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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透
露，剛過去的端午節3天假期，內地訪港旅
客下跌2.5%。他指出，在討論調整個人遊政
策時，須先了解香港整體社會可以或願意承
受多少經濟代價。事實上，香港是打開門迎
四方客的旅遊城市。面對內地遊客減少的新
情況，香港不宜多討論「減客」，以免給外
界「趕客」的負面形象；相反，應聚焦討論
擴建設施，改善旅客接待安排，以維持本港
旅遊業及相關消費行業的穩定發展。

近期內地旅客來港人數已經出現下降的趨
勢，而在前兩年，內地訪港人數每年都維持
在2成或以上的升幅，2010年更錄得6成的升
幅。這說明內地訪港旅客人數已經開始放
緩，當中一方面是由於內地經濟增長減慢，
加上人民幣貶值、旅遊模式改變等因素影響
旅客來港意慾；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一些激進
人士，近期屢屢發動針對內地旅客行動，在
鬧市旺區不斷上演「辱客」鬧劇所致。內地
有傳媒的網上調查就顯示，26%內地人指不
想被歧視，未來一年不會來香港，反映針對
內地旅客的行為已經損害了本港的旅遊形象
和收益。

全世界的旅遊城市都想盡辦法爭取高消費

的回頭客，吸引他們下次再來消費購物。然
而，本港現時卻在討論削減內地個人遊旅客
數量的問題，擺出一副「趕客」的姿態，給
人一種不尊重內地遊客的感覺，令這些高消
費的回頭客寧願改去其他地方旅遊購物，導
致本港對內地旅客的吸引力正此消彼長。這
種趨勢持續下去，不但會衝擊本港的零售市
場以及內需經濟，而且數以十萬計旅遊相關
行業從業員的生計也會大受影響。本港4月
零售數據錄得自 2009 年 2 月以來的最大跌
幅，已經敲響了旅遊業的警鐘，現時如果社
會繼續糾纏於「減客」的討論實屬不智，只
會進一步損害本港旅遊城市的形象。

應該看到，近期出現一些與內地旅客有關
的爭議，也反映本港旅遊承載力有待加強的
問題，這些問題完全可以通過理性務實的態
度討論和解決。一些激進人士故意煽風點火
挑動兩地民眾矛盾，是別有用心。社會應集
中研究改善措施，包括交通上的配套、旅遊
景點的開發及分流、如何優化「一簽多行」
以打擊水貨客活動，積極擴大本港旅遊業容
量等，在減輕對市民不便的同時，加強本港
的旅遊承載力。

（相關新聞刊A1版）

「減客」多說無益 聚焦改善措施
七國集團（G7）峰會發表聲明，聲稱對當前

東海和南海的局勢表示嚴重關切。必須指出的
是，無論美日在國際上搞什麼小動作，都動搖
不了中國維護主權和權益的意志和決心。少數
國家以為有美日撐腰就可以肆意侵犯中國主權
和權益，顯然是打錯了算盤，中國必將予以堅
決回擊。

繼日前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峰會，美日
一唱一和抹黑中國後，如今又借G7峰會的舞
台無理指責中國，目的還是要在國際場合混淆
是非，肆意攻擊中國。事實上，日本妄圖單方
面國有化釣魚島，在東海問題上改變現狀製造
緊張的正是日本，而非中國。日本公然介入南
海爭端，慫恿菲越將南海爭議訴諸國際法庭，
多番聲明願意提供船艦援助菲越，明裡暗裡支
持菲越挑釁中國底線。現把與歐洲無關的東海
南海問題帶到G7峰會，更說明日美企圖在外
交上包圍中國的戰略考量。此次G7峰會的主
要矛頭指向俄羅斯，又向中國擺出咄咄逼人的
姿態，只會促使中俄更加抱團合作，共抗外力
圍堵。

G7峰會前有日本媒體稱，峰會將首次對中國
進行指名道姓的批評和譴責，顯示以美國為首
的西方「七國集團」合力對付中國。事實卻

是，G7 峰會發表的公告雖然提及東海南海問
題，但並沒有出現指名道姓批評、譴責中國的
情況。日本的企圖並沒有得逞。歐洲與中國不
存在地緣政治衝突，互不視對方為軍事對手。
相反，歐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是
歐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歐洲各國明白，加強
與中國的互利合作將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這
是美日都不可能提供的。中歐都尊重由《開羅
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確定的戰後
國際秩序，在防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死灰
復燃有強烈的共同語言，更希望共同推動世界
多極化，促進全球和平穩定。因此，歐洲的政
治家對待中國問題頭腦要清醒，不要任由美日
擺佈，充當包圍中國的「棋子」。

事實上，在東海南海問題上，中國才是真正
的受害者。不論釣魚島、南沙群島的領土，還
是東海南海的資源，中國的固有權益長期被侵
佔，但中國都保持克制的態度，現在反倒一再
蒙受無理指控，實在不公平、不合理。中國維
護主權領土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美日以為煽
動周邊國家挑釁搗亂，不斷在國際上施加壓
力，就能逼中國屈服，阻止中國壯大，不過是
枉費心機。

（相關新聞刊A7版）

無懼惡意攻擊 中國堅決回擊挑釁
A2 重要新聞

小一派位「圓夢率」13年新低
「專網」北區額僅300餘 千名跨境生勢叩門「激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港小學

統一派位結果明揭盅，教育局昨率先公布

今年的派位數據。在參加小一入學統一派

位的約2.9萬名學童中，只有66.4%成功

獲派首三個志願學校，成功率跌至13年來

新低。今年派位首設專門「跨境校網」，

共有2,671名跨境生申請學位，但全網只

有300多個來自北區小學的學額供他們

「大抽獎」，其餘將獲派東涌、黃大仙和

馬鞍山等區。北區小學校長會預計，大部

分跨境生期望返回北區升小，放榜後勢掀

起叩門潮。

根據教育局資料，今年有29,124名學童參加小一
入學統一派位，獲派首三志願學校的兒童共

19,343人，成功率為66.4%，較去年的68.2%為低，
跌至13年的新低，連同已經結束的自行分配學位階
段計算，整體滿意率為80.8%，較去年下跌1個百分
點。

周末日領證 下周初註冊
參與派位學童的家長，可於明天及後天到所屬派
位中心領取「小一註冊證」，並於下星期二或三到
獲派學校註冊。
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張勇邦表示，統一派位成功率
創新低主因是適齡升小人口上升，而「跨境校網」
也是其中一個影響因素，令某些學額原本已經緊張
的地區，尤其是邊境地區更難獲派首三志願，而一
些「未收爆」學生的地區如東涌則無大影響。他續
指，明年升小人口繼續增加，而家長心儀的學校不
會突然增加學位，相信成功率會持續下降。

「不選也派」添競爭 家長感頭痛
教育局的資料又顯示，今年有4,045個跨境學童參

與升小機制，其中1,374獲得自行收生學位，其餘
2,671將納入今年首設、專門供跨境生而設「跨境專
網」，網內包括屯門、元朗、大埔、東涌、黃大仙
和馬鞍山等的學校，而受跨境生青睞的北區共有
300多個學額。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表示，教育局採取
「不選也派」原則，估計有1,000多名首選北區的
跨境學生「抽籤」競爭300多個學額，而其餘大部
分學童將獲派遠離北區的地區，令家長大感頭
痛，並估計派位結果不理想的家長會返回北區學
校叩門，粗略估計區內只有不足300個叩門位，連
同區內不滿派位結果的本地家長在內，區內學校
根本無法吸納，預計「叩門潮」將越演激烈。
他又指，跨境生長途跋涉上學值得同情，但學

校處理叩門申請時會對居於內地和區內升小學童
一視同仁。

議員倡「返回制」新家園籲簡化叩門
北區區議員藍偉良則倡設「返回機制」，供獲派

遠離邊境地區的跨境童重新返回北區和大埔區的機
會。他指，跨境童家長如能夠提供住址證明居住地
在赴港關口附近，卻在統一派位獲派偏遠地區，應
可酌情處理。他相信大埔仍有學位可提供給「返回
生」，稍後會視乎派位情況向教育局表達意見。
新家園協會則提醒，學校人手有限，建議有意叩

門的學童家長可準備不超過10頁紙的個人檔案送交
學校即可，避免長篇累贅及抄襲網上不同形式的自
薦信。
教育局發言人指，今年小一派位人數較往年增
加，而部分家長選校可能較集中在某些學校，滿
意率無可避免會受影響，並呼籲家長應以平常心
面對結果，以正面態度鼓勵子女，多關懷他們在
學習上的需要，大家以輕鬆愉快的心情準備9月入
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小學統一派位放榜在
即，有機構昨日在北區舉行升小講座，吸引數十名家長
出席。有跨境家長表明，在「跨境校網」安排下如孩子
獲派馬鞍山、東涌等地區學校，寧願放棄學位，又指港
升小制度「不人性化」。有北區本地家長則表示，縱使
有「跨境校網」，仍然對放榜感到憂慮。
新家園協會昨日舉辦小一放榜諮詢講座，數十名家長

出席。現居於內地的港人魏小姐表示，馬鞍山和屯門也
不會考慮。她說，目前使用直通校巴服務，由羅湖家門
口到上水的幼稚園也要兩小時，預計派到大埔要多半小
時。女兒今年3月插班入讀上水一所幼稚園，雖然已特
意選讀下午班，讓女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但每天花費

的交通時間不少。
她續說，為了遷就上學，要女兒提早於上午10時便

吃午餐，令她至今輕了三公斤，「BB太辛苦，就算香
港教育幾好都無用。」如果被派到北區和大埔以外的
學校，她計劃讓女兒返回內地就學，「寧願畀貴學
費。」

質疑升小制度「不人性化」
跨境學童家長孫小姐稱，她對「放榜」心情緊張，又

批評本港升小制度「不人性化」。被問及「跨境校網」
是否對跨境生公平時，她指要視乎派位結果是否「離
譜」，又激動地反問：「馬鞍山在哪我也不知道，你說

我怎麼辦？」
本地家長鍾太則指，若因學位不足而要本區學童跨區

上學並不公平，認為「跨境校網」確保本地學童能夠在
區內升學，做法很好，但她也認為，如要令跨境學童路
途遙遠地上學「不太人道」，對此感到矛盾。昨日代港
人母親朋友聽講座的梁小姐指，朋友兒子正等待小一放
榜，一家三口居於上水，仍擔心派到大埔，憂慮上學車
資大增。
除應屆升小生外，單非家長林太昨日也帶同明年升小

的女兒提早「取經」。林太一家三口居於內地，並不了
解跨境校網，經了解後，她有意一家搬到香港，避開納
入跨境校網，為女兒升學鋪路。

派馬鞍山嫌遠 跨境家長或放棄

小一統一派位成功率
入學年度 參加人數 獲派首三志願比例

2014 29,124 66.4%
2013 27,676 68.2%
2012 24,352 72.7%
2011 22,003 77.3%
2010 20,848 79%
2009 20,978 79.1%
2008 20,794 81.7%
2007 21,644 82.1%
2006 25,064 78.9%
2005 23,180 82.6%
2004 25,751 78.6%
2003 29,590 74.1%
2002 30,994 73%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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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在「跨境專網」安排
下，大量升小跨境生將被分
流到屯門及元朗等地區，致
力支援跨境家庭的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的調查顯示，逾
八成的跨境家長均希望子女
在北區就讀，更有九成人指
如獲派非心儀的學校便會前
往「叩門」。
國際社近日進行的調查訪

問了56位有參加小一派位的
跨境家長，結果反映絕大多
數人都對北區學位需求殷
切，另外調查中亦有七成半
家長擔心，如子女獲派偏遠
學校將沒有足夠時間休息，
影響學習及健康。
國際社服務總監張玉清昨

日表示，跨境童交通時間越
長，交通費負擔會加重，而
且學習投入感及對香港的歸
屬感都越低，對學童身心發
展構成影響。即使個別學童
決定搬到香港居住，與家人
分隔兩地也可能加重家庭壓

力及影響家庭關係。
在「專網」下將有更多小學新加入取

錄跨境生，張玉清指當局應為有關學校
提供足夠交通配套及資訊，並撥額外資
源予學校協助跨境生適應，另外亦要支
持非政府機構在深圳提供各類跨境童輔
導服務，及為鄰近邊境的幼稚園及小學
設立跨境社工。

■梁小姐指，友人兒子正
等待小一放榜，擔心派到
大埔上學令車資大增。

彭子文 攝

■魏小姐指，如果女兒
被派到非北區和大埔區
學校，計劃返回內地就
學。 彭子文 攝

■林太指，女兒明年升
學，她有意一家搬到香
港，避開納入「跨境校
網」。 彭子文 攝

■孫小姐指「放榜」心情緊張，又批評升小制度
「不人性化」。對於「跨境校網」公平性問題，
她指需視乎派位結果是否「離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北區區議
員 藍 偉 良
(右二)倡設
「 返 回 機
制」，供獲
派遠離邊境
地區的跨境
學童重新返
回大埔區的
機會。
彭子文攝

家長心聲

▼學童獲派
首三個志願
學校成功率
見 13 年新
低。圖為往
年小一派位
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