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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
赴華府，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私人會晤和正式
峰會。習近平在會晤時強調，中美應增強高層戰
略互信；奧巴馬則表示相信兩國有能力管控好分
歧。抱持積極正面的立場和態度看問題，中美兩
國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加強對話合作、追
求互利共贏應該是雙方關係的唯一正確選擇。中
國堅持和平發展，並沒有意圖挑戰美國的國際地
位，而是希望與美國構建互利共贏關係。美國也
應以新思維、新眼光看待和規劃中美關係，保持
善意推動中美關係和平發展。果真如此，中美的
分歧當能迎刃而解，避免小摩擦發展成大衝突，
避免戰略誤判。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也就只
是一個學術命題而已。

近年，隨着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長、國際影響力
不斷增強，中美兩國間的實力差距不斷縮小。面對
這種情況，圍繞中美關係的定性和走向，美國國內
出現一些雜音，例如南海問題、網絡安全等等，都
成為影響中美雙邊關係的因素。中美關係存在分歧
在所難免，關鍵是雙方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增
進理解、擴大共識，努力把矛盾點轉化成合作點，
推動中美關係繼續前進。

中國一向強調，永遠不搞擴張霸權。如今中國提
出的「一帶一路」、亞投行倡議等重大戰略措施，
都是開放、透明、包容，有利於區域和全球合作，
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減少貧困，實現共同繁榮。
中國不僅沒有取代美國的意圖，反而歡迎包括美方
在內的有關各方積極參與區域建設。正如習近平主

席所宣示：「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
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現行國
際體系，不意味着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美國當然也要轉變零和
博弈心態，放棄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為中美建立
新型大國關係創造條件。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實現不衝突不對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贏，這是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普
遍願望，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正確選擇。習近平、奧
巴馬經過「莊園會晤」、「瀛台夜話」，到今次訪
美私人會晤和峰會，一步步成功增進中美高層戰略
互信，為中美關係發展指明方向、注入動力，中美
關係相信可以不斷取得積極進展。目前，中美雙方
已經重啟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兩國貿易和相互投資
額再創新高，雙方還就建立兩軍互信機制、簽證互
惠安排、氣候變暖問題等達成不少共識進展。這些
成果是中美兩國共同努力的結果，不僅兩國人民叫
好，國際社會也普遍歡迎。

歷史已經一次次表明，中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
俱傷。中美兩國加強包容互信，攜手合作，可產生
「一加一大於二」的力量，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是最
佳選擇，也是世界和平發展的福音。期望美國以寬
廣胸懷、冷靜務實的心態對待差異及分歧，放棄排
除異己的冷戰思維，與中國一起用合作安全的思維
來設計規劃中美關係，從而帶動亞太地區乃至整個
國際安全秩序和經濟繁榮向着更均衡、穩定和有效
的方向發展。

（相關新聞刊A2、A3版）

增互信免誤判 中美合作共贏
政府統計處發表最新人口推算，預期本

港人口老化情況會持續，65 歲或以上人
口比例，將由現時約15%，上升至2064年
的33%，即每3人中有1人是長者。隨着
香港社會老年化越來越嚴重，政府需要從
現在開始就未雨綢繆，儘快制定出一整套
適應未來老年社會發展的長遠規劃，如加
快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全面醫療保險等制
度，逐步建立起較為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
體系，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的社
會發展目標。政府任期有期限，政府責任
無期限，當局切不可因為嚴重的老年化問
題還未迫在眉睫，就將履行長遠責任「延
後」。

據政府統計處最新公佈數據，預計本港
人口每年平均增長 0.4%，總人口由現時
約 720 多萬，到 2043 年升至頂峰的 822
萬，其後逐年回落，到 2064 年 781 萬
人。而港人的平均壽命估計亦會延長，
在2064年，男性平均壽命增至87歲，女
性 92 歲半，都較目前平均壽命增加 5 年
多。其中引人憂慮的是，本港人口老化
情況會持續，65 歲或以上人口比例，將
由現時約 15%，上升至 2064 年的 33%。
屆時每1000名15至64歲人士，要供養的
長者及兒童比例，也會由現時 348 人，
倍升至 716 人。以上這些都是特別需要
留意的數據，因為按照聯合國的標準，

一個地區 60 歲以上的老人，如果達到總
人口的7%-10%，該地區就算是老齡化社
會。由此觀之，香港已經進入老齡化社
會，老齡人口如果在 2064 年達到 33%，
人口老化更是達至危險的境地。

面對人口持續老化和港人壽命相應延長
的情況，未來的香港社會能否有效應對相
應的挑戰呢？目前情況來看仍然是未知之
數。因為香港社會與其他發達國家及地區
相比，長者貧窮的問題明顯較為嚴重。根
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香港現時有接近30
萬的長者生活於低收入家庭，佔整體長者
人口的32.6%。尤其是香港現在還沒有建
立起能夠覆蓋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和醫療
保險制度，現有的強積金也難以確保在職
人士日後退休生活。顯然，如果不從現在
就開始着手規劃全面的老年保障體系，隨
着高齡人口不斷增加，問題將會越來越嚴
重。

建立一套較為完善的社會養老及保障制
度，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其中涉及的爭
議也不少。因此，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就
應該趕在嚴重老年化來臨之前，高度重視
並着手進行研究，為將來面對的問題規劃
出應對之道。政府應該從現在起，通過充
分諮詢和討論，讓全社會對全面養老保障
體系達成共識，然後逐步構建。這才是負
責任政府應有的擔當和作為。

應對人口老化 長遠規劃勿「延後」
A4 重要新聞

港30年後料每3人1長者
人口頂峰2043年822萬 逐步回落至2064年781萬

香港自開埠以來，人口不斷增長，但港府統計處昨日公佈《香港
人口推算2015-2064》，卻首次推算出香港未來人口將出現跌

勢。根據基線人口推算，「居港人口」將由2014年年中724萬增至
2043年年中822萬頂峰，然後回落至2064年年中781萬，整個50年
推算期平均每年增長率為0.2%。統計處亦編制了額外兩個推算情
景，即出生率較預期高、死亡率較預期低等因素的「較高人口推
算」及相反的「較低人口推算」，前者推算香港人口將一直增加至
2064年的912萬，後者則預計2064年僅得714萬。

市民重健康長壽 近20年死亡率降
由於現時香港生活較從前豐裕，市民更注重健康，以致過去20年
死亡率持續下降，與其他經濟地區比較，屬甚低水平，港人平均預
期壽命亦上升。統計處推算，2014年男性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為
81.2年，女性則為86.9年；至2064年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更分別
上升至87年及92.5年。雖然人口愈趨長壽，但老年人口所佔比例增
加，是引致死亡人數上升主因。

鄧偉江：日韓台人口老化更嚴重
香港未來人口持續老化，統計處推算，年齡中位數將由2014年
43.7歲，升至2034年50歲，再進一步上升至2064年53.5歲（全部數
字均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統計處處長鄧偉江指出，未來人口老
化及數目下跌，是大部分國家及地區均面對的問題，鄰近的日本、
韓國及台灣情況比香港更嚴重。
他預期，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後，以本港65歲及以上長者比例推

算，將由2014年15%顯著上升至2034年30%，2044年已是「每三
個人當中便有一名長者」，2064年比例更高達36%，屆時「每10個
人當中便有一人為85歲或以上」，有關變化與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
踏入老年有關。同時，推算15歲以下人口比例，將由2014年12%逐
漸下降至2064年的9%。

長者增小童減 勞動人口擔子更重
長者增加而小童減少，顯示撫養比率進一步惡化，未來勞動人口

擔子更重，但縱然「捱」得到退休，生活是否能得到保障，亦是市
民的普遍憂擔。
2014年香港每千名勞動人口（15歲至64歲）合共供養371名長者

或15歲以下的少年及兒童，統計處推算該比率會持續上升至2064的
每千人供養831人。另一方面，更新後的整體勞動人口（不包括外籍
家庭傭工），按推算將由2014年360萬微升至2018年365萬，然後
降至2031年343萬，隨後至2038年將徘徊在342萬至343萬之間，
最後下降至2064年311萬。
鄧偉江指出，把未來人口推算期由以往30年延長至50年，能有助
更好地辨識未來人口趨勢及結構，「人口推算為政府規劃各項公共
服務及設施提供共同基礎，人口督導委員會已知悉最新數據，並會
研究相應措施。」他又說，隨着本港勞動人口減少，將對經濟造成
影響，社會應及早思考如何應對問題。

林淑儀倡全民退保 撤銷積金對沖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認為，本港人口老化問題迫在眉睫，長者貧窮
人口勢必上升，對社會造成的壓力有增無減，各界須共同面對，促
請當局盡快設立全民退保制度，否則只會把負擔留給下一代，不利
社會長遠發展。她續說，必須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這是不可靠的
退保支柱。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指出，全民退
休保障對長者退休後生活的確有幫助，但錢從何來是一大問題，必
須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人口老化勢將進

一步加劇，預計不足30年後，每三名港人當中便有一名

長者。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一套人口推算

數字，香港人口將由去年年中724萬增長至2043年822

萬頂峰，男女兩性平均壽命亦由2014年出生的81.2歲

及86.9歲，分別延長至2064年出生的87歲及92.5歲。

然而，隨着出生人數減少，加上人口老化，死亡人數顯

著增加，香港人口將由2043年頂峰逐步回落至2064年

781萬，長者佔整體人口比率亦將由現時15%激增至50

年後的3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港府統計處於
2013年初曾推算，本港家庭住戶數目將由2011年
的237萬戶逐步增至2041年的305萬戶，長遠房屋
策略委員會於同年訂定未來10年的47萬個房屋總
供應單位時，便以此作為其中一個參考因素。然
而，統計處昨日公佈本港最新人口推算時，卻預測
至2044年住戶數目頂峰時仍只得294萬戶，較年前
的估算為低。運輸及房屋局昨日回應指出，當局會

按實際情況的轉變及最新的數據，按需要適時調整
逐年延展的10年房屋供應目標，現階段尚未能確
定會否調整。
最新的人口推算數字顯示未來住戶數目增長較

過往推算慢，哪港府會否相應調低房屋供應目
標？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昨日指出，一如長遠房
屋策略所述，政府會按實際情況的轉變及最新的
數據，每年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以顧及隨時

間而改變的各種情況，並按需要適時調整逐年延
展的10年房屋供應目標；新的長遠房屋需求推
算將採納統計處對未來住戶數目增長的最新推
算。
發言人續說，除了住戶數目增長外，政府在推算

長遠房屋需求時亦會計及其他主要成分，包括受重
建影響的住戶與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等。當局現正
搜集相關數據以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並計劃於
今年底或明年初公佈更新後的2016/2017至2025/
2026年度為期10年的長遠房屋需求推算結果和房
屋供應目標。

未來50年或添193萬新來港者

住戶估算少10萬 房屋目標或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聶曉輝) 香港本土出生率持
續處於低水平，加上隨着刻下正值壯年的「打工
仔」將逐漸年華老去，不斷遷入的新來港人口未來
將「力撐」香港勞動力，以致整體人口。港府統計
處估計在整個50年的推算期內，本港人口將有持
續的淨流入，而僅是單程證持有人已有近193萬人
遷入，即每年平均增加38,500人。
統計處推算2014年至2043年間，香港人口平均
每年增長0.4%，但2043年至2064年間則平均每年
下跌0.2%。數字顯示，本港去年共有58,700名嬰
兒出生，同年死亡人數為45,400人，推算2024年
出生人數相若，但同年死亡人數已增至66,800人。
及至2054年，10.1萬人死亡更是同年48,100人出
生的兩倍有多。
統計處處長鄧偉江昨日指出，香港的生育水平在

過去20年大致呈下跌趨勢，總和生育率（即每千
名婦女在一生中活產子女的數目）仍持續低於
2,100的更替水平，更一度跌至2003年的901的歷
史低位，縱然其後回升至2014年的1,234，推算未
來將逐漸下降至2064的1,182。

陽衰陰盛持續惡化 跌至783:1000
此外，香港男女比例失衡問題依然持續。鄧偉江指

出，從過去多年的實際數字以致未來50年的推算數
字，本港出生嬰兒一直是「男多女少」，但隨着不斷
增加的單程證持有人大部分是香港男士在內地的妻
子，令香港社會「男少女多」情況持續惡化，不包括
外籍家庭傭工的「人口的性別比率」（即相對每千名
女性的男性數目）將由2014年的935顯著下跌至
2034年的862及2064年的783。

統計處又推算2014年至2064年間，香港的整體
人口將增加57萬，當中包括127萬自然減少（即死
亡減出生）及184萬人口淨遷移（即流入減流
出），而單程證持有人將是淨遷移的主要組成部
分。鄧偉江說：「自港府於2013年叫停『雙非』
後，最多『雙非』嬰為2009年至2012年間，估計
當中約 30%會於 21 歲前返港成為香港的勞動
力。」
考慮到單程證持有人近年的流入，統計處今次推

算是採用了每天100人的假設（上次推算是每天
150人），或每年36,500名單程證持有人作為長遠
假設。政府發言人表示，內地當局並無計劃更改目
前每天150個單程證名額，單程證制度將繼續讓合
資格人士（主要為分隔配偶及其在內地出生的子
女）有序來港家庭團聚。

■統計處昨日公佈《香港人口推算 2015–
2064》。 聶曉輝 攝

香港人口推算、長者比例及年齡中位數
年份

2014
(實際)

2024

2034

2044

2054

2064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製表：聶曉輝

香港人口
推算(萬)

724.1

775.5

810

822.4

807.1

781.3

65歲及以上長者
佔人口比例

15%

23%

30%

33%

35%

36%

年齡中位數
(歲)

43.7

47

50

52.5

53.2

53.5

■香港人口老化加劇，不足30年後，預料每三名港人當中便有一名長者。 曾慶威 攝

■鄧偉江(中)指出，隨着本港勞動人口減少，將對
經濟造成影響。 聶曉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