額外審批，影響家庭團聚，否則本港在人
權方面可能會被人批評，所以即使本港收回
單程證審批權，亦不會改變現有以家庭團聚
為目標的政策。

每日限額補勞動短缺

另外，亦有意見要求減少單程證每日限
額，林鄭月娥表示，在2012年整年差不多
全部每日150個名額都被用盡，加上政府看
到現時的新來港人士的教育水平都是愈來
愈高，超過86%是已經持有中學或者以上
的教育水平，所以透過適當的培訓，他們
正正是可以補充香港現時勞動人口的短缺
問題。

倡增教育培訓 重量兼顧保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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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人
口政策督導委員
會昨日發表的諮
詢文件，從多方
面探討本港的人
口問題，包括鼓
勵婦女、新來港
人士、殘疾人士
及少數族裔人士
投入勞動市場。
委員會又認為，
應同時兼顧勞動
人 口 的 質 素 問
題，建議提升教

育及培訓，確保青少年擁有未來經濟發展所需
技能，並重新確立職業教育的價值，作為傳統
學術課程以外的選擇。

釋主婦勞動力不宜設指標

諮詢文件指出，2012年本港共有160萬名年齡
介乎15歲至64歲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當中多
達39.8%為料理家務人士。另一方面，2012年女
性勞動人口參與比率僅得49.6%，明顯低於男性

的68.7%，人口政策督導委員認為應鼓勵家庭主
婦投入勞動市場。但消息人士亦指出，不宜為
釋放婦女勞動力設下指標，因為當中亦存在矛
盾問題，「例如更多婦女外出工作，便可能削
弱照顧家庭的能力，必須取得平衡。」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又建議透過適當的培訓及

支援服務，推動新來港人士、殘疾人士及少數
族裔人士紓緩緊張的勞動市場，同時亦有助社
會。諮詢文件又建議提升教育及培訓，確保青
少年擁有未來經濟發展所需技能，令本港勞動
人口重「量」之餘亦「質」。文件又建議構建友
待長者的環境，推動積極樂頤年，讓長者可以
繼續貢獻社會，同時應探討如何發展銀髮市
場，以及便利長者在內地養老的措施。

明年施政報告或提共識議題

消息人士表示，今次諮詢正值施政報告及財
政預算案諮詢期，當中肯定與人口政策扯上關
係，部分已有共識的議題，或會先於明年1月發
表的施政報告提出，而今次諮詢文件未有太多
篇幅談及退休保障，是因為扶貧委員會正在跟
進，對於人口老化下的醫療福利公共開支，庫
務科下的公共財政計劃小組，正研究有關公共
開支的承擔和可持續性。

■陳小姐
指政府應
確保教育
機會供兒
童應讀。
黃國邦 攝

■彭太希

望政府能

推 出 津

貼，減輕

生子經濟

負擔。

黃偉邦 攝

港府推算由2018年開始，

每10個適齡工作人士撫養3.5

個長者及兒童的比率，將於

2041年倍增至7.1個。

黃偉邦 攝

▲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在

文件中提出，當局在未來

需締造有利環境讓市民生

兒育女。 黃偉邦 攝

鼓吹違法「佔領中
環」的香港反對派
中人，日前赴台尋

求「台獨」分子施明德
的「支援」。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發
表嚴正聲明，堅決反對
「佔中」「台獨」合流。

詳刊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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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與中
國人民銀行行長周
小川和中證監主席

肖鋼會面，爭取放寬每日
20,000元人民幣的兌換上
限。梁振英在離京前會見
傳媒時表示，人民銀行對
放寬兌換上限的反應正
面、積極。 詳刊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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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央視播出的
《習仲勳》紀錄片
中，原國家副主席

高崗首次以正面形象出
現。今日是高崗誕辰108
周年紀念日，高崗侄孫
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期
待有為高崗歷史功績正
名的一天。 詳刊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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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安局被指竊
聽德總理默克爾私
人手提電話多年。

默克爾致電美總統奧巴
馬抗議，奧巴馬稱美國
「現在、未來」也不會
監聽她的通話內容，但
避談「過去」有否監
控。 詳刊A16

國
際

美
支
吾
︰
以
後
不
會
了

德
問
罪
︰
你
偷
聽
我
？

部分新鮮糧食店不
但未有妥善冷藏冰
鮮肉，更將冰鮮肉

當新鮮肉出售，違規情
況日益嚴重。申訴專員
批評食環署「規則雖嚴
但執法寬鬆」，對違規
情況更近乎視若無睹。

詳刊A22

港
聞

冰
鮮
當
新
鮮

食
署
縱
容
肉
店

版 面 導 讀

下次攪珠日期：10月26日

10月24日(第13/124期) 攪珠結果

頭獎：$27,369,500 (1注中)

二獎：$805,350 (2.5注中)

三獎：$51,870 (103.5注中)

多寶：—

9 10 22 24 43 44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