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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疫情在港爆發後，昨日香港確
診個案更破3萬，從坊間的情況估計，
實際確診更會較政府公布的為多，疫情
防控已經完全超出特區政府的能力範

圍。近日國家的支援力量及物資已抵港，支援措施中
以 「方艙醫院」 最具代表性。 「方艙醫院」 絕非單純
一個處所，其興建的數量、速度、時機和質量，可見
國家出手支援的重要性和重要意義。

首先，現時政府的隔離設施及臨時醫院僅有5000個
隔離單位，儘管再計算即將啟用的隔離酒店、未入伙
公屋、改裝郵輪碼頭及其他在空地有待興建的隔離設
施，也只能再多出約5萬隔離設施；莫說估計往後的
確診宗數倍增，就是現時已不敷應用，之前一幕又一
幕初確者在戶外帳篷等候治療的慘況相信只會更加嚴
重；其次，現時不少市民等待近兩星期才收到檢測結
果，若維持如此檢測力度，根本毫無作用，染疫者大

有機會繼續將疫情擴散；其三，不少在竹篙灣檢疫中
心隔離期滿的市民等待逾14天仍未獲放行；其四，無
論有否染疫，絕大部分市民已對現況感身心俱疲，怨
氣日增，長遠也增加政府管控的難度；最後，更多防
疫抗疫工作相關的重要人才染疫。長此下去，疫情只
會愈趨嚴峻，甚至讓香港社會崩潰。

當然，現時政府已開始籌備進行共 3 次的全民檢
測，遲到總好過無到；又引用《緊急法》豁免註冊予
內地醫護援港。不過專家指出，這些措施也離不開足
夠的隔離、治療及監測設施，否則檢測出來的患者又
如何得到適切安排？因此，中央援建香港的四處臨時
社區隔離治療設施，即 「方艙醫院」 正式開工，現時
預計全部投入使用後將為香港提供 14000 至 17000 個
隔離單位。其中青衣方艙醫院更將於開工後約一周率
先交付使用，要知道符合隔離標準的設施不是說建便
建。單純從數量上看，也一下子紓緩了香港的防疫抗

疫壓力，在此，實在不得不感謝國家的全力支援。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如不少議員所言，特區政府有

否急市民所急，靈活運用現時手上的資源和國家級的
援助，會否 「捉到鹿唔識脫角」 ？特區政府現時仍有
一手好牌，擁有國家作強大後盾，今次應該更要利用
這手好牌 「清零」 ，積極爭取與內地盡快實現通關。
現時有專家提及即使 3 次全民檢測也未必能夠 「清
零」 ，復課更有機會讓疫情死灰復燃。特區政府必須
再仔細研究其他輔助全民檢測的措施，例如︰會否再
深思是否已 「動員一切力量抗疫」 ？如何繼續填補隔
離設施的不足？如何再推高疫苗接種？有否再尋求國
家進一步支援的必要？有否參考內地過往抗疫的成功
經驗，並做好一切讓香港 「脫苦海」 的措施？因為縱
使今年財爺宣布香港庫房再有盈餘，但相信市民和社
會各界已經無法再受疫情煎熬，再多的防疫抗疫基
金，也是於事無補。

立法會議員 顏汶羽

基層家庭疫下盼支援

立法會議員、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李世榮

立法會議員 何俊賢

把握國家支援打好疫戰

配合政府措施就是對抗疫最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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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習近平主席就支援香港抗疫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包括強調特區政府要
切實負起主體責任，把盡快穩控疫情作
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

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等。香港確
診宗數近期屢創新高，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及親切關
懷，無疑是一支相當重要的抗疫強心針，讓市民再見
曙光。內地抗疫專家組、抗疫資源已相繼到港，其他
重要支援也陸續到港，體現了國家 「一方有難，八方
支援」 的精神。

筆者一直相信，只要國家出手，沒有什麼事情需
要害怕，但國家的力量也並非 「神仙」 ，一時三刻
難以完全平息疫情。過去筆者與不少評論員也多次
提到，儘管已經錯失最佳良機，但盡快實行全民檢

測仍然是清零的最大希望，望穿秋水，終於見到政
府下定決心全民檢測，遲到好過無到；眼見特區政
府終於用較大力度將整個社會動員起來，包括組織
抗疫的士，商界也動員起來出錢出力支援特區政府
抗疫。筆者明白不少市民其實也熱心希望可當義
工，在此非常感激，不過一來疫情嚴峻稍一不慎可
能也容易染疫，二來盡量配合政府措施抗疫已是最
大的幫助。

筆者在此舉個例子，上月 13 日，沙田利安區議員
兼沙田區議會主席麥潤培，中午過後在社交平台直
播，公開散播利安利盛樓將會圍封強檢的消息，
當天晚上，政府公布利盛樓圍封強檢，最終一座大
廈驗出 48 宗確診和 10 宗不確定個案，顯示確診比
例非常高。麥的舉動不但造成社區混亂，更極可能

令部分染疫市民提早撤離，並將病毒散播出去，嚴
重阻礙抗疫行動及成效。做法自私自利，罔顧公眾
利益，行為極不負責任。不但濫用區議會主席職
權，在抗疫的關鍵時刻將機密資料外洩；更沒有做
好區議員責任，造成社區居民恐慌；作為公職人
員，又嚴重阻礙政府抗疫部署。麥潤培的行為實質
上已違反區議員宣誓誓言，並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

權力愈大，責任愈大。因為胡亂使用，最終只會害
己害人。所以我同樣期望特區政府必須活用國家隊支
援，打勝這仗，而作為市民也必須盡力做好自己，遵
守抗疫措施，在確保自身安全下，若有餘力再盡力幫
助他人。只要我們有信心、夠團結、敢行動，定能抗
擊疫情走向勝利！

長話
短說

疫情持續，香港經濟環境轉差，低收
入基層家庭生活雪上加霜。日前公布的
財政預算案在基層家庭支援上墨不
多，在職家庭津貼只得半糧，又無提公

屋減租，筆者對此表示失望。
新冠肺炎疫情已經重挫香港經濟，不少基層打工仔

因響應政府措施而開不到工，減薪、失業情況比比皆
是。根據政府統計處日前發表的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
字（即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的臨時數字）顯
示，單單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就達到6.2%，數
字還不包含2月疫情持續惡化後的失業情況。數字背
後，便是一個個生活陷入水深火熱的基層家庭在苦苦
支撐。

為基層打工仔行多一步
對於不少公屋住戶和職津申領者，最直接能幫到他

們的方式就是減免公屋租金及發放額外職津。政府曾

在去年及前年，分別為公屋住戶減免一個月租金，以
減輕經濟衝擊對公屋租戶生活的影響，而在疫情急轉
直下、失業率又持續高企的今年，為何再不提減租，
以紓解基層市民的生活壓力？此外，大部分受疫情影
響的基層市民均已申請在職家庭津貼，但目前只得到
半額，要針對性支援基層家庭，何不增加發放額外職
津，為基層打工仔行多一步呢？

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有針對抗疫的醫療用品及設施
等支援，有針對企業店面租金、水電開銷減免等支
援，還有針對所有市民普惠性的電子消費券，但對於
基層市民，支援卻嚴重不足，未能發揮財富再分配的
角色。

筆者認為，政府利用資源再分配，不是要擴大覆蓋
面，而是須針對基層市民推出相應措施，為他們的生
活提供更多支援。為此，政府應重新考慮對基層家庭
的援助，比如再為公屋住戶減免房租，增加發放額外
在職家庭津貼等等，以幫助基層家庭渡過疫下難關。

王小珍

重溫《上海公報》美應停打「台灣牌」
昨天是中美《上海公報》發表 50 周

年，這是中美發表的第一份聯合公報，
它確認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
即：一個中國，不支持 「台獨」 。然而

50年後的今天，這一基礎卻被嚴重侵蝕，美國成為兩
岸和平最大的破壞者，因此重溫《上海公報》的精神
十分必要。

美多次承諾堅守一中原則
在台灣問題上，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政府發展對外

關係始終堅持的立場。從美國政府已經解密的歷史文
件顯示：1971年7月，為尼克森總統訪華作準備的基
辛格秘密訪問中國時，周恩來總理向他表達了中國政
府處理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已經歸
還中國，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必須在
一個有限的時間內，從台灣撤出全部軍事力量，拆除
所有軍事設施。美台 「共同防禦條約」 是非法的，中
國不承認，應當廢除。

面對周恩來總理的嚴正立場，基辛格作出明確的保
證：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將視
越南問題的逐步解決，從台灣撤軍。在同基辛格的會
談中，周恩來明確提出了美國中情局（CIA）在幕後
支持 「台獨」 的問題，被基辛格直接否定： 「美國從
未支持 『台獨』 ，也不會支持 『台灣獨立運動』 。」

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華期間，向周恩來總理確認了
上述原則。2 月 28 日，中美發表了《上海聯合公
報》，美國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確表示：美國認
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
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
提出異議。此後，在中美1978年發表的《建交公報》

中，美國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雙方1982年簽署《八一七公報》，美方承諾無意侵犯
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
意執行 「兩個中國」 或 「一中一台」 政策。同時，美
方鄭重聲明，美國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
器的政策，將逐步減少售台武器，並經過一段時間後
最終解決這一問題。

基辛格作為尼克森總統訪華和《上海公報》的主
事者、親歷者，在近日參加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上海美國商會、百人會聯合在美國和中國同步舉行
的《上海公報》50 周年紀念會時，回顧《上海公
報》談判簽署的過程時，明確表示： 「《上海公
報》談台灣問題的本質，就是美國接受一中原則，
不支持 『兩個中國』 政策。」 那些原則在隨後幾年
的另外兩個聯合公報中得以強化，成為維持雙方討
論的基本框架。

無論是政府間公開發表的公報，還是主事者的言
證，一個中國、反對 「台獨」 作為中美兩國政治關係
的核心基礎都是清清楚楚，一脈相承，一再被美國政
府確認和承諾的，理應成為雙方必須共同遵守的準
則。

美國為 「台獨」 壯膽
但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卻一直玩弄兩面手法。在

宣布中美正式建交之後不久，又利用國會中的親台勢
力，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透過該法繼續向台灣
出售武器，之後又在內部提出所謂 「對台六項保
證」 。這顯然違背了美方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所作
的承諾，違反了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確立並為國際
社會普遍遵守的一個中國原則。

而今，美國出於地緣戰略競爭需要，更把台灣問題
當作遏制中國崛起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一張牌，肆
意揮打。利用蔡英文當局急於貼靠美國謀求穩固政
權、尋找 「台獨」 機會的心理，不斷發出錯誤信號，
令其充當美國 「以台制華」 的打手。

在軍事上，美國對台軍售非但沒有按《八一七公
報》的要求，逐年遞減，反而逐步升級。特別是特朗
普上台後，美方不斷製造兩岸軍事嚴重失衡的藉口，
頻繁對台軍售。特朗普在任4年，對台軍售就多達11
次，金額高達183.3億美元，出售武器的先進性也大
大提升。拜登政府上台僅一年，就已兩次對台出售先
進武器裝備，金額超50億美元。此外，美國還持續強
化美台軍事合作，美軍頻頻在南海和台灣海峽耀武揚
威，公然對華進行武力威懾。在立法上，美國國會通
過大量違反 「一中政策」 的涉台法案，嚴重侵蝕兩國
建交政治基礎。

美國一系列的 「台灣牌」 ，為蔡英文當局 「倚美抗
中」 、 「倚美謀獨」 壯膽，使其在島內不斷製造兩岸
對立和仇恨，大搞 「去中國化」 的 「台獨」 活動，給
台海和平穩定帶來嚴重威脅，使原本和平繁榮的台灣
海峽變成了世界最危險的地區之一。

《上海公報》發表已半個世紀，時光荏苒，中國
在台灣問題上立場原則始終如一，中華民族實現兩
岸統一的心願始終不變，意志更堅，任誰也無法阻
擋。此時重溫《上海公報》精神，切望美國政府信
守其政治承諾，回歸一個中國原則的本源本義，恪
守對中國作出的政治承諾，承擔應當履行的國際義
務，停止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停止縱容支持
「台獨」 行徑，停止策劃 「以台制華」 的圖謀，停

止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言行，推動中美關係早日回
歸正軌。

財 政 司 司 長
陳茂波發表了
本屆政府最後
一份財政預算

案，當中政府對青年發展的
支援、用於資助青年的資
源，有所增加，特別是在目
前全港集中精力抗疫的大環
境下，政府對青年人才培訓
依然是十分關注的。但政府
若能在扶助青年創業這個問
題上，撥出專門章節詳加規
劃，對本港青年發展將會產
生積極作用。

陳茂波司長在預算案中提
出會增加 4 億元經常性撥
款，加強醫療專業人員的培
訓，增加 500 個修讀與醫療
相關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資
助名額；預留 100 億元，完
成各項提升和增加大學醫療
教學設施的工程，足以在容
量上應付約 900 個額外醫療
培訓學額；推出 「綠色和可
持續金融培訓先導計劃」 和
「金融科技從業員培訓資助

先導計劃」 等，加強培訓相
關人才。又會繼續透過不同
計劃和措施為青年提供實習
和培訓機會，鼓勵或資助畢
業生投身創科行業，吸引與
便利人才來港等，都涉及青
年發展問題。

但對於香港社會將來發展
必須依賴的新生代來說，有
關的資源分配仍是較為分
散。陳茂波曾表示， 「十四
五」 規劃明確香港的定位和
角色，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提供最佳路徑。國家關
心香港青年人，在 「十四
五」 規劃中提出支援香港青
年人到大灣區發展，並出台
不少便利政策和措施。特區
政府已推出多項計劃，協助
香港青年人到內地發展，並
指香港昔日的成功、今日的
發展以及未來的機遇都離不
開國家的堅實支持，以自身
所長，服務國家所需，是香
港的責任及光榮。

事實上，本港經歷非法
佔中、旺角騷亂和修例風
波之後，政府在青年工作
上做了大量努力，惟收效
不彰。青年發展委員會雖
然近年來提出多項建議和
成立多個專責小組，但從
青年的角度出發，他們能
夠獲得的幫助並不多。例
如政府推出的 「粵港澳大
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以資助非政府機構，增加
對青年提供的創業支援及
孵化服務和專業諮詢等，

但資源能否投放到位才是關鍵。
扶助青年創業需要政府、業界、民間、學界四位

一體，僅靠民間和業界的活躍，難以滿足大量創業
青年的需求；尤其在構建創業導師網絡方面，青年
人需要的是政府和學界更多的參與。若政府能夠成
立由跨部門組成的專責組織，提供具前瞻性的策略
建議和指導創業青年，將極有可能得到令人意想不
到的效果。

我們可以看看內地的例子，到今天吃香的不再是
阿里巴巴或騰訊等龐然大物，而是不斷崛起的 「小
巨人」 。 「小巨人」 是新一代取得驕人成績的高新
初創企業。國家支持創新科技企業發展，以 「小巨
人」 來標示獲得政府認可的創科企業這計劃已存在
十多年，是中國打造本土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關
鍵。能夠名列 「小巨人」 的創科公司，通常會獲得
政府減稅、注資等優惠，從而在市場集資方面容易
得多，而成為 「獨角獸」 （Unicorn，指成立不到10
年但估值達10億美元的公司）。這些公司更進一步
可以發展成具戰略價值的企業。

特區政府應該借鏡內地的發展經驗，從大處
眼，向遠處籌謀，這樣不單在青年問題上，在其他
領域的發展或管理上，都會有所裨益。

港青
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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