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主席在 「七一講話」 中高度
肯定 「一國兩制」 是前無古人的偉大
創舉，其根本宗旨就是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香港回歸祖國25年

來的實踐證明，在祖國全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 「一國兩制」 實踐在
香港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愛國
者治港」 民主制度符合 「一國兩制」 方針，符合香港
憲制地位，有利於維護香港居民民主權利，有利於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施政方向
習主席指出，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

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香港同胞從未缺
席。當前，香港正處在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
階段，未來五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
鍵期。機遇和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習主席始終
關愛香港、心繫民生，講話中再次提出 「以人民為中
心」 的思想理念，給特區政府提出希望，也給香港市
民美好展望。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
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

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
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

習主席還強調： 「要確實排解民生憂難。人民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當前香港最
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寬
敞些、創業機會更多些、孩子教育更好一些、年紀大
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些。這正是習主席 「民本思想」
的集中體現，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就是要讓香
港同胞居住得寬敞些，讓老年人的生活更有保障。要
重視關心下一代的教育，關心關愛青年人成長。正如
特首李家超所言，習主席的講話給新一屆特區政府提
出了施政努力的方向。

北部都會區將為香港注入活力
習 主 席 提 出 「要 破 解 香 港 經 濟 利 益 固 化 的 格

局」 ，筆者理解就是要破解香港地產經濟高度壟
斷的迷思。可以預見，未來特區政府將突破過去
故步自封的邊界思維，為拓展香港城市發展與強
化對接大灣區城市功能注入了 「雙城三圈」 的區
域地理經濟空間概念。香港也將由此駛入 「大灣
區」 經濟發展快車道，充分發揮港深兩地在新經
濟、新基建、新科技、經濟民生發展和生態環保

等領域的優勢互補與合作潛力，實現 1+1 大於 2 的
經濟效益。未來新界北部都會區的開發建設將引
入更多元的資本結構與競爭機制，將有助降低本
港整體商業成本，平衡城市交通、基建設施和商
業金融及現代專業服務的負載壓力，並能有效拓
展香港未來地理經濟空間，無縫連結深圳創科中
心與大灣區經濟金融圈，打造香港創科 「新中
環」 （北部都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北部都會
區將興建延伸五條鐵路支線，其中三條為港深跨
境支線，並將容納 250 萬人居住，新增 65 萬人就
業；將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創業創新，為香港未
來經濟民生發展注入更強勁的動力與活力。

香港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是一項宏偉的系統工程，
預計完成整個建設規劃將需時10至20年，因此必須
做好全面、科學與確實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整體規
劃。特區政府需重視與香港有關智庫的合作，進一
步強化特區政府戰略規劃能力，從認真做好香港
「五年社會經濟發展規劃」 開始。香港所需各類優

秀建設人才的吸引匯聚策略，也必須做出新的策略
規劃和配套政策安排。北部都會區發展戰略規劃需
要新一屆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的精誠合作方能順利
完成。

健元

習主席關愛香港心繫民生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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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設立客觀量度標準解決民生問題

特首李家超提出將成立四個工作組
去處理一些需要政府高層領導、統籌
的社會問題，包括跨代貧窮問題、土
地房屋供應問題等，並分別由政務司
司長、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副司長及

財政司副司長帶領。
筆者對於四個工作組寄予厚望，認為由司級官員親

自帶領工作小組的確能有效強化治理能力，制度上亦
正好善用了副司長的角色去分擔並加快司長工作，協
調統籌並解決房屋與貧富懸殊等種種老大難的民生問
題。

針對四個工作組，即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
動小組、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

組及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筆者認為正好回應
了習主席提到的要 「切實排解民生憂難」 ，做到 「民
有所呼，我有所應」 ，期望透過司長、副司長的統籌
及努力，可以真正做到提速、提效同提量的效果，切
實破解難題，讓市民有更多更大的獲得感、幸福感。

對於上述民生工作，筆者認為設立工作小組只是第
一步，更重要是為各項政策範疇設立關鍵績效指標
（KPI），從而客觀地量度在數年後貧富差距有否縮
減？公屋三年上樓目標能否達成？市民有否住得更寬
敞？交通基建社福配置有否改善？衛生黑點有否減
少？這些客觀 「結果」 希望能一一寫入小組的工作目
標。

除了上述問題，筆者認為政府亦應該為青年問題設

立工作組。相信青年政策並非單一的政策範疇，亦不
止於 「三業三政」 或跨代貧窮問題，而是一個跨界
別、跨決策局的政策課題，不少與青年相關的政策範
疇亦散落在不同政策局，例如教育、勞工、土地房
屋、經濟發展、醫療衛生等。

筆者認為政府對於青年政策亦需要貫徹以結果為目
標的施政理念，可以考慮為一些關鍵的青年政策目標
制訂清晰的 KPI，令 「孩子教育更好、創業機會更
多」 ，例如改善青年失業情況、改善青年入息中位數
等。除了希望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能夠肩負起推動青年
政策的主體責任外，期望特首能親自推動跨局合作，
進一步完善青年政策。 「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
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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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港人北上多為退休，普查結果也打破了

相關想法。撇除學童考慮，居於內地的港人以45至

49歲的年齡層最多，有近2.7萬人，其次是50至

54歲的2.5萬人，另外55至59歲和40至44歲分別亦

逾2萬人；可見，壯年人士、甚至處於事業高峰的港

人，才是北上定居的主力大軍。事實上，2010年的

人口普查，內地港人人數亦以壯年人口佔比最多，

25至64歲佔了60%之多。

隨兩地交往日益緊密，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及大灣區建設，內地港人的結構又將呈現什

麼新變化？

相關人口普查記錄了2020年11月1日零時，居住

於內地接受普查登記的香港居民數據。

國家統計局近期公布了《中國人口普查年鑑

2020》，詳細披露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

包括反映了香港人在內地的具體情況。

普查發現，共有超過37萬名港人身處內地。其

中，24歲以下、仍處求學階段的比例最多，佔近

45%，處於65歲以上退休年齡的佔11%。這跟香港

本地人口的年齡分布極不一樣：24歲以下僅佔

20%，65歲以上則佔18%。

早年內地人來港產子成風，雙非因素或解釋了為

何大量港童居於內地。其中，2020年普查中的10至

14歲內地港人人數最高，2006年至2010年正值雙非

產子高峰期，期內共有12.2萬雙非嬰兒誕生，惟值

得留意是，普查發現只有6萬名年齡相符的港童居於

內地；到2012年港府叫停雙非，惟5至9歲的內地港

童仍多，有達4.8萬人，顯示除雙非因素外，尚有大

量港人子女選擇北上定居及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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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近日動作
頻頻，先是發表所
謂 「香港回歸25周
年立場書」 ，又稱
將舉辦所謂 「年度

宴會」 ，但昨日民主黨因宴會舉
辦場地附近有群組確診，決定取
消本次宴會。所謂 「年度宴會」
不過是每年舉行的籌款晚宴而
已。

事實上，民主黨至今日田地，
不是辦幾場籌款晚宴就可以解
決。民主黨缺乏資源，在社會上
失去叫座力，原因是其路線錯
誤、定位錯誤，導致在立法會議
席 「清零」 ，在社會上失去了政
治力量和影響力，不斷被邊緣
化。民主黨的錯誤路線令其失去
了政治前途，一個沒有前途和實
力的政團怎可能吸納到資源？這
才是民主黨的死症。民主黨如果
長期在野，甚至變成壓力團體，
恐怕長貧難顧。民主黨的出路是
改弦更張，回到香港憲制框架，
回到愛國者行列，重回選舉之
路。民主黨繼續死抱對抗路線，
又想繼續參選，在香港政壇佔一
席之地，這只是他們的一廂情
願。

但令人失望的是，民主黨似乎
仍然未有悔改，發表 「香港回歸
25周年立場書」 ，外界原來以為
民主黨是借 「立場書」 表達改
弦易轍之意，為自己尋求出路。

然而，民主黨在 「立場書」 中，一方面指其相信
「一國兩制」 ，如何 「為香港政治和社會發展出

力、表達香港人想法」 ，另一方面又悲嘆 「政治形
勢困難險峻，仍有不少民主黨黨友或其他爭取民主
的人士，因不同案件被監禁、還柙，不同組織相繼
解散或停止運作，公民社會瀰漫不安」 。最後拋
出所謂 「特赦復和論」 ，要求政府 「修補撕裂」 釋
放所有 「政治犯」 。這個 「立場書」 說明民主黨仍
然冥頑不靈，仍然沒有意識到自身的問題，更在扭
曲事實，扭轉是非黑白，這樣的民主黨怎會有前途
可言？

民主黨說支持 「一國兩制」 ，但卻是講一套做一
套。 「一國兩制」 初心最主要就是兩點：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回歸 25 年來，民主黨的所為有哪一點是在維護
「一國兩制」 ？對政府施政 「為反而反」 ，在立法

會上瘋狂拉布，對於兩地融合百般阻擾，在香港社
會煽風點火，這是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嗎？民主黨
多年來炒作政改議題，挑撥民意，煽動對立，
「黑暴」 期間與暴徒 「齊上齊落」 ，公然站在國

家和香港的對立面。民主黨一眾大佬熱衷到外國
「哭秦庭」 求制裁，甚至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還公然參與違法初選，配合選舉奪權、 「攬炒香
港」 圖謀。民主黨的所為何來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現在民主黨的 「立場書」 說自己
一直相信、支持 「一國兩制」 ，怎能令人信服？

香港回歸以來政治風波不斷，當中與民主黨等反
對派的搗亂、攪局、挑撥有直接關係，他們才是香
港亂局的始作俑者。但民主黨 「立場書」 反指 「 『
一國兩制』 的成功，需要中央政府、特區政府、香
港市民間的互信」 ，繼而要求 「釋放政治犯，緩和
社會撕裂」 ，這完全是賊喊捉賊。中央對於落實
「一國兩制」 一向給予很大的包容，也為反對派提

供了發展的空間，多年來一直向反對派釋出善意，
但結果如何？民主黨仍然以 「反政府」 為職志，在
「黑暴」 中更以國家為敵人，互信是誰人破壞？風

波又是誰人挑起？
民主黨在 「立場書」 中更為暴徒張目，顛倒是非

黑白，不過是為了討好暴徒及激進分子，顯示民主
黨依然拒絕與激進路線劃清界線。民主黨要與暴
徒、激進派沆瀣一氣，說明其不願改弦更張，回到
香港憲制框架，回到真心擁護 「一國兩制」 路上，
這樣怎可能符合愛國者的要求，怎可能繼續參選？
民主黨要尋求出路，就必須改弦易轍，扭正過去錯
誤路線，顯示出改正的誠意，而不是文過飾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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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論 「台美貿易倡議」 的謀略與玄機

台行政部門官員鄧振中於日
前和美國副貿易代表畢昂奇視
頻會議後，蔡當局立即動員四
人召開記者會，宣布雙方達成
「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 重

大成果，自稱是 30 年來歷史
性突破，更解讀這是達成雙邊
貿 易 協 議 （BTA） 的 「 積
木」 ，甚至還出現一些吹捧的
評 論 如 ： 有 助 台 灣 加 入
CPTPP 和 IPEF（印太經濟架

構）等等。然而，台灣工商業的回應則是 「牛肉在哪
裏？」 他們想要BTA或FTA，但蔡當局端出來的總是
永遠堆不完的積木。尤其看到有些評論連 「什麼是倡
議」 都搞不清楚就歡喜莫名，能不為台灣的未來感到
憂心嗎？

美國給了台灣 「安慰獎」
其實，在經貿領域，台灣常過度迎合美國的政策，

只求 「大內宣」 效果，實質進展卻淪為次要目標。由
於美國顧忌大陸壓力及為了爭取東南亞國家參與，台
灣被排除在美國主導的 「印太經濟架構」 之外，對台
灣而言堪稱爭取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重大挫敗，美台
日前宣布的 「21世紀貿易倡議」 基本上是彌補台灣未
能納入IPEF的 「安慰獎」 。對美國而言，沒有市場開
放的經貿協定，不需國會審議通過，可以爭取時效；
而且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的11項議題，將採取
先談好先簽署，逐步生效 「堆積木」 的方式，可以提
早實現經貿利益。

為何稱為 「倡議」 ？即是首先提出建議、發起做某
件事，旨在跳脫傳統的貿易協定，使美方在新的框架
下有更多的施展空間。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堪稱
「類 IPEF」 ，在 「倡議」 的 11 項議題中，有許多是

和IPEF重疊的，包括氣候變遷、供應鏈、勞工權益、
反貪腐等。相較於 IPEF， 「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
仍有相當多實質的貿易談判空間，同時也看到美國這
一波來勢洶洶，蔡當局在欣喜之餘，實應嚴陣以待。
尤其，雙邊談判向來都是不對等談判，強者如美國對
弱者皆是予取予求；但在多邊架構下，則是眾怒難
犯，強者常無法為所欲為。多年來在台美的 「貿易暨
投資架構協定」 （TIFA）框架下，台方在雙邊經貿談
判中吃盡了美國霸凌的苦頭，蔡當局經貿官員竟還能
喜不自勝？

協議以美國利益為優先
值得注意的是，究竟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對台

灣是好還是不好？其實，所有的貿易談判都是互相
讓利、有拿也有給。但是和美國談判，對方常常挾
龐大市場的優勢，但這不表示台灣就得處處忍
讓。尤其， 「台美倡議」 11 項議題，一看便知那是
美方提出的清單，完全基於美方利益，除了大多環
繞在美國關切的項目，其他如反貪污、推動以勞動
為中心貿易及協助中小企業貿易，則是具有美國特
色的議題。

儘管美國在這 11 項議題中的意圖十分明顯，就是
「美國利益」 優先：農業、供應鏈、貿易便捷、勞工

權益、環境和氣候變遷等都是美國的諸多要求。台灣
除了守住底線之外，更要有策略性的反守為攻，在美
國弱點上進行突擊，例如美國面臨的通貨膨脹、勞動
力短缺、芯片荒等方面，相信應該可以有更進一步對

台灣有利的談判
進展。此外，美
國貿易代表署最
近表示， 「台美
倡議」 的談判進
展，可能會超過
IPEF。若真是如
此，則與IPEF重
疊性高的 「台美
倡議」 ，美方期
盼能產生先行的
示 範 效 果 。 然
而，台灣也應注
意 「台美倡議」
一些 「制中」 成
分高的議題，應
先評估對台灣的
利弊得失，避免
成為美中對抗的

籌碼與棋子。
總之， 「台美倡議」 的11項議題，標榜達成 「高標

準承諾」 及有意義的經濟成果，都是以美國關切的事
項為出發點，目標在保護美國勞工及商業利益，但卻
缺乏關稅減讓、市場准入等條款，就是刻意與BTA保
持距離。台灣當務之急應是與美談判簽訂BTA。意外
殺出的 「台美倡議」 打亂了台灣的布局與節奏，與自
1994年即已設立的TIFA平台也可能格格不入，疊床
架屋只是創造出更多的幻想空間。有人以為 「台美倡
議」 是台灣沒被納入IPEF後，美國賞賜的一顆糖，其
實美國起初即沒打算讓台灣入IPEF，其所要的議題又
難以被IPEF所有成員接受，因此美國先挑一個聽話的
台灣要其照單全收，然後再以之作為範例，要求IPEF
成員盡量接受其所提議題，此乃美國慣用的手法，這
樣一來，台灣就淪為美方謀略中的棋子與工具。

名家
指點

(第622章)

關於股本減少的公告

根據《公司條例》第218條

Fonterra Brands (Hong Kong) Limited

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條例

Fonterra Brands (Hong Kong) Limited 

2. 本 公 司 之 股 本 將 會 由 港 幣 2 , 9 1 9 , 5 9 0 , 6 9 4 . 0 0 元 減 至 港 幣

3,000,000.00元，而本公司下述股東持有的共計2股股份（每位股

東各自持有的1股股份）將會被取消（「股本減少」）:

  The New Zealand Dairy Board

日期：2022年7月15日

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

1. Fonterra Brands (Hong Kong) Limited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於2022年7月5日通過特別決議批准減少本公司

的股本（「該特別決議」）。

董事

3. 該特別決議及根據《公司條例》第206及216(1)條關於股本減少

由本公司董事作出之償付能力陳述書副本已存放於本公司於香

港九龍觀塘觀塘道418號創紀之城5期東亞銀行中心18樓02-03 

及05-08室之註冊辦事處，在2022年7月15日至2022年8月9日期

間的辦公時間內以供查閱。

4. 任何沒有同意或沒有表決贊成該特別決議的本公司股東或本公

司債權人，可在該特別決議日期後五個星期內，根據《公司條

例》第220條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撤銷該特別決議。

特此通知，根據《公司條例》第218條﹕

謹代表公司董事

  New Zealand Milk (International)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