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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特別
强調深化內地與港澳地區合作，
為加深香港與內地在不同範疇上
的交流合作提供契機。特區政府
近年來一直强調要以「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為策略取向發揮
「超級聯繫人」的功用，但除了
與有地理便利的泛珠三角區域合
作，香港顯然應該把發展的觸角伸向更加廣袤的
中國腹地，以長遠開放的眼光，放眼神州。天津
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
又坐擁中央政府目前唯一批准的北方自貿試驗區
和「一帶一路」戰略重要載體等多重疊加優勢。
兩地在經濟合作上的互補性強，戰略對接平台點
多面廣，若能夠強強聯合，進一步深化各領域的
務實合作，既可為兩地帶來更多的產業機遇，開
拓新的經濟增長點，又能為提振本地經濟注入源
源不斷的動力，實現互利雙贏的最高目標。
此外，隨着「極端本土主義」思潮甚至「港

獨」主張沉渣泛起，香港社會除了謀發展保穩
定，抵制分裂濁流，強化身份認同，更是成為未
來構造「上層建築」的重中之重。而文化，恰好
就是消弭隔閡偏見，拉近兩地民眾的認知及友誼
的最佳橋樑。在深入且多樣化的文化交流過程
中，兩地的精神文化紐帶獲得強化，為城市情誼
的傳承夯實了基礎，也為「人心回歸」打下了良
好鋪墊。

津港金融合作大有可為
國家對天津的城市定位是「一個基地三個

區」，即全國先進製造業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
運核心區、金融創新運營示範區和改革開放先行
區。自2006年起，天津率先在融資租賃業發力，
通過多年發展和佈局已經形成業內認可的以海外
出口為主的國際融資租賃業務為最大特色的「天
津模式」。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豐富的金融資

源、專業的人才隊伍和先進的管理經驗。同時，
作為亞洲最領先的國際船舶融資和資金結算中
心，香港顯然在國際融資租賃方面可以和天津尋
求並實現更為廣泛和深遠的合作。一方面，天津
能夠借鑒香港的成功經驗，推動融資租賃實現制
度化、規範化和國際化發展，從而吸引更多中外
金融機構和保險公司到自貿區開展各種船舶和海
洋工程建設融資租賃和保險業務。另一方面，香
港則可以依托天津的市場和空間對接整個京津冀
乃至環渤海經濟區，助力本地的銀行、政權和保
險等金融機構深入內地市場腹地，開拓更多商
機。

助力香港青年「人心回歸」
我們說，「人心回歸」首先要「人心相通，感
情相近」，而拉近彼此間距離，文化是最佳的使
者和載體。天津文化是運河文化和海洋文化兼容
的產物，而香港文化則是中西文化融匯的結晶。
兩種城市文化，既各有千秋，同時也存在許多的
文化共通點和情感共鳴。香港市民可以徜徉在天
津的租界建築群中，感受「萬國建築博物館」的
魅力，走進首屈一指的戲劇院，體悟京劇國粹的
繞樑之美。而天津的市民同樣能夠在璀璨的維港
夜色和古樸特色的叮叮電車裡，找到香港的風情
所在。這種文化探秘，比任何的通識教育都要更
加生動、深刻，而正是得益於這種有來有往、豐
富多樣的文化交流，兩地同胞尤其是青少年才能
夠在了解中增進理解，在理解中建立信任，在信
任中昇華民族認同和主人翁精神，進而凝聚成一
股齊心協力，共圓中國夢的偉大力量。

青年需要真正的機會

政府近日發表了一份《2015
年收入流動性研究》，去比較
2002、2007及 2012年畢業的
基層專上畢業生收入流動情

況，結果就正正為不少年輕人帶來共鳴感。
結果顯示，2001/02年度的學士學位畢業生，向

上流動的情況明顯較2006/07年度的畢業生優勝，
其中2001/02年度畢業生在工作10年後的平均年薪
達50萬元，與初出茅廬踏足社會時相比，平均收入
勁升2倍；相反2006/07年度的畢業生薪金上升幅
度則明顯較小，反映近年大學生風光不再。
大學生愈來愈多，學歷上的含金量固然沒有以
前的高，但這只是勞工市場供求分析，並非問題
主因。從宏觀層面去看，本港產業結構單一，高
技術職位不足，以金融地產主導的經濟體系正正
是問題核心。產業結構單一，令青年人在初中階
段已經須在前途與個人興趣上作出選擇及取捨。
而根據研究亦顯示，由2003至2014年修讀理學
及工程學系畢業生的而且確有較高的向上流動

性。受到產業需求所帶動，這說法對不少學生來
說並不陌生，這不止是扶貧問題，亦是在產業結
構單一的情況下，教育制度與勞力市場脫軌所帶
來的問題。特區政府欠年輕人的，並不單單是扶
貧措施，而是一個真正的選擇。
為回應問題，扶貧委員會表示持續監察收入流

動性，並着眼於新生代的收入流動性與專上教育
參與率之間的關連。筆者認為教育參與率的確為
重要指標，但政府更須審視教育制度內各種課程
的定位和分工。若忽略了勞力市場的承載能力，
盲目增加以學術主導的學士及副學士學位只會拆
毀青年上流的階梯。政府應調整大學、副學士及
高級文憑的學額，根據其未來經濟需要而調整學
額數量。
與此同時，政府亦應在初中階段便把「生涯規

劃」帶入課堂，鼓勵青年人及早訂立發展目標、
儲備就業資產、探索工作世界，讓他們盡早清楚
了解自己喜歡和適合做甚麼工作，為就業作好準
備。

現時勞工處轄下設有「青年就業起點」（簡稱
Y.E.S.），作為一站式的就業平台，協助青年人
發掘就業方面的潛能、準確掌握就業資訊、鼓勵
有潛質的青年人發展自僱業務。過往「青年就業
起點」籌辦不少講座、工作坊與培訓服務，如履
歷表指導服務、模擬工作世界培訓、招聘會、求
職速成班、多元表達及演說工作坊、辦公室談判
技巧課程、時間管理課程等。
勞工處可定期安排中學生參觀「青年就業起
點」，參與中心內的講座及工作坊等活動，加強
雙方的聯繫，協助青年人了解自己的職業興趣和
提高其求職面試技巧，同時更有效地把「青年就
業起點」的服務滲透入青年人當中。
跨入大學門檻一直是脫貧及向上流動途徑，但
面對單一產業結構、教育制度與勞力市場脫軌，
青年向上流的確面對不少阻力。以往我們會重視
機會是否均等，但因制度失衡所帶來的結果不均
卻令跨代貧窮問題日漸深化。當局應正視問題，
開拓產業，為青年提供真正的選擇和機會。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觀塘區議員

人民幣貶值預期風險可控

5月25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大幅下調，創
出2011年3月以來的最弱水平。分析家們議論紛
紛。除了糾結貶值之因：美聯儲未來兩個月可能
的加息預期所致，更擔憂人民幣中間價貶值導致
離岸人民幣（CNH）和在岸人民幣（CNY）出
現讓國際炒家覬覦的價差，從而使人民幣匯率再
現動盪紊亂。筆者以為，人民幣貶值風險可控。
美聯儲加息，的確會在新興市場形成新一輪
的匯率波動和資本流出。但是，美聯儲年內呈
現出來的鴿派主導的謹慎趨勢，年內加息預期
也從去年年底給出的4至5次，調降為年內的2
至3次。無論是人民幣還是其他新興市場貨幣，
對美聯儲加息的市場反應已經有足夠的思想準
備。至於下半年是7月份、9月份抑或年底加
息，美聯儲加息對人民幣和新興市場的衝擊也
形成了足夠的緩衝。美聯儲加息對人民幣匯率
的影響是可控的。

提前釋放美聯儲再加息的壓力
也不排除，央行基於提前紓緩美聯儲加息帶給
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預期，從而主動採取措施調降
人民幣中間價。主動貶值和被動貶值在內涵和外
延上是不一樣的，引發的市場效應也迥然不同。

前者屬於風險可控，後者則面臨來自市場傳導的
壓力。經過年初索羅斯在內的投機大佬做空人民
幣的喧囂，央行採取了讓索羅斯們驚愕的匯率保
衛戰。中國央行以實際行動捍衛了人民幣匯率，
中國高層一再向國際社會承諾的中國有能力保持
匯市穩定，事實證明也絕非虛言。
此外，去年8．11的匯改和CFETS指數推出
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漸趨市場化。這既是應
對人民幣「入籃」──加入特別提款權（SDR）
貨幣籃子的需要，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舉
措。不再緊盯美元，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
形成，既要考慮收盤匯率，又要觀照一籃子貨幣
匯率變化。一段時期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
趨穩的，然而5月份以來，籃子貨幣除了英鎊其
他貨幣兌美元是貶值的。一籃子貨幣對人民幣中
間價的影響，也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要從趨穩
適當調降。

平衡人民幣在岸離岸價差
雖然人民幣已經「入籃」，但是人民幣並非自

由兌換貨幣。為了平衡人民幣「兩岸」價差，以
防止國際投資客的投機行為，央行也要通過有效
的舉措去設定「合適」的中間價，以維持人民幣

「兩岸」價差合理水平。因而，從緊盯美元到一
籃子貨幣，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呈現出兩種
態勢，一是增加市場調節因素，二是維持中間價
相對穩定，尤其是讓在岸、離岸人民幣向中間價
看齊。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是方向，因而審視人民幣匯

率變化，應有宏觀思維，不能糾結於某個時段或
某個市場事件影響下的升值或貶值。
宏觀的市場生態是，全球經濟依然處於不明朗
中，美元加息預期的頻度和力度降低，使得強勢
美元的上升通道被阻滯。日本和歐洲市場依然處
於寬鬆貨幣政策的邏輯中。尤其日本，日圓貶值
的政策趨勢性很強。因而，剛剛閉幕的七國集團
（G7）財長會議，對日本發出了不點名的警告，
以防止全球出現競爭性貶值的貨幣戰。
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還和全球主要貨幣的變化
密切相關。兩個籃子貨幣──無論是CFETS還
是SDR，都決定着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和主要經
濟體以及全球市場形成同頻共振。當然，中國經
濟依然處在新常態下，調結構的任務還相當艱
巨。全球市場對中國經濟的引擎作用既有期待，
也有焦慮，這也會在人民幣匯率上得以體現。但
是匯市風險，依然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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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網上籌款行騙「掠水」

「香港眾志」黃之鋒日前在網上聲稱，該黨
「成功開設支票捐款」，但支票抬頭卻要寫上
「黃之鋒」的英文名字，變相將捐款放入他的個
人口袋，其做法不但惹人質疑，而且隨即受到各
界的抨擊與譴責，指出這是「騙徒的新手法」，
如此「掠水」實在厚顏無恥！
由前「學民思潮」和「學聯」成員拼湊的「香
港眾志」，於今年4月10日成立，卻接連遭到接
受捐款、籌集資金的困難，「財路」相繼觸礁、

受挫。先是黃之鋒欲到匯豐銀行申請開戶遭到銀
行方面的斷然拒絕；再是周庭欲以自己的戶口接
受捐款也被恒生銀行取消其所有提款外的功能，
理由是戶口不能作非私人用途。銀行方面完全是
按其有關規則指引辦事，做法完全合情合理。這
與黃之鋒所指的「政治打壓」完全扯不上任何關
係，他的這一「倒打一耙」的花招，可見其理屈
詞窮！
在連串受挫之後，黃之鋒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

蟻，終於鬧出這「網上籌款」的笑話。黃之鋒欲
蓋彌彰，將受到本港法律的制裁。因為，直至迄
今，「香港眾志」仍沒有取得社團或公司註冊處
的正式批准註冊，就先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明顯
是涉及盜竊條例內的詐騙罪行，而一旦罪成，最
高可判囚10年。
由此看來，黃之鋒這一「無牌籌款」的炒作，
將加速其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

傅 平

香港擔當「一帶一路」超級聯繫人
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來港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並發表

講話。張委員長此行，除了是為香港打氣，更重要的還是為香港在國家建設「一

帶一路」的戰略中指明了方向和坐標。行政長官梁振英過去不斷強調香港的優勢

是扮演「超級聯繫人」的角色，現在國家積極推廣「一帶一路」戰略，香港應當

憑藉自身優勢，找準定位，發揮好「超級聯繫人」的功能。

發揮獅子山精神 把握「一帶一路」契機
香港人是否真的被寵壞了？自1997年回歸以來，每
當香港發展遭遇困難，中央便施以援手，給予香港各項
的經濟優惠政策，如CEPA、自由行、離岸人民幣結
算、滬港通等。這次在國家建設「一帶一路」發展戰略
中，難道要中央搬出一套周詳行動計劃，香港才施施然
走出一步，着手研究和部署如何把握這個契機？
「一帶一路」涵蓋60多個國家，人口總量約44億，
佔全球人口的63%；而經濟總量超過21 萬億美元，約
佔全球的29%。筆者認為，香港人應該發揮獅子山精

神；我們所擁有這種特殊DNA，讓香港人擁有刻苦耐
勞、勇於拚搏、敢於去闖的品性特質。我們應該像上一
代香港人，於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擔當國家
改革開放國策的中間人，為國家成功引進資金和技術。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上發表講話，既是為處於發展瓶頸的香港打氣，更
重要的還是為香港在建設「一帶一路」的戰略中立牌指
路。張委員長在講話中，明確指出香港在「一帶一路」
建設中具有四個獨特優勢：一是區位優勢；二是開放合
作的先發優勢；三是服務業專業化優勢；四是文脈相承
的人文優勢。這四個高度概括的優勢，實際上界定了香

港在「一帶一路」上的角色和定位。與此同時，張委員
長更強調，中央支持香港在綜合服務平台、資金融通、
人文交流、深化與內地合作共同開闢「一帶一路」市場
等四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為香港的角色定位給出了清晰
的闡述。

港人齊心協力開闢新路
香港所毗連的珠三角地區，既是國家經濟的三大增

長極之一，也是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發展的高地。香
港既緊鄰深圳這樣的創新創業中心，也能夠與廣東自
貿區、前海深港合作區、福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
心區等形成「共振」效應，區位優勢不言而喻。再看
開放合作先發優勢，香港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
保持着緊密的經貿往來，擁有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將
可成為內地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扮演「跳板」的作
用。香港亦具有服務業專業化的優勢，具有人才儲備
充足、專業服務達國際水平、與國際接軌的健全法律
制度等優勢，在會計、法律、諮詢、旅遊、基建工程

與建設等領域，可以為沿線各國提供
多方面的服務。
此外，行政長官近日更指出，香港的

鐵路管理服務獲世界公認為全球首屈一
指，甚至在港口管理方面，獲世界認同
和肯定，故可以配合國家實踐「一帶一
路」「五通」中的「貿易暢通」、「貨
幣流通」和「道路聯通」3個目標。至
於文脈相承的人文優勢，長期以來，香港就是東西方文
化交流的重要視窗，多種文明在此交匯，形成了中西合
璧、特色鮮明的人文積澱，將有利促進「一帶一路」的
民心相通。
透過參與此一世紀宏偉戰略，香港的年輕人更能發揮
所學所用，提升潛能，證明自身的價值，大展拳腳。在
時代的巨輪下，不進則退，香港與國家是命運共同體，
同甘苦，共進退。面對時代發展機遇，筆者希望港人齊
心協力，拿出勇氣，以更高、更遠的視野，借助今次
「一帶一路」的契機，為香港的未來開闢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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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校舍設施正面睇

近日有報道引述教育界人士表示，有學校在低於標準
校舍辦學，空間不足，又指學校向教育局申請修葺校舍
不被理會，質疑校舍安全，要求提供特別撥款維修。我
們希望簡介改善校舍設施的措施及校舍日常修葺機制，
讓大家了解情況，釋除疑慮。
目前全港約有900所公營學校，它們分別在不同時
期按照當時的建校標準興建，校舍涵蓋的設施不盡相
同，而有關標準多年來亦有所轉變。雖然如此，提升
校舍設施，維持校舍安全，是教育局一直不變的政
策。
教育局一直透過不同措施，按照學校的需要提升校舍
設施，改善教學環境。措施主要包括由1994至2006年

期間進行的學校改善工程計劃、重置計劃和重建計劃
等。以28所位於一般稱為「火柴盒式校舍」的公營小
學為例，除其中一所外，全部已通過學校改善工程計劃
獲提供額外課室、特別用途室及／或行政設施，部分學
校更在相關用地許可及技術可行情況下，加建新翼以擴
建校舍及提升教學設施；其中兩所學校也在校舍分配工
作機制下，獲分配新校舍。
我們重視校舍安全，學校亦有責任負責保養及管理校

舍，以及安排必要的維修工程。教育局每年均有撥款予
學校自行安排工程人員處理小型的維修項目，學校可靈
活自主運用資源，讓校舍輕微的損壞情況盡快得到改
善。

學校如需進行相對較為大型或複雜的維修項目（即
費用達3,000元（小學及特殊學校）／8,000元（中
學）或以上的修葺工程），則可透過每年的大型修葺
工程計劃及日常緊急修葺工程安排提出申請，並由本
局委聘的工程顧問及承建商協助學校處理有關的維修
項目。
早前有報道提及幾所學校的維修問題。根據本局自

2014年4月從房屋署接手處理屋邨校舍保養工作後的記
錄，相關學校提出的緊急修葺申請已按現行機制處理，
部分維修工作已完成，部分正或將進行。以閩僑小學在
一記者會上提出數項其校舍出現的問題為例，本局翻查
記錄，學校今年4月27日就課室天花石屎剝落、廁所水

箱及排污喉損壞等情況，向本局提出緊急修葺工程申
請。本局委聘的工程顧問於5月5日及6日到學校檢視情
況，並跟進落實修葺安排，現待學校安排合適時間騰空
課室以進行相關維修工程。石屎剝落方面，承辦商一般
會先移除鬆脫的石屎以確保校舍安全，然後再與學校安
排所需的修補工程。
在最近5年，本局每年批核進行的大型修葺工程核准
工程總預算平均約為3億3,000萬元。剛於上月底公佈
2016／2017年度大型修葺工程安排，其中就28所「火
柴盒式校舍」小學核准修葺工程的預算費用便超過
4,100萬元，足見本局積極透過維修工程改善這些學校
的設施。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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