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屆香港特區政府就任近一年，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

香港經過長時間困難，難得有穩定環境，特區政府應該全力

拚經濟、謀發展，才能令市民實質受惠。雖然受地緣政治、

美國高息等因素影響，香港上半年出口連續下跌，估計全年

經濟增長要依靠消費和旅遊服務輸出，但他指出，在國家支

持下，以及特區政府和業界溝通下，本地建設正全力加速推

動，相信下半年會愈來愈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文森

陳茂波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本港經濟增長三頭馬車中，出口
在下半年面對挑戰仍然較大，受地緣政治、歐洲經濟差和美國高息

的影響，上半年出口連續下跌，到4月份累計下跌16%。不過消費有所反
彈，4月入境旅客達290萬人次，恢復疫情前的50%，零售貨值和餐飲已
經恢復90%，市面暢旺。

若外圍環境差 消費券效力有限
對於政府早前預測今年全年經濟增長3.5%至5.5%，陳茂波直言，本

港出口數字已經連跌5個月，造成一定壓力，全年經濟增長須依靠消費
和旅遊服務輸出。「香港容易受外圍影響，如果外圍環境差，即使推出
消費券，能夠保住的消費力有限，達到全年經濟增長3.5%至5.5%的目
標或有困難。」
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在日前發表的《2023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指香
港的競爭力排世界第七，較去年下跌兩位，新加坡和台灣地區的排名高
過香港。陳茂波指，過去幾年疫情是對經濟發展最大干擾，新一屆政府
在應對疫情上作出調整，年初逐步通關後，亦積極引導投資，搶企業和
搶人才；各項人才輸入計劃至5月底，接獲8.4萬宗申請，批出約5萬宗，
引進重點企業方面，已接觸百多間公司，部分商討進度理想，相信有助加
快重點產業，包括醫療科技和人工智能發展。
另一方面，陳茂波在昨日發表的網誌中表示，過去一年港人一起經歷
高低起伏，也一起見證了整個社會如何擺脫疫情、步入復常，無須再戴

口罩的生活，讓大家笑臉重現，「從去年底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七人欖球賽；到今年初香港全面復常，『開心香港』的美食市集系列，
以至近期闊別十年的黃鴨仔重臨維港，都為不少大人和小朋友帶來歡笑
與回憶。」
回望過去的四個季度，他指受外圍環境惡化和金融狀況收緊所拖累，

去年第三季至第四季整體經濟收縮逾4%，政府的一系列逆周期措施已
發揮了穩住經濟的作用。其後，在行政長官領導下，特區政府精準調節
防疫措施，有效管控疫情，終在今年2月初迎來全面通關，支持今年首
季經濟顯著改善，按年回復增長2.7%。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發放消費
券、企業的稅費減免，以至延續中小企百分百擔保貸款計劃等，也有效
鞏固了經濟復甦的勢頭。

速增傳統產業生產力競爭力
「儘管外圍情況難以掌控，本地建設則正全力加速推動，包括採取擴

張性財政政策，推出大規模逆周期措施，以跨周期視野、全方位推動中
長期發展。」陳茂波認為，香港要抓緊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以國
際視野結合香港角度，考量全局、部署長遠；透過把有為政府與高效市
場更好結合，以政策和機制的創新，增強經濟發展動能，發掘和培育新
經濟增長點，並力求加速提升傳統產業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他表示，新一屆政府全力提速、提量、提效增加土地供應，已覓得足
夠未來十年發展需要土地的來源，可興建約36萬個公營房屋單位，能夠
滿足同期對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特區政府同時也透過「簡約公屋」和
過渡性房屋，冀能為居住環境惡劣、等候上樓的基層市民提供多個選
擇。
他強調，香港要「兩條腿走路」，包括金融和旅遊繼續領跑，作為經
濟動力及將收益投放新產業，同時亦加快引進重點產業，當中包括引進
創科企業等，「需要結合創科和綠色轉型，香港可定位為全球綠色科技
和金融中心。」

◆陳茂波表示，香港經過長時間困難，難得有穩定環境，特區
政府應該全力拚經濟、謀發展，才能令市民實質受惠。

陳茂波Fb圖片
◆過去一年港人一起經歷高低起伏，也一起見證了整個社會如何擺脫疫情、步
入復常，無須再戴口罩的生活，讓大家笑臉重現。 陳茂波Fb圖片

財爺料港經濟下半年愈來愈好
依靠消費和旅遊服務輸出 本地建設全力加速推動

A3

20232023年年66月月2626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3年6月26日（星期一）

2023年6月26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李暢熹文 匯 要 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藍松山）
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李家超上任特
首即將一周年，
他連續兩天在社
交 網 站 上 載 影

片，回顧上任一年感受。他在昨日上載的片段中，強調看
問題時需要看樹木，更要看森林，「世界變得很快，不進
則退，香港唔慢得、唔等得。」因此要「追時間、追結
果、追成績。」
視頻的主要畫面是在山頂所拍，李家超在視頻中表示，

大家在香港，經常只看到香港這棵「樹木」，當飛到外
地，經過比較後，才會發現香港的美好，「很多事，是要
去到外國，在『森林』中見過了，再回來看我們這棵『樹
木』，就會發現其實香港很好很美。」
他提到，自己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見到香港遭破壞，

感到非常心痛，這不單只是他本人，亦是全香港的最低潮時
間。「現在回頭去想，這亦是一個成長過程，每個人在人生中都
有高潮低潮，低潮過後，在反省總結經驗後會更強大。」

他指出，在施政報告中宣布的不同政策，有很多是五年
計劃，甚至超越五年，還有很多是探索我們還有什麼領
域，可以開拓新空間，令香港更有競爭力，有更多機會給

所有人。
他強調，更重要的是，香港有整個國家政策的幫助，國家

「十四五」規劃為香港確立了「八大中心」的定位，還有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帶給香港無限機遇。香港已經跳出了香港地
域限制，每個人特別是年輕人都可以選擇就業、創業，是空
間無限的，「時不我待，要追時間、追結果、追成績，令市
民覺得可以從政策中受惠，有幸福，有希望。」被問到他有
不同的稱號，如「超哥」、「李Sir」、「家超伯伯」，他最喜
歡哪個時，李家超笑言：「個個都鍾意，不過『超哥』最輕鬆，
『家超伯伯』更加親切，好似家人一樣。」

盼多到社區與市民聊天
他提到，自己小時候也是居於屋邨，因此希望多到社區

與市民聊天，關心社區市民，讓他們覺得政府是關心他們
的。「人與人之間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但熱誠、真
誠的態度很重要。」他再次感謝太太的體諒和支持，並說
在任期過後，兩人便能笑傲江湖、自由自在。

對港滿信心 大有可為風光無限
李家超最後以「必須以行動爭取信任，以結果拉近距離，以成

績凝聚互信」作總結：「世界變得很快，不進則退，香港唔慢
得、唔等得，但我對香港充滿信心，香港大有可為，風光無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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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港跳出地域限制 就業創業空間無限

◆ 李家超表示，香港已經跳出了香港地域限制，每個人特別是年輕人都可以選擇就
業、創業，是空間無限的。圖為李家超與青年見面。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早
前公布優化「補充輸入勞工計劃」，容許26個
低技術職位如售貨員、收銀員等輸入外勞。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在電視節目上重申，在
申請輸入勞工前，僱主須先經四周本地招聘，勞
工處亦會轉介求職個案，僱主要展現誠意，確保
本地就業優先。他表示，低技術和非技術工種絕
大多數是本地僱員，外勞只佔少數，工資中位數
反映本地勞動市場現況，政府會嚴格把關，確保
僱主不可輸入廉價外勞。
對於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勞顧會勞工代表
早前開會期間中途離場，抗議政府未有就26個
低技術工種的短缺情況提供數據，以及沒有就輸
入數目「封頂」，孫玉菡解釋指出，該26個工
種流動性大，難以逐個工種獨立提出數據，惟本
港勞動人口在過去5年間由368萬人跌至346萬
人，當中低技術勞動人口減少約16萬人，輸入
外勞只是小部分勞動力，且在本地工人優先就業
下，相信不會影響本地人就業。
孫玉菡表示，自己曾任勞工處處長，亦是勞顧

會主席，因此對勞工代表的立場表示理解，並指
未來會以最大誠意與各委員商討、會向公眾及立
法會匯報相關數據及情況，亦會找方法保障到本
地工人，以及令勞顧會覺得公平、合理。

僱主要展現誠意 確保本地就業優先
他強調，暫准26個工種可輸入外勞兩年，僱
主須先經四周本地招聘，勞工處亦會轉介求職

者，事後也會核對相關的聘用情況，重申勞工處
接獲僱主申請輸入外勞後，不一定批准，「僱主
展現到誠意，在盡量聘用本地工人，仍不足以填
補短缺時，才會被信納、繼續考慮其申請」，強
調政府會嚴格把關。
對於有勞工界擔心輸入外勞會影響本地工人薪

酬待遇，孫玉菡指大部分從事26個職位的都是
本地工人，外勞只屬少數，「市場上中位工資是
本地工人決定，希望透過供求定律，工資中位數
真正反映市場需求。」他表示，理解勞方的擔
憂，政府會確保僱主輸入外勞時，也一定要至少
提供工資中位數水平，不可聘用廉價勞工，從而
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和權益。

廠商會盼各界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
另外，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昨日重申，支持特

區政府優化「補充勞工計劃」，以及在建造業、
運輸業等行業推出特別計劃。廠商會指出，社會
自疫情復常以來，近月本港失業率一直處於低
位，但私營機構的空缺卻逾10萬新高。儘管企
業已積極嘗試各種可行方法應對，例如改善薪金
待遇、降低入職要求、加快數碼轉型等，但仍無
法完全解決因人手短缺而引起的種種問題。
廠商會認為，輸入外勞乃緩解當前困局、改善

營商環境的權宜之策，加上特區政府審批嚴格，
能保障本地就業優先和確保工人收入，相信商界
不會濫用機制，盼社會各界能以社會整體利益為
依歸，以開放的態度看待有關措施。

為鼓勵非
政府機構善用
空置校舍等臨
時空置政府用

地推行惠及社區的項目，發展局於
2019年推出10億元資助計劃，支
援獲批短期租用空置政府用地的機
構展開基本復修工程，例如地盤平
整、搭建臨時構築物、修葺現有建
築物以及建造行人/車輛通道等，
至今已有25個項目獲得資助，當
中7個已投入運作。發展局局長甯
漢豪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隨着愈來
愈多項目相繼完成，過去空置的政
府用地得以善用而活化成新的社區設施。她希望未來和更
多非政府機構合作，廣納民間智慧，善用土地資源，特區
政府亦會按累積的經驗，適時檢討資助計劃的運作，令更
多非政府機構受惠。
甯漢豪引述發展局助理秘書長（規劃）張文欣指出，資
助計劃推出至今獲批的25個項目，資助額合共約5.12億
元，涵蓋社區服務、公眾康樂空間、藝術文化推廣、體育
訓練活動、社區農圃、動物領養及導盲犬訓練等範疇，當
中7個項目已經完成並投入運作，另有7個項目已開展建築
工程，預計將在今年至明年陸續完工；餘下的項目在詳細
設計和土地勘測階段。

鰂魚涌海濱「舍區」為居民提供「綠洲」
7個已投入運作的項目當中，包括鰂魚涌海濱一幅政府用

地近日已發展為社區空間──「舍
區」。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李玉芝
表示，該區居民一直希望有更多綠
化休憩空間，而該幅用地鄰近住宅
與商業區，正好為居民及在附近工
作的人士提供一個鬧市中的「綠
洲」，既可讓他們進行休閒活動，
亦可租借場地舉辦不同節目。
她感謝發展局撥款支持「舍區」

項目的工程費用，並在工程期間為
他們與其他政府部門協調，令項目
順利落成啟用。
位於元朗錦田的一幅政府用地，

則獲批租用為流浪動物收容中心。
中心創辦人謝婉儀表示，在未獲批用地前，在錦田租用的
場地每月租金高逾4萬元，如今獲批短期租約用地和資
助，大大減輕興建中心的經濟壓力，而該中心同時協助接
收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影響的動物。
至於現正進行建築工程的荃灣前川龍公立貫文學校，預
料今年年底會化身為攝影文化中心。獲批租用該校舍的香
港攝影文化協會董事張諾文表示，協會一直希望有一個固
定和可自由使用的空間，推動與地方文化結合的攝影發
展，而獲批租用空置校舍和資助正可推進他們的目標。
項目建築師洪彬芬表示，校舍位於新界鄉郊地區，原本

的基建設施如渠務、水務、電力供應等均需要重新安裝，
才能合乎現行法例和應付攝影文化中心的運作，幸好得到
發展局的統籌，令其顧問團隊更有效率地解決有關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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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區」為居民提供一個鬧市中的「綠
洲」。 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