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屆特首選舉5月8日投票，筆者作為
醫護界的選委會委員，本身也是執業醫
生，對新一屆政府的醫療政策提出一些建
言，期待能增撥資源應對人口老齡化，做
好醫護人才培訓，釐清公私營醫療的角
色，協調運用資源，令香港醫療服務做得
更好。

第一、特區政府在社會福利、教育和衞
生三個範疇的恒常開支，由2017年前的
2,082億元上升至2021年的3,023億元，累
計增幅達 45%。其中醫療衞生總開支在
1989/90至2019/20年度期間，以平均5.6%
的年率上升，增幅大於本地生產總值在同
期間內的平均每年增長(3.4%)，醫療衞生總
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上升至
2019/20年度的6.8%。但隨着香港人口急劇
老化，預測65歲以上長者會由2020年佔總
人口的19%，上升至2030年的27%。因此，
政府必須持續增撥資源應對不斷飆升的醫
療衞生需求。

第二、本港醫療衞生資源由公營、私營
和大學科研機構三個部分組成，但需要持
續優化公私營醫療資源的運用，協調好不
同病人的分流。以今次新冠疫情為例，公
營醫療固然承擔了絕大部分與疫情有關的
工作，但如果讓私營醫療更好地分流專科
病人和非緊急病人，發揮公私營醫療合
力，是可以做得更好。香港醫療整體而言
並不缺乏人手，很多私家醫生也樂意參與
抗疫，但現在公私營醫療的屏障令很多工
作難以參與，這是需要汲取的教訓。

第三、 強化自願醫保，
並重新探討強制醫保，在
病人有自主選擇的情況
下，促使公私營醫療資源
更適當分配。目前香港公
私營醫療體系缺乏溝通，
令病人難以在兩者之間流動，這導致公
營醫療耗費大量資源在一些長期病患的
覆診上，沒有達至資源有效運用。參考
內地和海外經驗，只要完善強制醫保制
度，就能讓私營醫療系統分擔一些工
作，讓公營醫療資源運用得更好。目前
本港雖然已經有了自願醫保，但覆蓋範
圍仍不夠廣，新一屆政府可以在新的社
會環境下考慮保障範圍更廣闊的強制醫
保，以類似強積金的制度，讓僱主和僱員
都供款一小部分來保障大部分人的醫療需
求。

第四、 要加大醫護培訓力度應對人才流
失問題。近年醫護流失嚴重，但醫護培訓
能力沒有明顯提升。政府要着眼長遠，增
加大學醫護及各醫療專業的學額。醫管局
要認真改革機構架構、靈活度及效率的問
題，改善內部管理文化，從而優化管理、
改善工作環境及氛圍，留住人才。

香港是700多萬港人安居樂業之所，只要
這個地方宜居、宜業，大家自然會想為這
個地方貢獻力量。我深切期待新一屆特區
政府下大力氣解決居住、醫療和教育等核
心議題，改善香港的整體環境，帶領港人
同心協力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家。

突破疫下困局 加快經濟復甦
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先生的競選政綱基

本完成，即將出台，公眾拭目以待。香港當

前最重要、最緊迫，也是市民最關注、最期

待做好的工作，有兩大方向：第一是爭取短

期內突破香港房屋困局，多管齊下覓地建

屋，讓市民看到「上樓」「上車」的希望；

第二是加快推動疫後經濟復甦，盡早實現正

常通關，恢復人員流動，為香港經濟重注活

力，通過發展解決各種民生矛盾。期望候選

人李家超先生的政綱能吸納這些建議，以結

果為目標，化解香港各項深層次問題，為香

港開新篇。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在突破房屋困局方面，經民聯有兩項主要
建議。首先，應全速推動發展「北部都會
區」，重新規劃土地。「北部都會區」是香
港新的經濟增長點，並可滿足未來的住屋需
求。經民聯一直提倡要全速開發新界，非常
贊成政府加快落實「北部都會區」的願景，
並建議當局打破現有的法律和政策限制，加快
土地重新規劃的步伐。我們又促請政府在適當
保護郊野公園的大前提下，檢視生態價值不
高、且鄰近已建設地區的綠化地帶的發展潛
力，積極研究作建屋之用。同時政府應加快發
展濕地緩衝區，進一步將濕地緩衝區的地積比
放寬至平均2至3倍，令可提供的單位數量達
到原先的5倍至15倍。

覓地建屋完善交通基建

另外，新一屆特區政府應增加新界地積比至
與九龍看齊，以達至「地盡其用」，將發展效
率最大化，增加房屋供應。同時，需完善新界
區內的交通基建網絡，以應對興建房屋後增加
的交通壓力。

加快推動疫後經濟復甦，亦是下屆政府急需
處理的議題。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自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本港及海外企業的商業活
動遭到嚴重干擾，市民和企業最關注的一件事
就是恢復正常通關。經民聯期望，新一屆政府
以盡快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為首要目標，同時
亦要與海外國家恢復正常往來，適時檢視航班
熔斷機制政策。當局應讓市民和企業看到與內
地、對外國正常通關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以及
符合復常通關條件的準則等，好讓社會各界有

所準備，知道如何配合，加快創造條件讓本港
恢復對外聯絡。

特區政府也應重推大型國際性體育、文化及
康樂盛事，聯動大灣區走向國際。國家「十四
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經民聯認為，香港應進一步把握國家
支持和跨境基建的優勢，鼓勵和協助各機構於
疫情減退後，盡快復辦大型活動，包括國際商
業展覽、會議和論壇、文化藝術和體育活動
等，吸引更多高增值旅客訪港。同時，香港亦
應發揮好「一帶一路」的角色，連結大灣區其
他城市舉辦更多文化和體育盛事，加強與大灣
區相關機構建立緊密關係，提升本地文藝和康
體盛事的效應，從而提升大灣區旅遊市場對海
外的吸引力。

開拓商機鞏固國際地位
為幫助香港企業開拓業務，新一屆特區政

府要加強支持有份參與海外和內地業務的本
地企業，尤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東
盟、日本、韓國等重點市場有業務的企業，
加強投資、保護及推廣，避免雙重課稅，提
供簽證便利、融資擔保及相關資助。另外，
新一屆特區政府要盡快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RCEP)，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商貿及航運中心的地位，推廣創新科技及專
業服務的發展。

社會各界都殷切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凝聚香
港社會，戰勝疫情，重振經濟，解決社會矛
盾，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齊心為香港開新篇。

香港大學校委會在4月26日召開本年首次會
議，討論修改《香港大學條例》規程，就港大紀
律委員會的權力，新增一項條文針對破壞大學聲
譽的學生，指該會有權進行調查和裁斷作出有損
校譽行為的學生。被裁定破壞校譽的學生，日後
或會受到紀律處分。維護校譽，天經地義，港大
此舉無可非議，值得支持。

筆者在港大就讀時，曾親耳聽過時任校長黃麗松
博士說：「Once a HKU member , Always a HKU
member。」這是以港大成員為榮、以港大聲譽為
先的話，筆者銘記在心。筆者有幸在港大完成學士
課程，又有幸成為1984年的港大學生會會長，對
有學弟、學妹破壞校譽，深為痛心和不齒。

筆者相信，什麼是「影響校譽行為」自有公
論。由學生會會長帶頭暴力衝擊校委會會議、禁
錮校委會成員的「硬暴力」，以至歧視內地生的
「冷暴力」，都是嚴重影響校譽。如今港大修訂
規程，紀委會有權調查、處分損毀校譽的學生，
合情合理，與所謂「白色恐怖」的指控完全沾不
上邊。

任何一所大學都不會縱容暴力和歧視，不會容
忍學生作出損害校譽的行為。如有美國大學生在
網上留言「反對個別族裔例如猶太裔」，相信所

屬院校一定不會容忍，嚴正追責。
大學生是成年人，接受多年教育，
心智成熟，應該有能力分辨什麼行
為會影響校譽，懂得遵守校規。

據報道，《香港大學條例》規程也打算對紀律
委員會的職責作出修訂。紀律委員會須就校長命
令，針對任何學生涉干犯不同罪行，例如在任何
法院被裁定觸犯罪行、襲擊或毆打大學任何主
管、成員等進行調查和裁斷。

涉嫌觸犯刑事罪行、襲擊或毆打大學任何主管
和成員，必然導致大學聲譽受損，大學校長作出
命令要求紀律委員會啟動相關程序，合情合理。
港大擬擴大紀律委員會的學生與教師代表團人
數，稱此舉除可讓更多成員參與，也可以提升處
理投訴的效率。港大校方又指出，紀律委員會的
學生成員是來自各學院自行選舉產生的學生代
表，更具代表性。既然有學生參與，又如何製造
所謂「白色恐怖」？

港大修改《香港大學條例》規程思慮周全，完
善機制要求學生維護校譽，實有必要。與此同
時，港大增加紀律委員會成員人數，讓學生有更
多參與機會，提高相關程序的透明度、認受性。
期待港大盡快落實修訂，更好地維護校譽。

維護校譽天經地義
馮煒光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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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周開啟的一波下跌
還在延續，新一周的行情更是備受矚目。
美聯儲為了平抑因貨幣政策大放水帶來的
破紀錄通脹，進入了貨幣政策緊縮的加息
通道，預計年內加息5-6次。曾經「陪
跑」美聯儲的西方央行，也緊隨美聯儲加
息節奏。在此情勢下，屬新興市場的國
家，它們的貨幣會貶值，跨境資本會加速
流向美國。所以人民幣因美聯儲加息而匯
率貶值，符合基本的市場邏輯。可是，看
人民幣匯率，不能只看人民幣兌美元，要
考慮一籃子貨幣匯率對比。據國家外匯管
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介紹，今
年以來，截至4月21日，美元指數上漲
4.2%，歐元、英鎊、日圓兌美元貶值幅度
都在4%-10%之間。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交易價略貶1.2%。從多邊匯率
看，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人民幣匯率指數
上漲了2.4%，人民幣穩健性至今仍然是比
較好的。

縱使疫情、烏克蘭危機和全球產業鏈供
應鏈等諸多風險要素，的確對人民幣匯率
帶來下行壓力，但中國經濟基本維持穩中
向好的趨勢，因此人民幣匯率長期穩健的
主調不會變。何況，所謂「家有存糧心中
不慌」，中國擁有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
備，支撐着人民幣匯率的底氣。而且，中
國的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分散投資，包括美
債、歐債等，形成了中國和美歐等全球主
要經濟體利益攸關關係，有效緩衝美歐等
經濟體貨幣政策緊縮帶來的溢出風險。

雖然近月上海等地出現疫情，對跨境

資金流向有一定影響，但無論如何，跨
境資金在經過最初的焦慮恐慌後，仍選
擇經濟基本面好、外匯收支平衡、投資
收益穩健的市場。所以即使面臨一些超
預期風險要素的疊加，中國市場仍備受海
外資本歡迎，人民幣匯率依然能夠承壓維
穩。

中國在疫情期間沒有像其他經濟體那樣
「大水漫灌」刺激經濟，而是通過跨周期
手段，運用多種政策手段給企業減負賦
能。政策紅利「加價法」精準惠及中小微
企業，補上末端市場的短板，讓生產和消
費活力不減。

中國現時採取的是溫和的貨幣政策手
段。當美聯儲和其他國家央行加息之際，
中國人民銀行卻開啟全面降準。現時人民
幣利率在市場化中維穩，使人民幣匯率在
國際化的進程中更顯自信，這也體現中國
就算不使出「大水漫灌」，也能維持匯率
穩定。

人民幣匯率今年以來對多邊貨幣呈現漲
勢，兌美元下跌，也體現出人民幣作為新
興國際貨幣相對均衡的匯率變化。從第一
季度人民幣隔日波動的方向看，升值與貶
值天數為52天、48天，均衡性更加明顯。

人民幣適度可控的貶值也有助於提振出
口，而且人民銀行還可推出措施進一步維
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譬如通過下調金融機
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增加金融機構外匯
貸款的資金供給等。因此，我們應對中國
經濟有信心，同樣也要對人民幣匯率有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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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偉

4月24日，國家披露將着手組建近地小行星防
禦系統，共同應對近地小行星撞擊的威脅，為保
護地球和人類安全貢獻中國力量，並爭取在「十
四五」末期或者2025年、2026年實施一次對某一
顆有威脅的小行星，既進行抵近觀測，又實施就
近撞擊，就改變小行星軌道進行技術試驗。

中國人打造小行星防禦系統不是杞人憂天，而
是未雨綢繆，是前瞻思維，是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重要體現。

僅在太陽系，人類就發現超過102.6萬顆小行
星。這些小行星一旦接近地球，必然會帶來巨大
威脅。雖然小行星撞擊地球的發生概率極低，但
危害極大，恐龍滅絕就是小行星撞擊地球的悲
劇。

如果一顆直徑超過140米的小行星撞擊地球，
釋放的能量相當於廣島原子彈爆炸的1,000倍。同
時，小行星六親不認，也不會格外關照中國，中
國打造小行星防禦系統是基於現實的考慮。

體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儘管小行星撞擊地球的概率極低，但是它們的

威脅是面向全人類和整個地球。同時，小行星
撞擊地球會產生眾多影響，除了直接的破壞
外，還包括由此引發的地震、海嘯、大氣環境
改變、森林大火等。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旦
發生嚴重的小行星撞擊事件，人類文明甚至有
可能就此終結。中國打造小行星防禦系統計
劃，恰恰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站在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高度，為全世界貢獻中國智慧和
解決方案。中國建立的這套防禦體系，保護的
是整個地球和全人類，而不僅是中國。可見，
中國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國家，中國倡導的「人
類命運共同體」也絕非虛言。必須強調的是，
打造這樣一個保護全人類文明的防禦系統，單
憑某一個國家畢竟能力有限，應該聯合有能力
的國家，共同打造並組建一個人類文明的安全

保護機制。
從技術角度上講，小行星防禦系統包括兩部

分，一是監測預警系統，其二是攔截系統。
中國首先需要完善建立地基天基對小行星的監

測預警系統。這套系統首先要完成對小行星進行
探測、預警，建立小行星分類編目，研判哪些小
行星對地球可能產生的現實威脅，並考慮用何種
干預手段來規避風險。

各國皆應守護地球文明
干預和攔截小行星是非常複雜的科學系統工

程，多採用核爆炸、動能撞擊、激光燒蝕、離子
束牽引、引力拖曳、質量驅動等，破壞小行星的
結構以及偏轉小行星的軌道，化解小行星帶來的
巨大威脅。

當然，不同種類的干預攔截手段各有優劣，並
且針對不同種類、不同軌道上的小行星，干預手
段的選擇要因地制宜、有所差異。但毫無疑問的
是，這套監測系統和干預手段的打造技術難度都
很高，需要大量科研攻關。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公布了建設小行星防禦系
統，目的是保護人類安全，卻引起一些西方國家
「高度關注」。實際上，美國上世紀就搞了「星
球大戰」計劃，早就將太空定為高邊疆戰略的
「高維度戰場」，大力研發部署定向能等多種進
攻性太空武器，包括至今還在太空執行軍事任務
的X-37B太空戰鬥機，力爭把「三位一體」戰略
核力量提升為「四位一體」，把核武器送上天對
美國而言更不是什麼禁忌。

相比美國，中國始終堅決反對太空的軍事化和
武器化，一直主張和平利用太空，倡導太空非軍
事化。面對小行星這類事關人類文明生存發展的
共同天外威脅，人類不應再以不同文明來劃分優
劣，而是攜起手來共同面對一切天外挑戰，因為
我們是一個共同的文明體——地球文明，這才是
全人類的最大共識、最根本利益。

中國建小行星防禦系統保人類安全
宋忠平 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