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修例風波打殘香港經濟，基層深受其害。特區政府昨日公布《2019

年貧窮情況報告》顯示，香港去年總貧窮人口多達149.1萬，按年增

加8.5萬名窮人，是有記錄以來最多。整體貧窮率達21.4%，即平均

每5人就有一名窮人；兒童貧窮情況更嚴重，平均每4名兒童就有一

人貧窮。按地區統計，貧窮率最高的五個地區為觀塘、屯門、北區、

黃大仙和葵青。政府分析貧窮人口上升，與社會事件及中美貿易摩擦

雙重打擊，使勞工市場明顯轉弱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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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光譜
行政財務部 陳彬

很難有一座城像香港這樣，第一眼極盡繁華
琳琅滿目讓你心生歡喜，日子久了，熟稔些
了，倒有了種一言難盡的感慨。即便在當地生
活了幾十年的香港人，依舊沒法給出準確的措
辭去形容這座城市。這座城有它一直看重的東
西，像契約精神、法治、民主和自由，但又不
僅僅是這些。從中央集權下的邊陲小鎮，到鴉
片戰爭的屈辱割讓，從英治到二戰和日佔時期
的陷落與苦難，從躋身亞洲「四小龍」的經濟
騰飛到八零年代的中英談判，從回歸前的期待
與迷茫，再到如今融入大灣區發展版圖的新篇
章，這座曾經享有盛譽和無上榮光的「東方之
珠」，在一個多世紀裏披荊斬棘、風雨兼程，
慢慢淬煉出獨特的城市性格，也形成了獨有的
城市光譜。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站在香港街頭，彷彿就能
體驗到浪漫的土耳其、東京和巴黎。官方統計顯
示，全港七百多萬人口，這座城市和生活其中的
人們提供了不同族裔、宗教、文化、政治、意識
形態互相博弈、共生共存的鮮活樣本。

曾經在港共事多年，如今回到京城重操舊業的

好友虎哥，回憶起香港崢嶸歲月，也是滿懷感
慨。這個幽默健談、熱愛咖啡、電影、黑膠唱片
和香港茶餐廳文化的中年男人向我打開了認識這
座城市的大門。於是，從太平山頂到銅鑼灣，從
維園到赤柱廣場，從西貢到大嶼山，從屯門到元
朗，我帶着相機開始了對這座城市的觀察和記
錄。在西環碼頭，遇到過拍戲的劇組、排練的舞
團、放空的釣者、營業的模特，以及一年四季絡
繹不絕的婚紗拍攝團隊；在赤柱和愉景灣，見識
了不同膚色的小朋友在父母陪伴下盡情撒歡的周
末時光；在中環老街，流連於新老建築的交相輝
映各自成趣，驚訝於層出不窮目不暇接的後現代
塗鴉；在西港城和皇后像廣場，感歎着百年電車
在「叮叮」聲中見證城市發展變遷，從歷史走向
未來。在蚺蛇尖登過山，在鴨脷排看過海，在盧
吉道觀過景，在海味街擼過貓，在紅館聽過歌，
在亞博拍過展。

一次去烏蛟騰行山，返程搭上小巴時已近傍
晚，司機是一個其貌不揚謙恭有禮的中年大
叔。在路過一處小巴停靠點的時候，站牌處有
一對白人母女正時不時翻看手機，來回張望着
道路方向，但並未招手示意小巴，而當時車上
湊巧無人下車，於是司機徑直開走了。大約往
前行進了五十米，小巴突然在道路開闊處掉了
個頭，回到先前的站點後緩緩停下，只見司機

隔着半條街的距離，用不甚流利的英文大聲問
那對母女：「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MTR
Station?」（你們要去哪兒？港鐵站嗎？）雙方
連說帶比劃了一陣，終於弄清她們要去大美
督，正好順路，於是上車。這條道路車流稀
少，而小巴班次並不頻密，想必是司機意識
到，倘若錯過這趟車，這對可憐的母女恐怕要
在暮色下多等近半個鐘，心有不忍於是掉頭來
尋，頃刻間被司機的細心與體貼所感動。對異
鄉客的善意關懷，是這座城市最打動人的地
方，市井之處流淌着的這股守望相助的精神，
大概也是人性中最暖的溫度。

遊歷香港當下所見之景，常有感嘆「江畔何人
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青山依舊在，只是
輕舟已過萬重山。 從1841年開埠算起，不過一百
多年的時間，這座城市見證了香江之畔太多的光
怪陸離、波譎雲詭，物是人非。前幾日與虎哥聊
起香港近況，說到這兩年的光景，着實令人唏
噓，前有修例風波，後有疫情圍城，各種顏色悉
數粉墨登場，香港好似掉進了一座大染缸。宏大
敘事之下的芸芸眾生，恐怕多半在哀嘆民生之多
艱。那些年虎哥常去的幾間心水舖頭，在這雙重
打擊下執笠關門的不在少數，舊時熟悉的街角不
經意間已換了模樣。

年輕城市要經歷的陣痛和波折，香港經歷過，

現在正經歷，將來或許還會有。好在這座城市還
很年輕，未來更充滿了各種可能。但不論一座城
市怎樣變遷，最重要的還是這座城市裏的人們，
他們的喜怒哀樂勾勒出城市的光譜。畢竟到頭
來，生活過得精不精彩，公主愛上了王子還是青
蛙，最後有沒有幸福地在一起，故事的走向終究
還是由他們來書寫。峰迴路轉也好，濃墨重彩也
罷，唯獨希望切莫丟失了市井間那一抹善意流動
與脈脈溫存。至於筆下顏色，赤橙黃綠青藍紫，
雖各有差異，但也互為補色，就如好萊塢大片中
多見的「青橙」色調，搭配好了才能營造出和諧
天然之感，也才能在歷經風雨後，為這座城市描
繪出引人入勝的彩虹長卷。

■香江獨特城市光譜。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黑暴打殘經濟 貧窮人口新高
年增8.5萬人達149萬 平均5個港人一個窮

會計師攜天拿水
稱「嚇警」囚8周

中年男會計師劉少華（57歲），聲稱不忿
警察在處理修例風波事件中惡意對待學生，為
「嚇吓啲警察」，遂在去年8月中在元朗警署
外放置一堆淋上天拿水的報紙碎。警員隨即上
前截查，聞到被告身上有強烈的天拿水氣味，
其後又在被告曾停留的鐵閘附近地上發現一堆
撕爛的報紙碎，同樣充斥強烈的天拿水氣味，
並在附近花叢發現一個打火機，遂將被告拘
捕。案件上月11日在區域法院案件開審前，
劉承認一項刑事恐嚇罪。案件昨日宣判，法官
葉佐文強調，法庭絕不容許任何人以威嚇手段
解決問題或宣示觀點，或用任何手段令警察執
法時受壓。遂以10星期監禁為量刑起點，考
慮到被告在開審當天才認罪，僅能給予五分之
一的刑期扣減，最終判監8星期。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2019年
香港創新活動統計》報告指，香港的本地研發總開
支於去年為263.33億元，較2018年的相應數字上
升8%。本地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由2018年的0.86%增加至2019年的0.92%。
政府發言人表示，政府致力推動香港的創科發

展。現屆政府合共投放超過1,000億元，循行政
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八大方向構建和
優化本地的創科生態。儘管去年充滿挑戰，香港
的本地研發總開支仍錄得8%的增長，情況令人
鼓舞。
發言人表示，政府在增加研發資源、支援科技企

業、推動科技應用及再工業化、以及提供科研基建
方面的措施取得良好進展。2020年施政報告亦宣
布了支持創科發展的新措施，包括建設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以及推出「傑出創科學人計劃」。
發言人說，政府將繼續努力完善本地的創科生
態。由行政長官成立及主持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
會定期監察上述措施，以及政府創科發展八大方向
相關措施的推行情況。預期有關措施的成效將陸續
顯現，進一步提升本地研發總開支。

攬炒派去年8月4日煽動群眾在將軍澳遊行
後，大批黑暴趁機通宵包圍將軍澳警署瘋狂投
擲磚頭及用硬物破壞公物，警方的驅散及拘捕
行動直至翌日凌晨才結束，其間拘捕一名涉嫌
參與破壞的青年。該名男被告譚嘉強（22
歲），報稱任職電腦技術員，被控一項暴動罪
及一項刑事毀壞罪，但其「踢保」獲准暫時釋
放，直至早前再被拘捕及起訴暴動罪等罪名。
案件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暫毋須答辯，
被告獲准以6,000元保釋至明年2月17日再
訊，其間不准離港、須交出旅遊證件、居於報
稱住址、遵守宵禁令，以及每星期到警署報
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本地研發總開支達263億 年升8%

法庭簡訊

裝修工認集結罪等坐監

少年認藏武 官指大機會判囚

被控刑毀警署 青年禁離港

去年10月12日攬炒派藉修例風波煽動包圍
旺角警署，其間裝修工陳立凱（21歲）及清
潔工李啟發（32歲）涉用鐳射筆照向警署，
被控非法集結罪、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罪及違反《禁止蒙面規例》。案件昨在西九龍
裁判法院再訊，裝修工陳立凱承認兩項控罪，
裁判官鍾明新表明，被告陳立凱無可避免要判
監，將案押後至下月6日判刑，以待索取勞教
中心報告，其間須還柙看管。
另患輕度智障的清潔工李啟發，辯方爭議他

是否適合答辯，要求展開聆訊處理，還柙至明
年2月25日再提訊。

攬炒黑暴今年5月10日又再發起所謂的「和
你sing」行動，在旺角新世紀廣場滋擾商戶及
市民。當日4名男生被即場搜出鐳射筆、伸縮
棍等，事後被控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管
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等罪。4名被告依
次為高銘樂（17歲）、陳子傑（16歲）、張
宇恒（18歲）及15歲少年。案件昨日在西九
龍裁判法院再提訊，其中18歲聲稱是「義務
急救員」的第三被告承認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
罪，還柙至下月7日判刑。裁判官鍾明新表明
涉案伸縮棍具殺傷力，「監禁式刑罰係十分有
可能。」其餘3名被告案件則押後至明年2月
21日再提訊。

■■筲箕灣一個放置於路邊盛載裝修工程泥頭垃圾的鐵斗前筲箕灣一個放置於路邊盛載裝修工程泥頭垃圾的鐵斗前，，一名老翁挑揀可重用物一名老翁挑揀可重用物
品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主辦的
「創新科技嘉年華2020」昨
起至本月31日在線舉行，以

「攜手共創．超越所想」為主題，聯同近50個活動夥伴展出多項本地
最新創意發明和科研成果，並包括一系列創科工作坊和講座。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上致辭表示，創新和科技是推動未來經濟發展的
主要引擎，科研力量和人才都是香港的優勢。特區政府在過去3年先
後投入超過1,000億元推動多項創科基建和生態系統建設的政策措
施，全方位及全速推進香港的創科發展。特區政府將繼續投資未來，
提升市民的生活質量，並為年輕一代創造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

本 地 創 新 發 明

◀由香港中文大學研發的「用於步行輔助的穿戴式外骨骼」。該項發
明有助癱瘓病人站立和行走，改善其健康和生活質素。

▶由荔景天主教中學研發的
「超能皮膚」。該項發明將無
觸覺部位無法感受的溫度、位
置和力度在穿戴者的手機應用
程式上顯示，讓其即時察覺，
減低受傷風險。

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主持的扶貧委員
會昨日下午以網上形式召開委員會

第四屆任期內的第二次會議，聽取由政
府經濟顧問辦公室及政府統計處共同編
制的2019年貧窮情況數據及分析，並進
行討論。會後，政府發表《2019年香港
貧窮情況報告》。

人數屬有記錄以來最高
根據這份報告，去年全港有149.1萬名
貧窮人口，按年增8.5萬人，為2009年有
記錄以來最高，整體貧窮率按年增1個百
分點。但在綜援等恒常現金政策介入
後，貧窮人口減至109.8萬，是連續三年
破百萬，貧窮率則降15.8%，按年增0.9
個百分點。兒童貧窮率達24.9%，按年增
1.6個百分點；在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貧窮率仍達17.8%，是2015年以來的高
位。

觀塘屯門北區黃大仙葵青重災
按地區統計，貧窮率最高的五個地區

為觀塘、屯門、北區、黃大仙和葵青。
報告又指出整體而言大部分地區的貧窮
情況均轉差，包括沙田及大埔。
政府分析表示，香港在去年受社會事

件及中美貿易摩擦雙重打擊，經濟陷入
衰退，勞工市場於去年下半年明顯轉
弱；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更受暴力衝擊
嚴重干擾而受重創，當中涉及不少較低
技術職位，因此基層家庭所受的衝擊亦
頗為明顯。在這不利的發展下，再加上
人口加速高齡化及住戶持續小型化，貧
窮指標承受前所未見的上升壓力。

數字未反映今年疫下慘況
政府強調，非恒常現金及非現金福利

的扶貧成效亦不容忽視，舉例公屋政策

的扶貧成效最為顯著，去年的扶貧成效
達3.7個百分點，較2018年上升0.1個百
分點，令26.1萬人脫貧。
不過，扶貧委員會委員鄧家彪表示，

報告只反映去年情況，未反映疫情對基
層造成的負面衝擊，他指出今年第三季
的家庭入息中位數較去年同期減少2,100
元收入，相信疫情下貧窮問題加劇，促
請政府將在職家庭津貼門檻下調，及放
寬綜援作個人申請。
民建聯副秘書長兼觀塘區議員顏汶羽

表示，觀塘區再次成為最貧窮的地區，
與「起動九龍東計劃」在觀塘區實行有
關，計劃下每天有大量工作人口在觀塘
區工作，令物價急升，但觀塘區人口的
公屋住戶比例、長者人口比例、受政府
資助比例，幾乎都冠絕全港。
在開支升、收入跌的情況下，形成了

觀塘區貧窮問題，顏汶羽促請扶貧委員
會就地區性貧窮作出針對性研究，並推
行地區性滅貧策略及措施，令貧窮問題
得以紓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