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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財赤恐逾千億 歷來第二高
樓股疲弱 印花稅收入料較預期少三分一



歐家榮：放寬入境檢疫需考慮醫療承擔能力
【大公報訊】記者邵穎報道：本港昨

日新增確診數字回落至7322宗，其中132
宗是輸入個案。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
席醫生歐家榮表示，目前輸入個案穩定，
政府正積極研究放寬入境檢疫措施，包括
「0+7」 方案，但強調要考慮本港的準備
工作及醫療承擔能力。

港大學者建議11月前鬆綁
歐家榮形容，當前疫情走勢 「穩

定」 ，暫時看不到反彈，相信上周四快
測、上周五核酸採樣的檢測結果，已能反
映中秋假期間的傳播情況。9月2日至9月8
日的七天確診數字移動平均線，是每日
10090宗，在9月8日達到頂峰，其後七天
移動平均線一直向下，過去七日的平均移
動數為7783宗，當局會繼續觀察，看疫情
是否進入平台期，甚或下降；但提醒市民
切勿掉以輕心，把握時間打齊針。

輸入個案方面，歐家榮指出，現時每
天約有150宗輸入個案，佔單日抵港者的
3%，佔整體個案比例1.5%至2%；40%
輸入個案抵港時在機場檢測確診，35%在
酒店檢疫期間確診，20%在醫學監察期間
確診，即95%輸入個案均在抵港首七日驗
出。

對於有建議取消入境登機前的核酸檢
測要求，歐家榮表示，預計取消檢測要求

會令輸入個案增加，仍要視乎隔離設施承
受能力及風險評估。

社會對放寬入境檢疫有不同看法。行
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認
為，政府要盡快放寬檢疫隔離措施，以免
更多大型國際活動取消在香港舉辦。港大
微生物學系系主任杜啟泓指出，如果冬季
才放寬入境檢疫政策，患嚴重疾病機會會
增加，醫療系統壓力或上升較快，建議11
月前就要鬆綁，並指出圍封強檢成本效益
不大，應調撥資源到指定診所。

不過，立法會議員江玉歡認為，推
行 「0+7」 入境檢疫對港人外遊、已打
針的港人回港和急着到港處理公務的非
港人無疑會起到刺激作用，但並非靈丹
妙藥。她又形容現時本港的防疫措施
「像個大蜘蛛網，錯綜複雜」 ，認為醫

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必須要有更通盤考
慮，向市民解釋改變的因由和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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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至16日，國家
主席習近平出
席在撒馬爾罕
舉行的上海合
作組織成員國
元首理事會第

二十二次會議，並應邀對哈薩克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

這是習主席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
來首次出訪，是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
大局、面向亞歐大陸採取的一次重大外
交行動，是在關鍵歷史節點開展的一次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訪問。習主席此
次成功出訪，以上合 「朋友圈」 破解美
對華 「包圍圈」 ，行大道、利天下、得
人心。

上合組織成員國大都是 「一帶一
路」 沿線國家；習主席此次出訪，為貫
通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增添更多生機活
力，為香港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創造
更多有利國際條件，也給 「香港之治」
帶來諸多啟示。

行大道，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
習主席在此次峰會的講話中，深刻

總結上合組織 「五個堅持」 的成功經
驗：堅持政治互信，堅持互利合作，堅
持平等相待，堅持開放包容，堅持公平
正義。並提出五點建議：加大相互支
持，拓展安全合作，深化務實合作，加
強人文交流，堅持多邊主義。 「五個堅
持」 和 「五點建議」 充分體現了大國大

黨領袖胸懷天下、引領時代的大格局、
大擔當。

時下，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
冠疫情反覆延宕，大國關係深刻調整，
地緣衝突蔓延外溢，人類社會面臨諸多
難題和挑戰。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疫情
蔓延兩年多來的危難時刻，不是專心抗
疫、關照本國人民的生命健康，卻把主
要精力用在了拉小圈子、搞對抗上。美
國挑起的俄烏衝突，令昔日手足自相殘
殺，歐洲陷入能源危機，眾多發展中國
家出現糧食短缺。除了在歐洲拱火，美
國還肆意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給 「台
獨」 勢力撐腰打氣，企圖令 「一中一
台」 變成事實。

每個國家都有發展的權利， 「領跑
者」 要永遠保持領先地位，唯一正確的
做法是跑得更快，而不是排擠、打壓、
攻擊 「追跑者」 。美國處處企圖阻止中
國崛起，削弱俄羅斯實力，從骨子裏透
射出霸權思維和強盜邏輯。新時代的中
國始終把自身發展置於人類發展的宏大
坐標系，不斷匯聚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
利益的最大公約數。行大道，秉公理，
站在歷史發展的正確一邊、時代潮流的
進步一邊。習主席此次成功出訪，再次
說明，中國以天下為公的境界，真心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
重大原則問題上應始終站在國家的一
邊，深刻領悟 「五個堅持」 和 「五點建
議」 的內涵，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高度認識 「中國主張」 、作出 「香港貢

獻」 。

利天下，為全球人民謀福祉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是習主席

於2015年9月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
時發表重要講話中提出的，得到了世界
上許多國家的積極響應。中國是倡導
者，更是踐行者。

此次上合峰會上通過了涵蓋經濟、
金融、科技、人文、機制建設、對外交
往等領域共40餘項成果文件。特別是在
中方推動下，成員國元首發表關於維護
國際能源安全、維護國際糧食安全、應
對氣候變化、維護供應鏈安全穩定多元
化等4份重磅聲明。本次峰會中方還宣
布設立中國─上合組織反恐專業人員培
訓基地、舉辦產業鏈供應鏈論壇、建立
中國─上合組織大數據合作中心以及向
有需要的發展中國家提供15億元人民幣
緊急人道主義糧食援助等。

以上成果和舉措說明，上合組織不
僅是一個維護區域安全的組織，還是一
個為相關國家人民謀福祉的組織，特別
是中國提供的糧食援助，不僅針對上合
成員國，而是針對 「有需要的發展中國
家」 ，體現了 「負責任的大國」 。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關鍵是 「目中有
人」 ，要為天下蒼生謀福祉，為那些需
要幫助的人們送去溫暖，讓溫暖直達人
心。

中國政府的緊急糧食援助，令人聯
想到香港的民生問題。任何一個政府，
都應特別關照那些最困難、最底層的民
眾，香港的 「住房難」 至今沒有解決，
還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和籠屋裏，沒有
基本的生存尊嚴，令 「東方之珠」 黯然
失色，特區政府應擔起主體責任，盡快
破解難題。

得人心，中國的朋友圈更加牢固
此次峰會前，許多國家申請加入上

合組織。中方和上合組織成員國一道，
通盤統籌、平等協商，在峰會上接收伊
朗為成員國，支持啟動白俄羅斯加入程
序，批准埃及、沙特、卡塔爾、同意巴
林、馬爾代夫、阿聯酋、科威特、緬甸
為新的對話夥伴，上合組織成為涵蓋26
個國家的新型國際組織。這表明，上合
組織不是封閉排他的 「小圈子」 ，而是
開放包容的 「大家庭」 。在國際局勢複
雜多變的背景下，互信、互利、平等、
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
「上海精神」 深得人心。

習主席此次中亞之行，分別訪問了
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
坦托卡耶夫總統向習主席頒授該國最高
榮譽獎章—— 「金鷹」 勳章。烏茲別克
共和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向習主席授
予首枚該國對外最高榮譽勳章——

「最高友誼」 勳章。體現了哈、烏兩國
人民對習主席的崇高敬意和對中國人民
的深厚情誼。此訪期間，中哈、中烏簽
署近30份雙邊合作文件，其中中吉烏鐵
路建設項目合作諒解備忘錄，標誌着亞
歐大陸運輸大通道建設取得重要進展。
這一切說明，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
越來越牢固。

針對個別國家熱衷搞地緣政治博
弈、陣營對抗，習主席指出： 「我們要
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
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弘揚全人
類共同價值，摒棄零和博弈和集團政
治。」 ——這段講話在與會各國領導人
當中引起強烈共鳴，也體現了各國的共
識。

習主席出席此次出訪取得的豐碩成
果，為中國發展創造更多有利國際條
件。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要實現
由治及興，需要把這一優勢做大。有國
家創造的有利環境，香港在 「一帶一
路」 沿線發展的機遇更多、空間更大。

大道不孤，德必有鄰。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進程不可逆轉，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步伐堅定有力！祖國明天更
美好，香港明天更美好！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習主席出訪是行大道、利天下、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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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有23名病人離世，創4月底
以來新高，離世患者介乎58至94歲，其
中17人未完成三針。衞生防護中心評估
疫情走勢 「穩定」 ，但社區傳播情況仍

然高危。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建議政府提供疫苗接種
誘因，例如派發現金或電子消費券等，鼓勵接種。

本港新增7190宗本地感染，懷疑BA.4/BA.5個案
的比例佔81%。院舍方面，三間老人院和兩間殘疾院
舍有呈報個案，合共六名院友確診，69人被列為密切
接觸者；另有三間學校各有一個班別出現聚集性感
染。

一老一幼接種率仍不理想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表示，近日確診個案慢慢回落，病毒即時繁殖率低於
1，相信未來的單日確診個案會維持在低四位數。他
說，如冬季無出現新的變種病毒，市民接種疫苗，疫
情會相對容易受控。

許樹昌又提到，世衞早前提出新冠疫情結束在
望，意思是世衞考慮將新冠病毒從 「全球緊急重大關
注名單」 剔除，但不代表新冠病毒會消失。他認為最
重要是推高接種率，而毋須爭拗死亡率，強
調當前本港一老一幼的接種率仍不理想，建
議增加接種誘因，如派現金或電子消
費券，並縮短第二針及第三針的
間距至三個月。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港經濟
仍然受疫情反覆影響，但情況已較上半
年稍為回穩，總失業人數亦由20萬水平
逐步回落到17萬人以下。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昨日在網
誌表示，本年度
的財政狀況較預

期差，估計2022至23財政年度將
會錄得超過1000億元赤字，將是
歷來第二高的財政赤字。

三年來，香港經濟受黑暴及
持續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財政
儲備從逾萬億急降到財爺預測的
8000億元邊緣。從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趨勢研判，明年的疫情未必
完全受控，一旦出現傳染力更強
及致命率更高的變種病毒，全球
經濟必然受衝擊，香港亦難獨善
其身。

面對太多不確定、不可預測因
素，香港如何應對？

首先，打鐵還須自身硬，我們
不做好疫情防控，無論政府採取多
少逆周期措施，都無法阻擋疫情對
經濟衝擊，甚至是白費財政儲備。
其次，針對疫情變化，採取一切有
利經濟措施，減少疫情對經濟影
響。三是充分利用香港 「船小好調
頭」 的優勢，看準全球經濟商機，
適時調整政策，推動經濟發展。四
是利用當前的經濟危機，調整產業
結構，推動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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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昨日在網誌中提到，本港經
濟仍然受疫情反覆影響，但情況已較上半
年稍為回穩，7月零售銷售貨值按年回
升，失業率自2至4月的5.4%今年高位，
逐步回落至5至7月的4.3%，總失業人數
亦由20萬水平逐步回落到17萬人以下，
最新的失業率數字（6至8月）將於本周
公布，預期 「改善勢頭可以持續」 。

財政儲備降至8000億元
不過，陳茂波指出，政府收入不似

預期，同時面對開支上升，經濟低迷下財
政狀況較預期差，估計今個財政年度將錄
得超過1000億元赤字，遠高於今年初預
算案估算的563億元，將是歷來第二高的
財政赤字，僅次於前年2325億元赤字的
歷史紀錄，亦意味政府的財政儲備或會進
一步降至8000億元的邊緣。

翻查資料，今年初財政預算案提出
的 「逆周期措施」 規模，進一擴大至
1700億元，若再加上涉款430億元的
「2022保就業」 計劃，以及270億元的第
六輪 「防疫抗疫基金」 ，開支高達2400
億元。

收入方面，今年4至8月份港股平均

每日成交額的1170億元，較去年同期少
26%；今年度首四個月的住宅樓宇成交
量，也減少三成七；股票和樓市疲弱，或
令今年的印花稅收入比預期少約三分之
一。

學者：本港財政仍穩健
香港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

研究所所長何濼生認為，若不計算今年發
行綠色債券所得的350億元，赤字情況將
更嚴重，所以陳茂波預計的逾1000億元
赤字，絕對不是 「狼來了」 ，而是極大機
會出現， 「外圍經濟仍然疲弱，出口又減
少，要重振經濟唯有寄望疫情受控，並在
餘下幾個月逆轉，但就算如此，估計赤字
只會減少200億元左右，仍然達到800億
左右」 。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
教授袁偉基分析，外圍加息後，市民買樓
和換樓的意欲下降，影響印花稅收入，加
息也導致股市下跌，但只要放寬防疫措
施，經濟在最後幾個月有起色，赤字仍然
有望收窄至1000億元以下。他又強調，
就算最差情況出現，財政儲備跌至8000
億元邊緣，本港財政仍然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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