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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凱雷、實習記者 謝文
博 北京報道）中科院公佈的2019中國機場旅
客吞吐量預測排名顯示，香港穩居第二，大灣區
前十有三（香港、廣州、深圳）。
《2019年中國航空客運Top20 機場預測報
告》指出，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位居前三，與2018年排名相
同。前十名中，位於大灣區的機場則佔三，即排
名第二的香港國際機場，排名第四的廣州白雲國
際機場，排名第六的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台灣的

桃園國際機場排名第八。
報告顯示，2019年，預計全國機場排名變化
不大。預計2019年中國前20大貨運吞吐量機場
排名中，杭州蕭山國際機場將超越成都雙流國
際機場，排名由去年的8名上升至7名，西安咸
陽國際機場將超越廈門高崎國際機場，排名由
去年的15名上升至14名，武漢天河國際機場將
超越青島流亭國際機場，排名由去年的18名上
升至17名。其他機場貨運吞吐量排名保持不
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
源頭減廢是大勢所趨，香港應該向前
看，加強減廢工作。他說，將在今年
底或明年初，在大型屋苑推行中央廚
餘回收計劃，之後希望逐步擴大計劃
至更多住宅。
黃錦星表示，政府不同政策局會審

時度勢，檢視政策及聆聽意見，令政策

理順及貼近民意。他說，去年是中央廚
餘一個新里程碑，小蠔灣回收中心運作
後每日可處理200噸廚餘；立法會之前
亦批出撥款，在北區沙嶺建設第二個回
收廠，每日可處理300噸廚餘。
他續說，政府同時亦善用科技，大

埔污水處理廠會加裝設施，研究污泥
及廚餘一併處理，相信每日可以處理
多50噸廚餘，希望未來可以收集更多

住宅及工商大廈的廚餘。
黃錦星指，在即棄塑膠方面會繼續

多管齊下，做不同研究，適當時會諮
詢公眾。
他並說，香港的塑膠購物袋收費計

劃到今年已經推行了10年，已見成
效，未有立法之前，每年差不多有超
過80億個相關的膠袋，到近年減至大
約40億至50億個。

中國科學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每年7月
發佈港口報告對全球核心港口的集裝

箱吞吐量及其排名進行預測和分析。《報
告》顯示，2019年，全球前20大集裝箱港
口中，中國佔半數，前10大集裝箱港口有7
個來自中國，但相比去年中國港口集裝箱吞
吐量的增長速度有所放緩。
報告分析指出，2019年在中國經濟貿易
增長的發展形勢下，中國多數港口集裝箱運
輸服務需求將保持上升態勢，預計上海、寧
波舟山、廣州、青島等港口實現較快增長。
但一些港口在增速上與2018年相比將有不
同程度的放緩，如香港、高雄、大連2019
年可能負增長。

港排名持續跌難單打獨鬥
報告指出，從排名來看，預計2019年全

球前20大集裝箱港口的前十名有些許變

動，其餘與2018年基本一致，港口排名發
生變化的具體情況如下：
1. 廣州港將超過釜山港，位列全球第五

位，釜山港退居第六位。
2. 香港港出現下跌，退居第八位；青島

港相應地前進一位，位列全球第七位。
3. 大連港出現下跌，退居第十七位，洛

杉磯港排名與其互換，位列第十六位。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香

港借力飛速發展港口。2001年至2004年，
香港港口連續數年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貨櫃碼
頭。
然而自2005年，新加坡超越香港，一舉
成為全球吞吐量最大的貨櫃碼頭，自此10
餘年間，香港分別被上海、深圳、釜山等超
越，香港港口的國際排名持續下跌，2015
年跌至第五 ，2018年跌至世界排名第七，
今年又滑至第八。

應與區內省市合作互補
專家指出，放眼大灣區，依託大灣區，

香港港口在全球競爭優勢反而顯現。
正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

出：將鞏固及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地
位……香港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與

廣州、深圳形成優勢互補、互惠共贏的港
口、航運、物流和配套服務體系，進一步增
強港口群整體國際競爭力。
他續說，香港港口吞吐量排名雖然有所

下降，但香港船舶管理及租賃、船舶融
資、海事法律及爭議解決等高端航運服務
業仍是領先，放眼整個大灣區，在全球排
名前十位港口中，大灣區則佔三，包括排
名第四的深圳港，上升為第五名的廣州
港，排名第八的香港港，三者分工定位合
作優勢不言而喻。
香港特區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

此前接受媒體訪問時，分析了大灣區三大港
口的定位和作用：「廣州港依託其廣闊的腹
地向內發展；深圳港憑借勞動力和運輸價格
低廉的優勢，以發展出口為主；香港則匯聚
金融、法律等專業人才，『一國兩制』帶來
便捷的清關程序，可以繼續保持發展轉口貿
易。」
香港理工大學航運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冬

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為，深圳、廣州和香港
與其相互競爭，不如打破壁壘，整合港口資
源，結合三地港口優點，更好地分配資源，
提高整體競爭力，這樣才可與新加坡港在國
際貿易上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凱雷、實習

記者 謝文博 北京報道）中國科學

院前日在京發佈《2019 年全球

Top20 集裝箱港口預測報告》顯

示，上海港、新加坡港和舟山港位

居全球集裝箱港口吞吐量預測排名

前三。其中，香港港與去年相比下

跌一位，退居第八位，而全球十大

港口中，粵港澳大灣區則佔三席，

包括排名第四的深圳港，上升為第

五名的廣州港，排名第八的香港

港，大灣區在全球港口競爭中整體

優勢突顯。

機場旅客吞吐量 港居全國第二 屋苑廚餘收集最快年底推行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編輯 黃健恆

台網民怒批美對台軍售
斥美是「奸商」揭「美艦遠航，台灣給保護費」

據台媒報道，根據6月公佈的該
法案內容，美國國會認為美國

應持續加強與台灣的「防務與安全合
作」，支持對台軍售。不過，當美眾
院通過NDAA一事傳回島內時，引得
網友怒批：美國就是個奸商。還有網
友指出，「台獨」和大陸開戰，根本

只是討打而已。

易加劇兩岸關係緊張
美國參議院6月27日通過的參議院
版本NDAA也提及所謂「支持對台軍
售」內容，並聲稱美國軍艦也應繼續
定期通過台灣海峽。台灣防務部門當

時對此聲稱「感謝」，但這一說法很
快被島內網友怒批，「美艦遠航，台
灣給保護費！」
兩岸關係專家、台灣中華儒學會理

事長孔祥科對此表示，台灣是否能夠
得到武器尚不可知，就算得到了武器
能發揮怎樣的作用亦不可知，但「對
台軍售」這樣的言論或舉動，卻可以
輕而易舉提高兩岸關係的緊張程度，
對台灣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他指出，
台當局應該認真思考，美國這些政策
是否只是為了美國角逐西太平洋的勢
力、是否真的對台灣有利，「要認清
現實。」

「以武謀獨」必損民眾利益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

研究所所長朱松嶺曾對媒體指出，
NDAA若想落實成為法律，總體上的

程序還沒走完，但現在可以看得出
來，一部分反華勢力想要在美國國內
操弄形成一種所謂的「公共輿論」，
干涉兩岸事務。他批評，美國不斷插
手兩岸和島內事務，民進黨當局則是
一副有求必應的樣子，雙方「狼狽為
奸」的頻率增多。美國打「台灣牌」
奏效的難度比較大，「以武拒統」、
「以武謀獨」必然會損害台灣民眾的
利益、破壞兩岸關係，民進黨當局對
自己的僥倖心理也很清楚，恐怕就是
「走夜路吹口哨」、給自己壯膽而
已。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

任、廈門大學台研院教授劉國深也曾
批評指，美方對中國進行「極限施
壓」，毀壞中美兩國關係的共同基
礎，中美雙方的利益都會因此受到損
害，對於台灣來說更將是一場噩夢。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方近日批准向台灣出
售總值約22.2億美元武器裝備一事，中國外交
部星期五（12日）宣佈，中方將對參與此次售
台武器的美國企業實施制裁。這是一個主權國
家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而採取的必要和果斷措
施。
中央廣電總台昨日發表「國際銳評」文章指

出，眾所周知，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美方向台灣出售武器不僅嚴重違反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更是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美國企業參與向台灣
出售武器，根本不是單純的商業交易，而是嚴重
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的行為。中國對涉事美
方企業實施制裁，合情、合理更合法，中國政府
和企業絕不會同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企業進行任
何形式的合作與商業往來。
文章說，中美建交40年來，美方一方面表

示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承認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諾逐步減少
對台軍售直至問題最終解決，但同時，它又通
過「與台灣關係法」這一國內法，繼續與台灣
進行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干涉中國內政。近
期，美國會參眾兩院又相繼通過《2020財年國
防授權法案》，繼續鼓吹支持對台軍售。對台
軍售問題，始終是干擾中美關係正常發展的一
個頑疾。
文章進一步指出，美國賣給台灣武器，真是

想保障台灣安全嗎？當然不是！在美國，政府
與軍火集團利益深度綑綁早已不是秘密。它把
一些過時的武器高價賣給台灣，除了實施「以
台制華」這一圖謀外，也是把台灣當成冤大頭
和提款機，來滿足美國軍火商的利益訴求。本
屆美國政府上台後，更是主動把軍火商推到前
台，讓它們直接與銷售對象談判。比如，2018
年4月，美國務院就允許美國公司以商業銷售
模式為台灣當局製造潛艇提供相關敏感技術，
這相當於給美國軍工企業提供「授權書」，同
意其直接與台灣進行談判。但是， 美國企業
參與對台售武，早已不是單純的商業銷售，而
是嚴重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行
為，中國對此絕不容忍。2015年，中國曾對參
與美方對台售武的涉事企業實施制裁。時隔四
年，中國再次對參與對台軍售的美企進行制
裁，表明中國在維護國家主權問題上絕不含
糊，彰顯了中方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的意志與決心。
文章最後強調，主權不可侵犯，內政不容干

涉。美方此時批准對台軍售，不僅將損害台海
和平穩定，也勢必會對中美關係與雙方重要領
域合作造成損害。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方面，中方的立場是堅定、明確的。任何為利
益而想挑戰中國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
安全的企業與個人，最終要為自己的短視行為
付出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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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對美國《2020財年國防授權法》表示不滿。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當地時間12日，美國

聯邦眾議院通過《2020財年國防授

權法》(NDAA)，支持對台軍售，並提

及「美國國防部長應與相對應的台灣部門

協商評估台灣軍力」及「台灣應提高自我

防備能力」等論調。然而當此消息傳回島

內，卻遭到不少台網友批駁稱，「美國就

是個奸商」。兩岸關係專家對香港文匯

報亦指出，售武只是美國利用台灣對

抗大陸的一種手段，宣示意味明

顯大於實質內涵，奉勸台當局

認清何為「對台灣有利」。

■美國《2020財年國防授權法》聲稱美軍艦應繼續定期通過台灣海峽。圖為去年穿越台灣海峽之一的提康德羅加級神盾巡
洋艦「安提坦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