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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北都助力灣區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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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靈 資深傳媒人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上周出
爐，在政府開支大幅增加，財
赤壓力上升的情況下，減少
「派糖」屬意料中事，亦符
合政府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

理財原則，惟推遲交椅洲人工島的
填海工程引發社會關注，擔心工程將被
擱置。筆者認為，在政府財赤增加，公
共財政短期內難出現大幅改善的情況
下，推進大型工程需有優次緩急的安
排，而與要填海造地的人工島相比，集
中資源發展北部都會區，不但能更快地
做出成績，亦更符合本港長遠發展利
益。
預算案只是指出交椅洲人工島項目

將稍為推遲，具體時間將考慮公共財政

狀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直言，發展
人工島具有戰略意義，填海得來土地可
避免香港將來再受缺地之苦。由此可
見，政府不欲輕言放棄人工島項目，現
時暫時推遲填海只是受到財政壓力影
響，只能在人工島和北部都會區兩者之
間，選擇「性價比」較高的一個項目，
先心無旁騖地集中資源發展，在取得實
質成效後，才開展另一項工程。這樣的
選擇符合量入為出、「成熟一項、推一
項」的原則。
要知道，人工島可以說是「從無到

有」的造地工程，而北都發展則是在現
有的土地上直接發展，孰難孰易，顯而
易見。加上據發展局去年預計，北部都
會區約有1,300公頃土地可供發展使用，

先集中資源發展這些土地資源，比填海
造地更容易做出實質成績，且可以利用
北都發展來紓緩政府現時面對的財政壓
力，為未來更好地推進人工島工程打下
基礎。
其實，在世界面對百年不遇變局的

當下，務實發展、穩中求進才能減少經
濟受到外圍不穩定因素的衝擊，而在面
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打壓香港發展的情況
下，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建設大灣
區是本港經濟最現成的着力點和增長
點。北都發展不僅可以為本港帶來土地
資源，更可以推動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的
融合發展，有助香港經濟升級轉型，擺
脫對歐美等西方國家的依賴，為未來經
濟發展帶來新的突破。

美15州同時展開初選投票 民主共和兩黨形勢明朗

「超級星期二」鎖定拜特對決
美國明日（3月5日）將迎來大

選前重要的「超級星期二」（Su-
per Tuesday），民主、共和兩黨當
日各有15個州和地區舉行黨內初選
投票。美媒分析稱，今屆「超級星
期二」懸念較小，預計現任總統拜
登和前總統特朗普都會在各自黨內
初選中大幅勝出。《紐約時報》
最新民調則顯示，拜登上月的不
支持度升至47%，創下任內新高，
在全美登記選民中的支持度也落後
於特朗普，顯示美國選民對拜登的
不滿情緒日增。

■黑利（左）、特朗普（中）、拜登
（右）將在「超級星期二」爭取最終
提名。 美聯社在共和黨內，特朗普遙遙領先競爭對手

黑利。《紐約時報》分析，共和黨內
合共2,429張黨內代表票中，「超級星期
二」涵蓋874張，佔比達36%，由於多數
州份實行「贏家通吃」制度，分析估計特
朗普在「超級星期二」後，基本鎖定黨內
優勢。最多再需時兩周、等待另外約3個州
份完成初選，特朗普即可獲得1,215張黨內
代表票，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黑
利則相信要在「超級星期二」後，決定是
否退選。

至於競逐連任的拜登，預計也會輕鬆
贏得民主黨「超級星期二」所有黨內代表
票。不過據報在佐治亞、弗吉尼亞、華盛
頓、明尼蘇達和北卡州，當地有組織者呼
籲選民仿效早前的密歇根州初選，投下
「不表態」（uncommitted）票，或是票投
其他黨內參選人，表達對拜登的不滿。

拜登不支持度達47%新高

《紐時》與紐約私立錫耶納學院的聯
合民調顯示，拜登在全美登記選民中的支
持度為43%，落後特朗普的48%。只有約
24%選民認為，拜登領導下的美國正在
向正確方向前進，超過三分之二的選民
認為，美國現時正在錯誤方向前進。

《紐時》還指出，最新民調中
有46%拉丁裔選民支持特朗普，支
持拜登的則為40%。拉丁裔選民近
年穩步增長，現時佔所有合資格選民
約15%，歷來是兩黨候選人力爭的

重要票倉。分析指民調結果證實拜登正失
去關鍵的拉丁裔選民支持，很可能源自對
其移民政策的不滿。

特朗普開跑以來未嘗敗績

「超級星期二」初選結果預計最早在
美東時間周二晚間7時（香港時間周三早上
8時）陸續公布，如果拜登和特朗普的得票
率大幅領先，美聯社預計會很快公布相關
結果，再逐步更新選票統計情況。
在「超級星期二」對決前，特朗普上

周六（3月2日）在密蘇里州和愛達荷州舉
行的共和黨黨團會議中獲勝，這意味2024
年總統選舉共和黨初選開始以來，特朗普
尚無敗績。另外，特朗普同日亦在密歇根
州的共和黨黨團會議中贏得勝利，他2月
27日已在該州舉行的共和黨初選中獲勝。
今年密歇根州共和黨採取初選和黨團會議
結合的方式決定選舉人票的歸屬，兩場勝
利鎖定了特朗普在該州的優勢。

■在特朗普競選活動中有小朋友
舉牌呼籲將拜登「炒魷」。 美聯社

■日本松下公司原定在俄克拉何馬
州建廠計劃已告吹。圖為它在堪薩
斯州的廠房。 網上圖片

美國政府一名官員2日表示，以色列已
經「基本接受」一項為期6周的停火協議。
這6周將作為分階段停火的一部分，以「達
成更持久的共識」。作為停火的交換條
件，哈馬斯將釋放被扣押在加沙地帶的
「脆弱人質」。然而，哈馬斯並未確定這
部分人質的範疇。
美媒報道稱，預計美國、以色列、埃

及和哈馬斯的談判代表將抵達開羅，最早
在3日開始談判，目標是在齋月開始前達成
持久的停火協議。也有消息稱，以色列表
示在獲得存活人質的完整名單前，不會派
遣代表團。
據巴勒斯坦官方通訊社「瓦法」和美

國有線新聞網絡報道，截至2日中午，過去
24小時內，以軍對加沙地帶發起約10次襲
擊，造成92人死亡、156人受傷。

以「基本接受」停火6周
換釋放「脆弱人質」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2022年通
過《芯片與科學法案》，試圖吸
引亞洲科企在美建廠、生產半導
體設備。《華爾街日報》報道，迅
速攀升的建築物料價格，成為亞
洲企業在美建廠的「攔路虎」。
許多企業因建築成本高企，只得
推遲甚至取消建廠計劃，亦有企
業擔憂按照此進度，新工廠難以
趕在法案規定期限內投產獲得補
貼，令企業蒙受損失。
報道指出，《芯片與科學法

案》簽署約一年半後，多間科企
建廠計劃仍不見進展。韓國LG公
司因成本高企，取消了於印第安
納州興建在美第4間電動汽車電池
工廠的計劃。日本松下公司稱公
司原定繼堪薩斯州後在俄克拉何
馬州再建廠，但計劃已經告吹。
建築物料價格攀升，是亞洲

企業建廠緩慢的主要原因。美國
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去年
年底，全美新工業建築工程平均
報價，較3年前增加約三分之一。
分析指亞洲企業修建電池和

半導體工廠，所需各類零部件的
供應鏈多集中在東亞，但按照美
方的規定，大部分零部件須來自
美國供應商，才能獲得補貼。這
些企業不得不尋找美國供應商生
產零部件。業內人士披露，企業
有時要等待超過100周，才能收到
一些變壓器零件，用於安裝負責
調節及傳輸電力的開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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