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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接受
電視台訪問時表示，當
局對外界建議在落馬洲
開設邊境購物城分流旅
客「樂見其成」，又認
為以私人方式發展最
好。他又指，政府推行
政策處處受掣肘，包括
立法會拉布，對推行政
策有一定影響，認為本
港須在原有產業持續發
展下，積極尋找新經濟
增長點，才能令香港經
濟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及競爭力。
政府推行個人遊政策多年，近期各界陸續就政

策得失作檢討。其中商經局局長蘇錦樑日前接受
電視台專訪表示，早前到北京與港澳辦及公安部
進行工作會議，反映港人及業界對個人遊與「一
簽多行」的意見。他又指，本港4月份零售業務
下跌9.8%，對經濟有一定影響，當局檢討個人遊
政策時要留意不同趨勢，平衡經濟增長及旅客太
多對民生的影響。

與內地討論優化個人遊安排
對於有建議在落馬洲開設邊境購物城分流旅

客，蘇錦樑稱「樂見其成」，並指由於涉及私人
土地，最好以私人方式發展，若有人提出具體建
議，當局會積極配合。至於有指港府正與中央政
府研究修訂個人遊政策可行性，包括將「一簽多
行」改為「一簽52行」，即平均每周一行，商經
局發言人指目前仍與內地討論優化及完善個人遊
安排，對此暫未有結論，當局會繼續與中央政府
和港澳辦官員交換意見，並在適當時候公布結
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早前曾發表中國城市競爭力報

告，質疑本港過分倚重金融及地產業，蘇錦樑並
不同意，亦不認為本港產業單一，但認為政府推
行政策處處受掣肘，包括立法會拉布，對推行政
策有一定影響。他強調，香港踏入回歸17年，必
須在原有產業持續發展下，並積極尋找新經濟增
長點，才能令香港經濟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及競爭
力。
蘇錦樑稱，近年外國不少新成立而只有約5名

員工的初創公司，都來港發展，現時本港已累積
600間至800間初創公司，當中80%來自海外，證

明香港的營商環境仍然吸引，港府會協助他們融資及開拓市
場。他續稱，港府計劃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會由高層次推
動相關產業發展，但新局仍需獲立法會大會及財委會通過，
希望議員配合當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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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樑。 資料圖片

職場激鬥 逾六成大專生焦慮
情況差過去年「漁翁撒網」寄過百求職信碰運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自香港
高校開始在內地招生後，香港各高校一度成為內地
各省市高考狀元的熱門選擇，但有關情況慢慢起了
變化。除遼寧省去年的高考文科狀元劉丁寧入讀香
港大學一個月後，選擇退學回內地重讀高中，今年
再成為文科狀元報讀北京大學外，今年雲南省文理
科高考狀元亦雙雙放棄港校而選擇清華大學，他們
指清華等內地高校日趨國際化，加之「港人態度」
也是放棄港校的一大原因。
上周港大在滇面試學生，雲南文科狀元趙浩
宇、理科狀元周權都沒有出現在面試現場。據了

解，兩人選擇了清華大學。趙浩宇表示，讀高一
時，確實想過要讀港大，可到了高二，他已基本
決定要考清華、北大了。他坦言，「港人態度」
影響了他的選擇，如近年在香港發生的導遊辱罵
內地遊客、個人遊被針對等事件，均反映部分香
港人對內地客的不友好態度，故在這種情況下，
不得不考慮在香港生活學習會不會不如在內地舒
服，而另一方面，也擔心會因文化等差異帶來困
難和問題。
至於周權婉拒了香港中文大學66萬港元獎學金的

邀請，也沒有參加港大的面試，他解釋指，從媒體

報道中了解到，其他省份就出現過高考狀元主動從
香港高校退學，重返高考戰場的事件，故不難想
像，狀元能考高分但未必都能適應香港的學習或生
活方式。
香港高校9年前開始在滇招生，港大從2006年起
來滇招生，至2012年7年間，除2010年外，6年都
有雲南狀元投奔港大。而今年文理狀元雙雙放棄了
港大，雲南師大附中招生主管指，今年沒有聽說有
考生想去港大很納悶，而在同學之間，港大也不再
是大家的熱門話題，反映港高校招生熱正逐漸褪
去。

滇兩狀元不滿辱客 棄讀港校去清華

香港研究協會上月進行一項「香港專上學歷青年
職場競爭力自我評估調查」，以電話隨機抽樣

成功訪問1,081名35歲以下擁有專上學歷的青年，當
中14%受訪者為應屆大專畢業生。結果發現，整體
83%受訪者認為現今職場競爭激烈，較去年同類調查
的74%，高出9個百分點。感到焦慮的大專畢業生比
例亦有增加，由去年的54%上升至今年的61%。
調查又顯示，逾一成受訪者認為自己在學校習得
的知識和或技能在職場沒有應用空間。畢業生認為
「良好的工作態度」、「團隊合作能力」和「學習
意願」是一般職場所需要具備的能力。
針對應屆大專畢業生，九成人認為職場競爭激

烈。雖有近半人至今寄出求職信少於10封，但亦有
小部分人甚至寄出過百封求職信，反映求職有一定
難度。一半畢業生預計兩個月內可以找到第一份工
作，同時有近一成人較悲觀，預計半年後才能成功
入職，而兩成人則表示已經有一職在手。

競爭者多才多藝 求職感憂慮
修讀幼兒教育的小麗(化名)是應屆專上學院畢業

生，在求職的過程中感到憂慮。為應付職場的激烈
競爭，她指自己在學時曾到三所幼稚園實習，亦特
意選在教育機構做兼職，累積實戰經驗。不過，在
面試見工時，目睹競爭者多才多藝，懂音樂和藝
術，一度擔心自己能力不逮。她在5月開始尋找工
作，預計自己花一個月獲聘，在寄出15封求職信
後，最終在6月如願成為幼師。在求職成功之後，
她仍未放下心頭大石，擔心不適應職場文化和人際
關係，連簽署聘用合約也擔心自己會忽略箇中細
節。

協會籲政府加強職涯規劃
協會負責人表示，面對越趨激烈的職場競爭，

擁有專上學歷的青年普遍出現焦慮情緒，問題不
容忽視。協會建議政府加強職涯規劃服務，協助
青年釋除對前路的困惑；又建議僱主加強與青年
僱員的溝通，提供情緒及工作支援，營造更理想
的職場環境。至於青年自身亦應該及早搜集職場
資訊，了解就業市場的狀況，以便做好踏入職場
的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學歷和個人能力是職場新手的「武器」，踏入求職旺

季，面對競爭激烈，大專畢業生易生焦慮情緒。一項調查發現，逾八成大專畢業生認

為現今的職場競爭激烈，超過六成人因而感到焦慮，情況較去年惡化。有大專畢業生

在學時曾到三所學校實習，又到教育機構兼職，已有一定經驗，仍然對求職感到擔

心。另有應屆畢業生「漁翁撒網」式寄出過百封求職信，憂慮感不言而喻。

■修讀幼兒教育的小麗(左)是應屆專上學院畢業
生，她在學時已多番裝備自己，但仍對求職感到焦
慮。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