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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宣布，改組創新科技委
員會，由理工大學前副校長楊偉雄擔任主席，
同時委任他為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和行政
會議非官守議員。在立法會通過創科局之前，
梁特首委任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及行政長官創
新及科技顧問，是及早啟動「應變」之舉，顯
示特區政府矢志推動創新科技的決心。立法會
議員不要再拉布阻礙政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以免令香港進一步被競爭對手拋離。

創新科技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
但能推動經濟發展，也可改善市民生活質素。
從智能手機、電腦網絡日新月異的變化，足以
反映創新科技是推動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動
力。進入數碼年代，新科技的生命周期僅能維
持半年，乃至半個月或更短，必須保持強勁的
創新科技力，才能避免落後於人。而香港在發
展創新科技方面已晚於周邊地區，是時候急起
直追。特區政府正是意識到發展創新科技的迫
切性，兩次向立法會提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但在反對派議員「拉布」阻延下，成立新局的
建議始終未能獲財務委員會撥款，成局功虧一
簣。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全球市場不斷變

化，競爭日趨加劇，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不能
因為拉布而坐等空轉。梁特首委任創新科技委
員會主席及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反映特
區政府不因阻撓而氣餒，而是有決心和魄力突
破困局，闖出一條生路。

是次被賦予重任的楊偉雄具有豐富學術經
驗，熟悉國際市場運作，了解兩岸三地情
況，本來就是創新科技局局長的不二人選。
在現時創新科技局未能成立的情況下，先借
助楊偉雄的能力、視野和人脈，向特首及特
區政府就創新及科技的發展建言獻策，彌補
目前的不足之處，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的「官
產學研」共同發展。有關的任命獲得本港各
界的肯定和歡迎。

要整合分散政府各部門的創科機構，制訂全
面的創科政策，動用必要的人力物力，推動創
科產業穩步發展，最徹底的辦法，還是成立創
新及科技局來統籌。梁振英也表示，政府將會
第三次向立法會提出申請。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是關乎提升香港競爭力、為青年人提供更
廣闊創業和就業機會的大問題，立法會議員應
以大局為重，切勿再拉布狙擊，令香港一再錯
失發展的機遇。

任命創科顧問 彰顯發展決心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

見訪華的英國劍橋公爵威廉王子。這是威廉
王子首次訪問中國，也是自1986年英女王伊
利沙伯二世訪華以來最受關注的一次英王室
成員訪華行程。威廉王子這次訪華是收穫之
旅，友誼之旅，有助搭起中英間的交流橋
樑，推動兩國關係走向「黃金時期」。中英
發展友好關係，有助推動英國拋開歧見，尊
重香港基本法，避免干預屬於中國內政的香
港政改，這有利於香港依法落實普選。

習近平主席會見威廉王子時強調，中英兩
國都是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大國，擁有廣泛共
同利益，雙方貿易額已超過800億美元，英國
也是中國投資主要目標國，他期待年內應女
王邀請訪問英國，同英國領導人共同規劃中
英關係未來發展。威廉王子表示，英中關係
源遠流長，他很小時候就對中國抱有濃厚興
趣，願為兩國友好合作，特別是青年交流作
出自己努力。

去年6月，中國總理李克強訪英期間，中英
雙方將2015年定為中英文化交流年。威廉王子
訪華主要聚焦文化交流，他出席的英國創意文
化節是中英文化交流年系列活動的組成部分。

中英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價值，有助加深兩國關
係的紐帶，加強雙方了解，減少彼此誤解，進
一步推動兩國政府層面的互信，也有助於中英
關係朝着更加平穩和互信的方向發展。

卡梅倫上台後，在對華關係上基本持務實
和理性態度。他在發表春節賀辭時表示，羊
年對於中英兩國來說是個「黃金時期」，顯
示他看到了中英關係的巨大潛力。在中英兩
國關係走上升溫之路時，威廉王子訪華極具
象徵意義和歷史意義，進一步拉高了處在上
升和發展階段的中英關係，也表明英國政府
和王室重視中英關係的長遠發展。

英國王室在英國和世界都很有影響力，王
室成員多年來關心和支持中英關係發展，為
推進兩國貿易、環保、人文等領域交流合作
做了很多工作，中方對此表示讚賞。英國王
室方面表示，威廉王子將力爭站在不同的文
化視角與當地人士交流，而避免充當「外來
傳教士」。這似乎暗示英國政府應拋開香港
政改問題的歧見，不要干預屬於中國內政的
香港政改。這既有利於香港依法落實普選，
也有利於中英關係的發展。

（相關新聞刊A3版）

威廉王子訪華推動中英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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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盈餘倡最少25%注資「未來」
動用基金擬須立會批准 若接納建議最快下半年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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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損儲備金額 倡徵銷售稅「開源」

小組建議基金
投資考慮用途
●投資考慮
○回報潛力、潛在風險
○政府的流動資金需求
○投資年期——10年
○市場動態、投資產品供應
○靈活變通、因時制宜
●用途
○要兼顧燃眉之急及較長
遠的需要

○不是恆常性的資金來源，
不應賴以支付經常開支

○是財政儲備的一部分，
動用時需按既有法規，
提交立法會批准

資料來源：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

製表：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上周公布的預
算案揭示，2014年度至2015年度本港錄得638
億元財政盈餘，港府更有能力「派糖」340億
元，財赤之說是否過於憂慮？設立未來基金又是
否會令日後財算案「減甜」？長遠財政計劃工作
小組主席謝曼怡昨日強調，設立未來基金只是將
部分儲備透過其他方法投資，儲備金額實際上並
無減少，加入每年恆常注資亦視乎當時的社會狀
況及需要而定，對民生並不會構成影響。小組又
建議政府考慮開徵銷售稅以增加收入。
小組非官方委員廖柏偉指出，在坐擁大量

財政盈餘下質疑財赤是否會於將來發生，實
屬合理。但他補充，現時英美等地的財政赤
字佔本地生產總值6%至8%，希臘更高達
10%，「為何我們仍有2.8%財政盈餘？他們
面對財赤，難道我們可以避免？」

「雙倍印花」谷盈餘 長遠無保障

廖柏偉解釋指出，該638億元財政盈餘主要
來自本港近5年至6年物業及地產發展理想，
去年的「雙倍印花稅」更是盈餘主因，惟以
長遠角度，該些收益並無保障。他續稱，香
港人口老化問題較其他國家更嚴峻，「老人
福利及醫療開支到某日就會入不敷支」，又
舉例指出，鄰近的日本於1999年的國債已佔
本地生產總值 60%，現時更已大幅增至
250%，「香港面對的人口老化問題與日本無
分別，只是我們多了一些新來港者。」
另一名非官方委員王尹巧儀則指出，政府

應從多方面研究增加收入，包括考慮開徵銷
售稅。她說：「銷售稅並非新事物，世界各
地，包括內地、新加坡及歐美等地都存
在。」她強調，並非要透過加稅增加市民負
擔，而是要擴闊稅基，而銷售稅既能實行
「能者多付」原則，亦可維持簡單低稅制，
可令社會更穩定及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
組除建議設立「未來基金」應付日後出現的財政赤字
外，亦需加強政府資產管理，當中包括建議當局分階
段出售540個即將騰空的高級公務員宿舍單位，以及
其所屬的政府地皮。小組預計，如未來悉數售出該些
單位及地皮，按去年9月1日估價計算，可為庫房進
賬590億元。小組又建議當陷入嚴重財政困境時，政
府應考慮減持或出售一些政府企業股份，但對於那些
持有鐵路、機場等策略性資產的政府企業，應繼續保
持大股東身份。

隨退休淪過剩物業 估值590億
截至去年3月底，政府固定資產的總值為2,401億
元，當中37%（897億元）來自政府物業。小組主席
謝曼怡指出，1990年10月1日前入職、薪級點45級
或以上的公務員可入住高級公務員宿舍，現時需求為
540個，但會隨該批公務員陸續退休而成為過剩物
業，2023年會降至359個，預計2032年更已全數退
休而減至零。
謝曼怡表示，除已納入政府高級公務員宿舍處置計

劃，並已擬訂了出售日期或已劃作其他政府用途的5
幅宿舍地皮外，該些宿舍分佈於9幅地皮，另有220
個宿舍則位於私人發展物業。小組以去年9月1日的
市價估算，該9幅地皮合共市值510億元或每年5.23
億元租值；220個位於私人發展物業的宿舍估計售價
合共80億元或每年1.44億元租值，售價與租值相抵
的年期分別為97.5年及55.5年。

租值低宜出售 騰土地增供應
謝曼怡指出，小組衡量後認為租值相對偏低，加上

政府的角色不應「炒樓」，故建議當局除非有其他用
途，否則應按既定政策，出售騰空的宿舍以賺取一筆
過收入，同時亦可騰出土地，增加供應。

現時政府公共事業所持有的基建及其他固定資產達1,050億元，
佔政府固定資產的44%，當中除客運碼頭外，水務設施、收費隧
道及橋樑、污水處理服務都達目標回報率，小組建議當局繼續探
究節省成本的方法，並推行收費調整建議，致力改善財務表現。
謝曼怡說：「當局應及時檢討政府收費，恪守用者自付的原
則。」

若財困「賣股」應保大股東身份
另一方面，除營運基金以外，政府擁有機管局、市建局及港鐵

等9個政府企業，資產淨值2,893億元，當中大部分屬全資擁有。
謝曼怡表示，小組理解多項政府企業的投資是以公共政策目標為
依歸，而該些政策目標並不局限於財政考慮，建議若陷入嚴重財
政困境時，當局應考慮減持或出售一些政府企業股份，但對於那
些持有鐵路、機場等策略性資產的政府企業，則應繼續保持大股
東身份。她強調，出售資產所得的一次過收入，不能解決結構性
赤字問題。

■■小組建議政府考慮將現有小組建議政府考慮將現有
22,,197197億元土地基金結餘作為未億元土地基金結餘作為未
來基金的首筆資金來基金的首筆資金。。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小組又建議當陷入嚴重財政困境時，政府應考慮減持或出售一些政府企業股份，但對於那些持有
鐵路、機場等策略性資產的政府企業，應繼續保持大股東身份。圖為機場大堂。 資料圖片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去年3月發表首份報告，闡述
人口老化及經濟發展放緩將為公共財政帶來的沉重

壓力。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同年7月邀請工作小組延長任
期，並就研究結果提出進一步建議。

非解決結構性財赤萬全之策
工作小組主席謝曼怡昨在記者會上指出，未來基金的
主要目標，應結合儲蓄與投資、造福後代及增強財政的
可持續性幾方面，並應在衡量有關投資風險後，藉長線
投資賺取較高的回報，但強調並非解決結構性財赤的萬
全之策。如果政府接納建議，料最快今年下半年可啟動
基金。
謝曼怡指出，小組曾考慮以法定團體及信託基金等方

式成立未來基金，但認為以行政途徑最為快捷，亦最符
合成本效益。她續稱，預計今個財政年度末(3月31日)，
港府共有8,195億元財政儲備(相等於25個月政府開支)，
當中2,197億元為土地基金，小組建議政府考慮將土地基
金結餘全數撥作未來基金的首筆資金，每年再按照財政
狀況及社會需要而將25%至33%財政盈餘注資入未來基
金，以體現財政紀律。

倡列為財政儲備一部分
小組注意到，假如從財政儲備中剔除未來基金，或會

引起外界不必要的憂慮，誤以為香港的財政實力及宏觀
經濟基礎轉弱，引致影響香港的信貸能力，因此建議仍
把未來基金列為財政儲備的一部分。
政府目前是將財政儲備投資於外匯基金，小組建議未
來基金應繼續存放在外匯基金，以受惠於外匯基金既有
具規模的投資基礎設施及專門知識，同時亦可降低成本
及平衡投資風險與回報，而未來基金會受到現行外匯基
金投資管理制度所規範。
謝曼怡指出，未來基金應用作長線投資，為期至少10
年，當中約一半款項可分階段投放於回報較佳的「長期
增長組合」。資料顯示，自開始投資以來，截至去年底
「長期增長組合」的年均回報率為13.5%。謝曼怡表
示，投資「有輸有贏」，小組亦無水晶球預示結果，但
公帑必須小心運用及交代，金管局應至少每年一次就其
投資策略與資產分布諮詢財政司司長與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

是否需提取 須先採其他方法
至於基金何時需要動用，小組建議一旦預計營運及資
本儲備降至相等於約6個月的政府開支，便考慮是否需
要提取，但必須先盡力採取其他可行方法，例如債務融
資或將政府資產證劵化；即使情況嚴峻至必須動用基金
時，政府亦要兼顧燃眉之急和較長遠的需要。她又指
出，未來基金屬財政儲備的一部分，動用時需根據現行
土地基金的議案，提交立法會批准，不存在將投資「自
設枷鎖」的說法。
謝曼怡再次強調，香港將遇到的財政可持續性問題確
實存在，且情況嚴峻，政府必須控制開支增長，務使其
增幅不會持續超越本地生產總值及政府收入，同時亦應
保持穩定及擴闊收入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聶曉輝 ) 香港正面對嚴

峻的人口老化及勞動力下降問題，特區政府委

託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去年3月已提醒港

人，必須及早採取果斷行動以避免結構性財赤

的到臨。工作小組昨日發表第二階段報告，建

議政府考慮將現有2,197億元土地基金結餘作

為未來基金的首筆資金，再每年視乎實際情況

將25%至33%財政盈餘注資入未來基金，並透

過外匯基金投資，當中約半數用作較高風險但

回報較佳的投資。小組建議一旦預計營運及資

本儲備降至相等於約6個月的政府開支，便考

慮是否動用該筆基金，但前提是要兼顧燃眉之

急及較長遠需要，且必須得到立法會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