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數字看十九年成就 抓機遇增未來信心
無論香港面對什麼樣的困難，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存在什麼樣的爭論，都不能

抹殺回歸十九年來，香港社會各界所付出的努力，更不能否定香港所取得的成

就。看看這些數字吧：香港GDP從1997年的1.37萬億港元增長到2015年的2.39

萬億港元；人均產值居全球第七位；財政儲備高達8461億港元；失業率長期維持

在3.3%至3.4%低水平，堪稱全民就業；香港是全球第六大證券市場和第五大外

匯市場、第九大貿易經濟體、全球最大集裝箱港口之一和第四大船舶註冊中心；

香港連續22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香港在世界最便利營商城市中名列第

二；香港吸納直接外來投資排名世界第二；香港今年再次被評為全球最具競爭力

經濟體；香港參與了5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活動；特區護照已獲156個國家和

地區給予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等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些讓外界羨慕不已的數字，身在香港的人更應該感到鼓舞，增強信心。

數字顯示香港十九年發展進步
回歸19年來，香港經濟保持持續平穩發展。1997年

至2013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年均實質增長3.4%，人
均本地生產總值按美元累計增長39.3%。根據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2013年數據，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位居全球第三十五位，人均本地生產總值
位居全球第七位。香港GDP從1997年的1.37萬億港
元，增長到2015年的2.39萬億港元。至2016年4月，
特區政府所擁有的財政儲備高達8461億港元。香港的
失業率更長期維持在3.3%至3.4%的低水平，堪稱全民

就業。
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依然穩固。

根據2014年的統計，香港是全球第六大證券市場和第
五大外匯市場，是全球第九大貿易經濟體，還是全球最
大的集裝箱港口之一和第四大船舶註冊中心。香港國際
機場是世界最繁忙的空港之一。
香港營商環境整體保持良好。連續22年，香港被美

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世界銀行對全
球185個經濟體營商環境的排名中，香港多年位居前
列；世界銀行《2010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香港在
世界最便利營商城市中名列第二；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

會議（UNCTAD）《2015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於
2014年吸納直接外來投資為1,030億美元，排名僅次於
中國內地（1,290億美元），卻在美國（920億美元）及
英國（720億美元）之前；今年5月30日，瑞士洛桑管
理學院發佈本年度的全球競爭力排名，香港再次成為全
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香港發展空間更加廣闊。在國家的支持下，香港積

極參與國際事務，擴展對外交往獲得廣闊空間。回歸以
來，香港以適當身份參與了5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
活動，並以「中國香港」名義在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
合組織等國際和地區組織中發揮積極作用。世界銀行年
會、《財富》全球論壇、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世界電
信展等一系列重大國際活動在香港成功舉辦。目前，香
港特區護照已獲得世界156個國家和地區給予免簽證入
境或落地簽證的待遇，遠超過「英國國民(海外)護
照」。2006年11月9日，由中國政府推薦的香港前衛生
署署長陳馮富珍當選世界衛生組織新一任總幹事，並連
任至今。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在聯合國專門機構中擔任最
高職位。

種種衝擊考驗彰顯各方付出巨大努力
毋庸諱言，香港回歸十九年來，經歷了許多風風雨

雨。從外部來說：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0年美
國科網泡沫爆破、2001年紐約9．11恐怖襲擊、2008年
雷曼兄弟公司破產觸發的金融海嘯。從內部來看，「禽
流感」、「沙士」、違法「佔中」、旺角暴亂等等。這
些天災人禍對香港社會發展和「一國兩制」事業都造成

了嚴重衝擊。
這些嚴重的衝擊和考驗，不僅表明香

港的「一國兩制」事業確實經歷了曲折
磨練，更讓人看到從中央到特區政府和
香港社會各界，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香港市民清楚看
到，中央一直全力挺港，協助香港渡
過難關，成為香港的最強後盾。三位
行政長官、四屆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都
為香港的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應該看到的是，
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面對相當困難的社會環境，奮發
有為，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提出了很多新舉
措，也取得初步成效，極為難得。習近平主席以「疾
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評價梁振英，可謂是畫龍點
睛。

困難雖不少機遇卻更大
也要看到，香港現在確實面對不少困難：不僅社會長
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衍生的民生問題突出，經濟增長放
緩，傳統優勢弱化，更有泛政治化引發了社會激烈的爭
論和政治對立。更加應該看到的是，當前大勢對香港的
發展非常有利。最重要的是祖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國家實施「走出去」、「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等戰
略，為香港帶來了重大機遇，而中央始終重視香港在國
家發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香港在「一國兩制」
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經驗，只要各界能夠攜起手來，把握
機遇，就一定能夠實現更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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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土地有限，人口密集，各行各業都面對
土地不足的問題，儘管社區對體育運動場地有極大
的需求，但在土地供應緊張的前提下，政府要滿足
需要有客觀上的困難。翻查康文署過去十年的記
錄，康體活動的參加人數，由2005年的166萬增
至2015年的254萬，增幅高達五成；但同一時
間，增加的場地數目遠遠不足，體育館只是由85
間增加至96間，運動場過去十年只增加一個。增
幅比較理想的只有游泳池，由36個增至43間，增
幅有兩成。
香港真的沒有場地嗎？其實不是，香港有一千多間
官立和津貼中小學，分佈在各個社區，這些學校大部
分都有設施良好的多用途運動場地，交通便利，但它
們在假日期間大部分被閒置，如果能更加善用，就可
釋放出不少活動空間，大大減輕現時團體面對的場地
不足問題，亦可緩解對康文署體育場地的需求。
當然，學校的首要責任是教學，要學校兼顧假
日開放場地的工作，無疑會加重學校的負擔，亦涉
及不少行政和責任上的問題。故此，筆者最近委託
了浸會大學體育系的劉永松教授就此進行研究，了
解其他地區開放學校的經驗，探討鼓勵學校租借出
場地的建議，減少學校對租出場地的疑慮。
根據劉永松教授的研究，在美國、法國、英

國、中國內地、台灣、日本等地區，其實早已開放
學校運動場地及設施予社區。例如巴黎早在1977
年，就將學校體育運動設施建設納入整個社區發展
規劃之內，令巴黎在過去38年增加了25倍城內的
體育運動設施。又例如根據前日本文部省1990年
的調查，全國99%中小學的體育運動設施已對外
開放。至於內地，近年亦積極推動開放校院設施的
政策。在2010年第三次全國學校體育場地對外開
放工作會議上，確定在未來5年，逐步實現50%中
小學運動場地向社會開放。
在香港，教育局允許官立及津貼中小學借出場地，

並發出通告鼓勵學校在課餘時間開放設施，促進學校
和社區合作。但有別於研究提及的地區，香港政府的
鼓勵和參與十分有限，只是擬備一份「問與答」的疑
難解答文件讓學校參考。所以，不難理解的是，研究
中發現僅有23%的受訪學校表示有外借場地的政策，
有五成多的學校表明不願意外借場地，外借場地的學
校比例明顯偏低。至於學校不願外借的顧慮，多是與

資源、行政和法律責任有關。例如擔心外借場地會耗
費學校及人力資源，外借時引來人身及環境安全、法
律責任和保險責任問題，另亦有擔心入校人群品流複
雜，學校難以控制。
儘管願意外借場地的學校不多，但研究發現，

多數學校都肯定外借學校的好處，例如可「促進學
校與社區連繫」、「可地盡其利，增加社區運動資
源」、「推動全民健康運動文化」等等。故此，如
果政府能認真協助學校解決資源、法律責任和保險
的問題，提供誘因鼓勵學校外借設施，相信會有更
多學校樂於參與。
在這方面，教育局及民政事務局應可配合發揮
更積極的作用。例如在租金安排上，現時教育局規
定津貼學校租借場地所獲的租金，需與教育局和學
校攤分。如果教育局免除或調低與學校分賬的比
例，讓外借的租金撥作學校發展或獎學金用途，應
可有助鼓勵學校外借。至於官校，因為外借的租金
全數撥入政府庫房，他們外借的經濟誘因更低。有
官校更指出，因為教育局不傾向增加學校的電費預
算，如果外借的是禮堂或室內設施，學校自己更要
「倒貼」冷氣費，出現負誘因。
另外一個關鍵，是保險問題。現時學校購買的

保險，一般只覆蓋教職員及學生，不包括租借場地
的外來人士，但學校外借場地時，租借團體有否買
保險，萬一發生事故，學校有沒有責任，會不會惹
上官非，這都是學校在租出場地時會考慮的風險。
而根據外國經驗，政府在這方面都會擔當積極角
色。如果能透過教育局作全面推廣，或是直接由教
育局處理好保險問題，學校的憂慮就可排除。學校
另一個擔心，是開放學校帶來的閒雜人等問題。但
這些問題，政府只要為學校提供額外的資源，是可
以透過加強保安設施去解決的。
要處理好這些問題所需的資源不多，但效益卻相當
之大，康文署每年用近40億提供各種體育和康樂設
施。單是用於管理體育館的員工開支，每年就涉及
1.3億元。如果康文署和教育局能加強合作，增撥少
許的資源，為學校處理好保險和保安設施等問題，再
提供財政誘因，就能讓數以千計的閒置場地得到更有
效運用。待條件成熟後，更可擴大開放予文化藝術團
體使用。如此「四両撥千斤」的德政，除了官僚枷鎖，
筆者實看不出有什麼「不可為」的合理解釋。

悲痛，卻不應失去理性
截至投稿前，牛頭角迷你倉四級火警，已
奪去兩位英勇消防員的性命，讓全民痛心。
面對香港有史以來歷時最長的工廈大火，兼
且在身處於有關工廈內的市民已盡數撤離的
情況下，卻仍導致有兩名消防員殉職，眾多
消防員受傷及疲憊不堪。部分市民開始在社
交網站對政府及消防處的滅火策略作出評論
及批評，相關發文比比皆是。
不過，部分批評漸漸已成過分的關心，甚
至已變得意氣用事。對於撲滅火災及相關專
業，實話實說，你我的認識其實又有多少
呢？若消防處真的採取我們的意見，是否必
定是最好的方法，帶來最少的傷亡及損失，
相信你我也心知肚明；即使是引述從不同渠
道而來的專業意見，我們又能否肯定自己不
會錯誤理解這些專業意見，甚或確定這些專
業意見正確無誤，是最佳的解決方法呢？
面對一場災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想為事
件做點甚麼，想法可以理解，不過純粹以感
性主導一切，魯莽行動橫衝直撞，心口得個
勇字，絕對於事無補，更只會為救災部門製
造麻煩。就有如過去我們面對不少大地震或
其他災難，若我們貿然衝進現場，不但對事
情了無幫助，更有可能成為救災隊伍的累
贅。不難想像，若有人衝進災區舉起橫額、
對現場指揮指指點點，實際上只會為災民、
為災情添煩添亂，挑起事端，弄巧成拙。
「批評容易做事難」，面對消防員的專業
滅火工作，即使我們如何投入，業餘的我們

大多只能充當旁觀者的角
色，難以並肩作戰之餘，更
容易落入業餘批評專業的情
況，而這些批評除了每每建
樹不大，流入正在前線奮戰
或正在全力指揮的負責人員
及消防員耳中，亦只會成為
他們進行專業判斷時的壓
力，使他們分神。即使業餘者偶有言中要害
之處，但要消防部門在百忙中立刻採納「業
餘」意見，也絕對是非理性、非專業的空
想。
其實災難當前，我們要做的理應是先不要

批評，而是應該對正在出謀獻策及奮勇撲火
的消防人員予以精神上或其他形式的鼓勵和
支持，讓滅火這當務之急能盡快完成，將人
命及財物損失減至最少；並在平息之後痛定
思痛，在有充足調查的情況下理性、專業、
公平地分析事情始末，作出檢討，才是真正
能解決事情的方法。不過即使批評，我們亦
理應繼續對全力為我們服務的消防或其他人
員予以體諒支持，不要為一己之想法盲目打
擊他們的士氣；更重要是千萬別因任何理由
再打擾及消費殉職消防員及其家屬，讓家屬
能有足夠空間，平復心情。總之，事情即使
讓人悲傷，但更重要是我們要無時無刻保持
理性，以免讓社會在激動之中，離解決方法
越走越遠。

梁亮勝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何俊賢 立法會議員（漁農界）

交津計劃需審視
政府訂立「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目的

主要是津貼低收入人士的工作成本，減低交通
費負擔並鼓勵就業。不過計劃實行4年多，至今
申請人數仍較預期為少，受惠的在職市民有
限。對於交津計劃的檢討結果，我們有數點看
法。
首先，近年市民的車費負擔日趨嚴重，多
間公共交通機構更爭相申請加價。對居住在
僻遠地區而又需在市區工作的市民，車費開
支尤其 「那脷」。我們強烈要求局方放寬入
息及家庭資產審查額度，讓更多低收入在職
人士能受惠，並因應實際生活環境調高津貼
金額。
其次，對於局方決定簡化交津計劃申請
表，我們表示歡迎。但過往很多市民向我們
反映，交津計劃最大問題是需提交的證明文

件過多，部分僱員不願意向前僱主申請相關
證明，或因害怕因填錯資料或漏交文件負上
法津責任而放棄申請。我們要求局方減少申
請時需提交的證明文件，以便利市民並降低
行政費用。
同時，我們認同舊有的「交通費支援計
劃」內，確實有不少優點值得吸納。以求職
津貼為例，舊計劃設有最多600元津貼，這樣
可以減輕失業人士求職的車費開銷。我們希
望政府可以重推此措施，將求職津貼納入交
津計劃內。
最後，據悉「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已於5月3日接受申請，我們預期交津的申請
人數將會大幅減少。政府應審慎檢視低津計
劃與交津計劃的相互安排，並積極留意交津
的申請情況，並在適當時間進行檢討。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觀塘區議員

提升香港專業界國際形象拓展商機

香港的專業服務一向位於國際前列，在多個領域(包括
會計、法律和解決爭議、建造及工程項目管理等)擁有優
秀人才和豐富國際經驗。以2014年計算，專業服務業
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4.8%，帶來1,067億元的增加價
值，並為20多萬人提供職位，佔總就業人數的5.6%。
業界在 2004 年至 2014 年間經濟價值的累計增長共
129%，升幅顯著高於整體經濟的71%。
經濟發展委員會在2013年1月成立，轄下設有專業服
務業工作小組，就加強發展專業服務業向政府提供意
見。專業服務業工作小組的工作範圍涵蓋八個專業服務
業，即會計、公司秘書、建築（包括園境建築）、工
程、規劃、測量、法律及醫療護理。我作為小組召集

人，高興小組獲得委員的支持及積極參與。過去三年
多，小組就多個支援專業服務業發展的範疇提出建議，
獲得政府接納並逐步推動有關工作，它們主要包括
（一）加強與內地及海外經濟體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聯
繫，在締結貿易協議時，為香港專業服務業爭取更多開
放措施；（二）在國家五年規劃和「一帶一路」等重要
國策中尋找機遇，促進內地與香港專業服務業共同發
展；（三）推廣專業服務業的香港品牌，及提升其競爭
力；（四）支持業界進入新興及其他潛在市場；以及
（五）加強專業服務業的跨界別支援等。
透過上述發展方向，小組希望進一步提升業界在國際

上的專業形象，拓展商機。工作小組並且十分高興在今

年3月國家公佈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
規劃綱要」中的港澳專章裡，提及支持香港專業服務向
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這亦證明了業界的能力和優勢獲
得肯定。
至今，政府已在多方面落實支援專業服務業的具體措

施，包括與香港駐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及香港貿易發展局
合作，以跨專業團隊方式推廣香港的專業服務，編制專
業服務業的資料簡報和成功個案並廣為宣傳，並在去年
安排業界代表團出訪緬甸作商貿交流，以及到內地「廣
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前海和南沙片區及「一帶一路」
沿線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考察。在各項推廣活動中，
業界代表均力介紹香港專業服務業人員提供跨界別專

業服務的獨特優勢，以及展現香港人才具國際視野和豐
富經驗的一面。
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將帶動內地以及沿線地區對高

端專業服務的需求。政府在2016年《施政報告》公佈
將撥款2億元，支持香港的專業服務業業界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及其他境外地方(包括內地)的交流、推廣
和合作。我樂見政府會繼續推動相關業界積極利用其經
驗、知識以及熟悉國際標準和法規體制等優勢，尋求與
內地及海外專業服務共同發展，令香港成為「一帶一
路」的高端專業服務平台。

劉炳章 經濟發展委員會專業服務業工作小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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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地少人
多，運動場地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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