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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越富越不安 學者倡訂長中短策增年輕人機遇

七成中產憂下代差過自己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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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一直致力發展高科技行業，以豐
富本港產業的多元性。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天發表網誌指，上周到
倫敦和巴黎訪問時，向英法企業推介本港作為進入中國內地和東南
亞市場的平台，並加強人民幣業務合作，以及鼓勵年輕人到香港開
拓事業。他又指，政府近年大幅增加科研經費，令香港已在多個研
究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未來須加速上游成果的技術轉移，帶動
中下游商品化的開發工作，才可進一步推動科技產業發展，並期望
政府可加強吸引專才成立科研公司。

曾俊華在網誌表示，香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大幅增加大學學位，
招聘了不少頂尖科技研究人員加入本地大學，政府也大幅增加科研
經費，去年投入接近60億元。經過逾20年的努力，香港已在多個研
究領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

經過本港各研究團隊多年的努力，他認為香港院校在一些優勢範
疇，如醫療科技、藥物科技、分子科技、環保科技以及資訊科技
上，已累積了不少上游科研成果，也培訓了一批科研人才。

他認為未來如進一步推動科技產業發展，就須要加速上游成果的
技術轉移，帶動中下游商品化的開發工作。他指出，除了在今年預
算案撥款支持院校成立技術轉移辦公室外，在參考業界的建議和外
國企業的經驗後，他期望政府可以加強吸引專才成立和投身於科研
公司、協助新成立的小型科研公司尋找客戶和投資者、鼓勵私人資
金參與研發等方面多做工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西安24日電，香港著

名企業家、慈善家李嘉誠日前在西安參觀秦始皇

帝陵與秦兵馬俑坑，他感覺「難以置信」。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院長曹瑋向李嘉誠介紹了有關秦始皇

陵及兵馬俑坑的情況，當得知秦始皇陵園範圍是

56平方公里，修建時間長達38年，最多有72萬人

參與修陵工程時，李嘉誠非常吃驚，表示「太不

可思議了」。

據參與接待的鄭蕓菁介紹，當進入兵馬俑一號坑

展廳，看到如此巨大、數量眾多的陶俑，李嘉誠有

些激動，他問曹瑋：「這些陶俑有多高？」曹瑋回

答說：「大概有兩米，這包括陶俑髮髻和腳踏板的

高度，如果除去，應該比今天的人稍高一點。」李

嘉誠緊接㠥又問：「秦始皇為甚麼要做這麼大的陶

俑呢？」曹瑋作了解釋並說：「這種大型陶俑之前

沒有，之後也再沒有。」

參觀過程中李嘉誠始終保持濃厚的興趣，他還問

「兵馬俑的眼睛是甚麼顏色的，黑色還是褐色？」曹

瑋回答道：「陶俑有黑眼球、白眼仁，就連上下眼

睫毛，工匠都精心畫上去了，非常寫實！」

當在三號坑看到色彩豔麗的陶俑彩繪照片，李嘉

誠更是驚嘆不已地感慨：「不容易！兩千年前的陶

俑做的這麼漂亮，有這麼亮麗的色彩是我沒有想到

的！」

李嘉誠一行日前因事來到西安，在行程中間抽時

間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參觀。

財爺：加速推科研商品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明愛向晴軒調查
發現，面對內地和香港經濟融合，家庭收入愈高
者，愈覺得融合會增加自己或子女的發展機會。
雖然不同階層受訪者的主流意見都覺得融合利弊
參半，但收入較高的家庭略傾向於認為是利多於
弊。港大社會學系主任呂大樂解釋，中、高收入
家庭比較有機會受惠於兩地融合的政策如CEPA
等，他又提醒政府要小心分配因融合而產生的機
會予不同階層人士，以免造成社會上的矛盾。

內地和香港經濟融合帶給香港不少機遇，對於

融合帶給自己或子女的發展機會，家庭收入愈高
者，愈見樂觀。29.1%「中產」認為融合後，機會
將會更多，「小康之家」則有22.7%，低收入家庭
只得13.9%。至於兩地融合帶給子女的機會，家長
普遍都覺得會比自己更多，高達46.6%「中產」父
母認為子女會得到更多發展機會，「小康之家」
有37.6%，低收入家庭亦錄得31.4%。

CEPA最大得益者屬高薪人士

雖然無論家庭收入多少，都有六成或以上受訪

者認為融合利弊參半，但收入較高的家庭仍然傾
向於認為是利多於弊，「中產」有18.4%，「小康
之家」有12.8%，低收入家庭有11%。呂大樂解
釋，現時到內地工作的港人都是專業或經理級人
士，他們都屬高收入的一群，而且兩地融合的政
策如CEPA等最大的得益者都是高收入人士，故他
們認為融合利多於弊亦很正常。

呂大樂提醒政府要小心分配因內地與香港融合
而產生的機會予不同階層的人士，否則會容易產
生社會上的矛盾。他建議，政府或相關部門應就
內地和香港經濟融合政策、制度、資源、人才培
訓及支援有更長遠的計劃，而在融合過程中，如
何保障港人優勢，以減少他們對前景的憂慮更是
政府應特別關注的一環。

收入越高 越覺兩地融合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明愛向晴軒以電話訪問了逾

1,800個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家長，了解他們在工作、家庭生活

及養育子女方面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當中發現，家庭收入越高

的家長對下一代前景越感悲觀，逾七成「小康之家」及「中產」

的家長都認為下一代發展會較自己一代差。港大社會學系主任呂

大樂表示，原因可能與家長對社會前景、流動性等感到不安和悲

觀有關，建議政府要有更清晰具體的長、中、短策劃，增強年輕

一代的發展機遇。

調查於今年1月8日至2月19日以
電話訪問方式進行，共訪問了

1,855名家長，並以他們的每月家庭
收入劃分為3個組別，1萬元至19,999
元為低收入家庭；2萬元至49,999元
為「小康之家」；5萬元以上為「中
產」。結果發現收入愈高的家長對下
一代前景愈感悲觀，72%「小康之家」
及72.2%「中產」的家長都認為下一
代發展會較自己一代差，低收入家庭
則錄得62.4%。而認為下一代前景較
自己一代好的低收入家庭有21% ，

「小康之家」則只有12%，「中產」
更低至7%。

營商環境差 中小企難發展

52歲的呂先生是一間小型企業的老
闆，育有一名6年級的兒子，近日已
忙於為兒子升到一間中學四處打點。
他坦言，現時家長對子女的溺愛令時
下的年輕人的人際關係、自主能力等
都比自己一代差，故對自己兒子的前
景感到相當憂慮，「（上世紀）80年
代我還可以創業，做一間小型企業的
老闆，擁有不錯的收入，但我覺得我
兒子將來就一定做不到了」。他又認
為現時的營商環境較以前差，中小企
業完全沒有發展空間，呼籲政府多加
支援。

呂大樂表示，家長對子女日後發展
普遍感悲觀，可能與他們對社會前
景、流動性等感到不安有關。他說，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學生只要有
一樣課外活動已經很足夠，但現時的
要求卻是愈多愈好，還要會樂器才算
勉強合格；就算考上大學亦不能確保
會找到一份穩定、滿意的工作，因為
現今社會有太多大學生，公司除要求
高學歷又要有其他技能。他建議政府
要有更清晰具體的長、中、短策劃，
如加強學生職前培訓，讓他們充分理
解自己的目標，增強年輕一代的發展

機遇。

專家籲「正向心理」育兒
明愛督導主任郭志英指，相關結果

反映出家長的焦慮，她提醒家長要以
「正向心理」面對養育子女的問題。
若發現自己情緒有問題，應及早尋求
他人或機構的協助，建立平衡、快
樂、健康的生活態度及方式，以免壓
力爆煲。

■呂大樂（左）解釋，家長對子女日後發展普遍感悲觀，可能與他們對社會

前景、流動性等感到不安有關。 陳廣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