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研集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出席一個科創峰

會，他在致辭時表示，應該乘香港邁
進 「由治及興」 這個關鍵時刻，力發
展香港的創新科技事業，也應該把握時

機，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匯聚香港，要 「搶」 人才。這
句話在社會上引發共鳴，大家普遍認為，香港一直缺
少人才戰略，在吸引人才方面，比大灣區的廣州、深
圳等城市遜色，亦不如新加坡。香港既已明確 「搶」
人才的方向，就需要制定自己的人才戰略，明確目
標，創造條件，吸引香港所需的高端人才。

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大都會，在吸引世界頂
尖人才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尤其對華人科學家具有較
大吸引力。香港曾經培育出，以及從海外和內地吸引
多位世界頂尖科學家，在香港教學、研究和生活。

比如，香港孕育了被譽為 「光纖之父」 的諾貝爾物
理學獎得主高錕，而前港大校長徐立之是世界著名分
子生物學家，現任港大校長張翔也是世界著名的物理
學家，還有數學家陳繁昌、生物化學家方永平、天文
學家郭新，以及醫學家何鴻超等，都是在世界上享有
很高榮譽的頂尖科學家。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管治班
子內，也有孫東、盧寵茂是世界知名的科學家。

研究經費須增加
由此可見，香港並非不能吸引到人才，只不過所吸

引來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大學院校從事教學和研
究工作。但是，在教育和科研領域，也仍然存在吸引
人才方面的不足之處，有待政府及各大學院校作出改
善。比如，香港雖然有充分的學術自由，而且資訊發
達，但對一部分科學家來說，香港卻存在研究經費不
足，政府、院校、企業和社會對科學研究的支援不足
的問題。一些有潛質的青年科學家，苦於香港缺乏實
驗室等原因，不得不將相關研究搬遷到美、英或內
地。

又如，對另一些有志於教學的科學家來說，香港缺
少學習科學的氛圍，優秀學生多選擇學醫；一部分科
學家雖有一腔熱忱，想在香港本地培養一批從事科學
研究的優秀學生，但最終因大多數學生缺乏對科學研
究的熱情和興趣，而變得心灰意冷，其中一些科學家
有可能轉往別處，實踐自己的理想。這些方面存在的
不足，政府有必要研究如何作出改善。

另一方面，香港長期以來沒有推動科技和創新產業
的發展戰略，香港的金融業、工商業發達，卻未能培
育出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科技企業，也沒有銳意培育科
技創新產業的發展戰略。沒有產業支撐，想要吸引人
才來港，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頂尖科技人才
來港後，沒有用武之地，也看不到發展的機遇和前
景，不會選擇到香港發展；另一方面，政府、企業和
社會整體，用在科學研究、科學教育的資源也不足

夠，無法在社會上形成重視科學、重視科技人才的氛
圍，也不利於吸引人才。

要形成重視科學氛圍
特區政府既已確定發展創新科技產業，更已瞄準全

球 「搶」 人才的目標，就應該制定整體的人才戰略，
首先必須明確香港需要發展什麼產業，需要吸納哪些
方面的人才，再為吸引這些人才制定相應政策，創造
良好的條件。

國家在過去40年來，為吸引和培育科技人才，曾先
後推出 「百人計劃」 「千人計劃」 和 「萬人計劃」 ，
從海外吸納了一批傑出人才，同時也在內地培育出大
批優秀人才，取得巨大成功，為國家科技和經濟、社
會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現時有不少在國家科技、經濟和社會不同領域獨當
一面的領軍人物，來自這些人才計劃，舉例來說，剛
獲得國際模式識別領域最高獎——傅京孫獎的中國科
學院院士、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就是 「百人計劃」
中，從英國回流的著名科學家。

國家的人才發展戰略中，不論是從全世界吸引人
才，還是在本地培育人才，都有很多成功經驗，值得
特區政府參考。制定好香港自己的產業發展戰略和人
才戰略，再加上香港本身獨特的優勢，香港必能在全
球人才競爭中，取得驕人的成就。

文武

香港需要人才發展戰略

時事評論員 吳桐山

改善颱風上班待遇 誰為新聞工作者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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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國 會 眾 議
長佩洛西 8 月初竄
台 風 波 ， 招 致 中
國 政 府 強 烈 不 滿

和反制尚未平息，美國國會兩
黨議員又有一行 5 人的竄訪
團，於8月14至15日乘坐軍機
降落中國台灣地區，再次印證
美國兩黨有高度的共識把中國
當成對手，台灣就是美國抑制
中國的棋子，同時美國正處於
選舉期，他們借消費中國台灣
地區，挑釁中國，撈取政治利
益，甚至個人的利益。

美國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攪局
者和破壞者，美國國會議員竄
台勢必進一步激化原本已經升
溫的台海局勢。美國不斷公然
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侵犯中國主權
和領土完整，向 「台獨」 分裂
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如《台灣
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
白皮書所說的， 「外部勢力打
『台灣牌』 ，是把台灣當作遏

制中國發展進步、阻撓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棋子，犧牲的是台
灣同胞的利益福祉和光明前途，
絕不是為了台灣同胞好。」

眾所周知，台灣問題是中國
的核心利益和底線，中國絕不
可能妥協或退讓。中華民族復
興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對中國
的發展，美國視為一種威脅及
挑戰，不斷打 「台灣牌」 ，意
圖 「以台制華」 ，台灣民進黨
當局也在推動 「台獨」 ，與西
方國家互相呼應，並引狼入

室，這兩者的結合，令大陸擔心養虺成蛇。
與美國勾結的民進黨在新聞稿中竟稱，美國國會此

舉 「彰顯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白皮書明確指出，
「民進黨當局的謀 『獨』 行徑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危

害台海和平穩定，破壞和平統一前景、擠壓和平統一
空間，是爭取和平統一進程中必須清除的障礙。」
「台獨」 頑固分子楊智淵被浙江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

依法拘傳審查，就是對 「台獨」 分子的反制行動。該
案是以 「分裂國家犯罪」 和 「煽動分裂國家犯罪」 依
法懲治 「台獨」 頑固分子的先例，是第一起，不是最
後一起案件，進一步明確中國法律對島內 「台獨」 頑
固分子的刑事司法管轄權。如果 「台獨」 勢力仍舊一
意孤行，冥頑不靈堅持 「台獨」 路線，民進黨被清除
出去是遲早的事。

「一國兩制」 是台最佳出路
與中央政府於1993年8月發表的《台灣問題與中國

的統一》白皮書和2000年2月發表的《一個中國的原
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相比較，這次第三份白皮書強
調和平統一，以 「一國兩制」 方式處理台灣問題，但
不排除武力統一，這句話是針對外國勢力和台灣 「台
獨」 勢力的。中央政府強調和平統一，不是現在才說
的，從鄧小平時代都一直強調。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
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
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
香港和澳門的「一國兩制」模式，實行了二十多年，事
實證明是行之有效，既有巿民支持，也獲世界認同。

健元

「一帶一路」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9月首先提出

構建 「一帶一路」 經濟帶，同沿線各國
「共融、共建、共用」 發展成果的積極

倡議和宏偉構想。以 「西域古絲綢之路
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為軸心，共同構建連結橫跨
歐亞大陸與東北亞、西亞、東南亞和非洲的國際經濟
大動脈，及 「海、水、陸、鐵、空」 經貿文化國際走
廊，以實現沿線各國經濟相互交融與共同發展的亞非
歐 「命運共同體」 。

「一帶一路」 倡議的實施，不僅是全球新經濟振興
與持續發展推進器，及促進世界優秀文化與文明傳承
復興的重要橋樑，更重要的是將有利加快構建和鞏固
人民幣在沿線國家的投資與貿易結算體系，並提升人
民幣參與定價全球資產的國際金融地位。因為 「一帶
一路」 所定義的 「五通」 ，即 「政策溝通、設施聯
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就是中國參
與 「一帶一路」 建設的重要經濟紐帶和價值載體。其
中， 「民心與文化通」 是基礎； 「政策與設施通」 是
保障； 「貿易與產業通」 是內涵；而 「資金與金融
通」 就是助力全球新經濟共融發展的強勁動力。在沿
線各國的產業投資及貿易結算中，人民幣將發揮重要

的血脈功能。因此 「一帶一路」 倡議必將進一步強化
人民幣參與國際結算及 IMF 儲備貨幣地位。這也是
「一帶一路」 發展的歷史必然與重要價值。
早在蒙元帝國時期，東方聯通世界的古絲綢之路就

得以全線貫通，中國已出現與白銀掛的蒙元紙幣發
行制度雛形，促進了絲路沿線各國文化貿易的交流發
展。至明代中國已基本確立了 「銀本位制」 貨幣形
態，白銀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交易結算中的主要支付手
段。到明朝中葉（公元1530年～1570年）白銀結算更
達到鼎盛時期。白銀亦成為大明王朝國庫的重要儲
備，隨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及絲綢、陶瓷、紙張
等東方貨品大量出口歐美，全球各地的白銀迅速向東
方匯聚，源源不絕的白銀流向大明王朝，更刺激了明
代手工製造業和工商業的快速發展。當時明朝因貨物
貿易結算而進口儲備的白銀高達6萬噸之多，約佔全
球有紀錄以來白銀產量的1/2。由於全球基本形成以
白銀結算為基礎的國際貿易支付體系，明朝出口日
本、歐洲和美洲的海外市場不斷拓展且貨物出口量巨
大，所以大量白銀又從歐洲隨 「絲綢之路」 貿易通道
回流中國，令當時的中國成為世界經濟貿易與金融的
中心。

明代中國錯過 「金融改革」
公元1640年，由於全球 「白銀」 大量周轉於國際貿

易結算環節，而未能進入歐洲實體經濟，最終導致歐
洲爆發16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史上首次貨幣
戰爭，也間接影響到大明王朝的財政儲備，白銀回流
明朝的商船逐步減少，白銀進口量日益銳減，日本來
源白銀迅速減少2/3，歐洲來源也減少1/2。如果當時
大明王朝能及時調整策略，加快實施金融貨幣改革，
如在鼎盛時期錨定巨額 「白銀儲備」 ，發行大明鈔
票， 「明鈔」 定能成為當時主要的 「國際結算貨
幣」 ，而穩定和促進全球經濟的發展。那麼世界近代
金融史上最早的國際貨幣錨定就不會是後來與 「金本
位制」 掛的英鎊和美元；而是中國首創 「銀本位
制」 的 「明幣」 或 「明鈔」 。

公元1643年大明王朝財政陷入嚴重危機，國庫白銀
嚴重短缺，明朝綢繆再次發行與白銀掛的紙幣沒能
成功，而最終錯過了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 「金融改
革」 的重要時機。歐洲則贏得了重建全球金融秩序的
機會，現代國際貿易與金融體系的雛形—— 「金本位
制」 應運而生。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先發達的資本主義
國家，1821年就採用了與黃金掛的 「金本位」 貨幣
結算制度，1880年至1914年間歐美各國貨幣與黃金掛
的 「金本位制」 逐步形成。

1973 年歐洲金融泡沫與經濟危機爆發，導致全球
「金本位制」 解體，美元成為主要國際結算貨幣，全

球主要貨幣與美元掛，而美元實質繼續錨定巨額
「黃金」 儲備發行美元貨幣，即 「美聯儲」 的含義，

並定價、結算全球資產和貿易，進而逐步形成了美國
在全球的美元霸權和軍事霸權，美國也成為迄今儲備
黃金最多的國家（約8133噸）。

人民幣走向世界經濟舞台中心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已完成一系列金融與經濟

改革，GDP年均增長超過8%，並成為全球第二大經
濟體和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為人民幣國際化打下堅
實的經濟和金融基礎。今年是 「一帶一路」 倡議實施
第九年，截至7月底中國已同149個國家和32個國際
組織簽署 200 多份合作文件。中歐班列共開行 1517
列，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累計達12萬億美元，非金融類
直接投資超過1400億美元。中國與10多個沿線國家
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
業務量穩步提升。今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再
將人民幣於SDR（國際特別提款權）籃子中的權重由
10.92%調升到12.28%，全球儲備人民幣央行已達70多
個，儲備人民幣規模近10萬億， 「一帶一路」 沿線國
家佔比上升。在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大格局中，及全
球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共用與互惠共贏的大趨勢下，
人民幣正乘 「一帶一路」 的東風，迅速駛向世界經
濟與金融舞台的中心，這是歷史必然和大勢所趨。

經濟
點評

香港「機場城市」
潛力巨大

對於香港來說，颱風年年有。早前八
號風球 「馬鞍」 襲港，不少市民因這樣
極端的天氣而影響到自己的工作。隨之
而來的是不少媒體爭相報道：在極端天

氣下，政府對社會一些前線員工的權益欠缺保障。
為了凸顯新聞的真實性，有記者跟隨採訪一位從事

政府外判物業管理項目的主任，因為崗位性質，無論
打風落雨都要照常上班，還要在八號風球前中後各個
時段安排保安、清潔等前線職員，負責預防及善後工
作。但這些僱員卻缺乏應有的安全保障和沒有颱風津
貼。

這個報道，筆者看看突然發笑。因為我從事傳
媒工作多年，這位記者一路跟隨物管主任在風雨中上
班，為他鳴不平，但我知道，其實這位鳴不平的記
者，本身也是在八號風球下上班，同樣沒有安全保障
和颱風津貼。令我忍俊不禁的是，記者為他人鳴不

平，卻不能為自己鳴不平。

薪酬不變 工作量卻激增
極端天氣下，最沒有保障的恰恰是新聞工作者本

身，尤其是香港的新聞工作者。香港記者屬於 「高學
歷、低薪金」 職業，入職要求具備大學程度，但薪酬
偏低。近年有薪酬調查結果顯示，香港記者協會向
400位新聞工作者發出問卷調查，其中包括了記者、
編輯、攝影記者、採訪主任及總編輯等職位。接受調
查的400位新聞工作者中，大部分月薪為1.9萬至2萬
元，而4萬月薪以上的受訪新聞工作者僅佔9%，而且
薪酬比起上一年也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沒怎麼加薪，
但有41%受訪前線香港新聞工作者表示，他們的工作
量與五年前比較增加了很多。

綜觀國內還是國外，香港新聞工作者相對待遇都是
最低的，但諷刺的是，經常為社會一些弱勢群體打抱

不平的卻是這些新聞工作者。事實上，他們本身的處
境卻是非常惡劣的，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社會現象。

回想在2019年的暴力示威活動中，香港部分媒體不
是傳播事實以正視聽，而是對暴力活動起推波助瀾
的作用，當中有《蘋果日報》這些包藏禍心、抱政
治目的的媒體，也有一些媒體純粹是為了博取眼球而
譁眾取寵。這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多少與新聞工作者
本身社會地位低、待遇低有關係。

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新聞媒體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兩者相互影響。香港媒體系統龐大，在社會中擔任一
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對社會有無可估量的影響力。
香港現在進入了 「愛國者治港」 的新時代，要推進新
聞工作者專業化，從而對社會起到積極的正面引導作
用，那麼提升新聞工作者的待遇和社會地位是不可或
缺的。只有這樣，他們才可更有底氣去引導香港社
會。

熱門
話題

日本

法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

美國

希臘

韓國

德國

瑞典

新加坡

以色列

受訪國家中位數

82% 12%

78% 17%

75% 20%

72% 25%

72% 27%

72% 27%

70% 26%

60% 36%

53% 42%

46%  47%

42% 56%

27% 42%

70% 27%

好 差

日本民眾最悲觀，覺得「差」的高達82%。而

其餘主要發達國包括法、意、加、西、英、澳以

及美國，比率也介乎70%至80%。其中德國相對

樂觀，53%表示差，42%表示好。唯獨三個國

家，即瑞典和以色列的正面比率較負面比率多，

新加坡更是唯一一個看好比率超過一半的地方。

跨代貧窮是個全球通病，Pew Research皮尤

研究中心日前發表的民調發現，各地普遍對下一

代前景感到悲觀。

如何解決跨代貧窮，或至少給民眾感到前景光

明，包括香港在內的各地政府，無疑都要加把

勁。

調查於今年春天進行，共訪問了19個國家，當

問及「你覺得今日的孩子長大後，財政上會比上

一代『好』還是『差』？」結果顯示，各國中位

數是70%回答「差」，只得27%預期「好」。

下一代前景一片悲觀？下一代前景一片悲觀？下一代前景一片悲觀？
你覺得今日的孩子長大後，財政上會比上一代好還是差?

國家 「十四五」 規劃明確支持香港提
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而《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亦支持香港鞏固國際
航空樞紐地位，以及於大灣區建設 「世

界級機場群」 。香港應把握中央的全力支持，進一步
發展香港國際機場客運及貨運服務，並擴展跨境多式
聯運交通網絡與機場周邊商業及其他設施的發展，把
握 「機場城市」 的新發展機遇。

「機場城市」 是指將機場的傳統航運角色拓展為綜
合性的航空港角色，充分結合客運、物流、會展、休
閒、商務、居住等設施，形成獨具特色的集約型綜合
經濟體。 「航天城」 是香港機場城市建設的重點項
目，包括零售、餐飲及娛樂設施、酒店及辦公大樓，
預計於2025年全面落成，當中三幢甲級寫字樓已經
啟用；而臨近機場的亞洲國際博覽館是舉辦展覽、會
議、演唱會、體育及文娛活動的世界級場地，有豐富
的經驗。機場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與這些設施透過
便捷的行人天橋連接，將產生協同效應，帶來可觀經
濟效益。

香港國際機場地處大灣區中心地帶，建設機場城市
有天然的地理優勢。 「一國兩制」 下，香港有聯通內
地和海外的制度優勢，而香港機場附近相繼落成和即
將落成的大型基建亦為建設機場城市提供基礎。現有
的海天客運碼頭為大灣區九個口岸的旅客提供海空聯
運客運服務，而將在明年啟用的海天中轉大樓可令來
自粵港澳大灣區的陸空轉乘乘客，經港珠澳大橋到中
轉大樓，再進入香港機場轉乘飛機離境；已啟用的機
場三跑更大幅提升香港機場處理客貨運航班的能力。
未來，如香港機場能實施 「一地兩檢」 ，將進一步提
升清關效率和旅客體驗，方便大灣區居民經過香港走
向世界。

當然，建設機場城市少不了世界各地旅客的 「捧
場」 。特區政府早前宣布放寬入境限制為 「3+4」 ，
向恢復香港與內地和國際的連接邁出了重要一步。經
過幾年時間的更新完善，配合深度融合粵港澳大灣區
的部署，待疫情過後，香港國際機場定能大展鴻圖，
屆時香港的 「機場城市」 將成為香港又一張名片。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陶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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