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維也納會談看中美關係與涉台問題
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近期中美關係終於出現轉圜
的餘地。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
王毅在奧地利的維也納與美國

國安顧問蘇利文舉行會談，觸及中美關係、俄烏衝
突與兩岸議題。蘇利文重申，美國依然致力於 「一
中政策」，反對兩岸任一方片面改變現狀；王毅則
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第一
條不可逾越的紅線。此為中美自今年2月氣球事件以
來，中美之間外交最高層級的對話，兩人並非順道
會見，但雙方已打開溝通之門，可見彼此很有誠意。

中美有意緩和緊張關係
當前中美關係不佳，但均理解彼此相互依賴的事

實，若 「全方位終極對抗」只會損害雙方的重大利
益。以華府全面 「反中」的政治氛圍，已宣布競選
連任的拜登，其如意算盤是堅守既定 「反中」路
線，全力維護在印太地區、甚至全球的霸權地位，
而在經濟及跨國威脅等領域探索合作的空間，亦即
競爭但不脫。

從中方看來，中美不可能始終陷於僵局中，既然
美國頻頻遞出橄欖枝，中國自可順水推舟，其中重
要的考量之一應該還是台灣問題。蔡英文於3月底至
4月上旬往返過境竄美，美國拜登政府立場低調，大
多均由在野的共和黨來接待，可解讀為對北京釋出
善意。此次中美在維也納會談，王毅對蘇利文全面
闡釋了中方對台灣問題的嚴正立場，也就是要美國
在 「一中政策」，尤其在美台安全關係上，作出明
確的定義。

美方破壞兩岸關係難言和平
美方因一己私利提供台灣地區更多的軍備與協

訓，嚴重違背了中美40多年前建交時的政治協議，
若從北京的視野檢視，堪稱已在腐蝕 「一個中國」
的紅線，最終只會促使大陸不得不對台採 「非和平
手段」，反而導致台灣的不安全。換言之，北京擔
心美國正在 「掏空一中政策」，包括：時任美眾議
院議長的佩洛西竄台、美對台愈來愈增加軍援與安
全合作，以及近期拜登政府擬使用緊急授權，對台
提供價值5億美元的武器援助，未來的金額只會更多
等等。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
時重申，美國希望重建美中各層級固定的溝通管
道。儘管拜登政府對恢復美中高層溝通與對話不斷
釋出善意，中方卻未照單全收，代表了往昔由美國
「說了算」的模式已出現變化。中國外長秦剛日前

在北京會見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明示雙方關係的
當務之急是 「避免螺旋式下滑」、 「正確處理台灣
問題」。而美方卻不認為增加對台的軍備與協訓，
是侵蝕 「一中政策」，反而是代表美國 「符合」
《台灣關係法》；但在中方認知中，當年美台 「斷
交」三條件，其中兩項涉及安全關係，這就形成了
中美雙方的矛盾，在此矛盾解決之前，中美即使見
面溝通，也僅止於相互宣示基本立場而已。無怪
乎，此次王毅、蘇利文在維也納的會談，雙方討論
了美國如何有效管理兩岸關係，但也坦承雙方對於
涉台議題的分歧仍大；無論如何，中美能見面 「保
持溝通、管理競爭」仍是好的發展。

總之，中美缺乏戰略互信，若要全面恢復溝通對
話管道，仍有其困難，關鍵之一在於台灣問題。可
見中美之間的互信基礎相當薄弱，雙方關係暫露緩
和的曙光，基於結構性的矛盾，中美要大幅改善關
係的難度甚大，還不能寄望太高。

海峽觀察

國泰航空的機艙服
務員歧視及不禮貌對
待 「非英語乘客」，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對國泰機組人員
不尊重乘客、言行惡劣的行為感到痛憤失
望，形容此舉傷害了內地同胞的感情。涉事
的機艙服務員經內部調查後已被即時解僱。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究竟這間近七

成收入來自內地市場的航空公司，為何仍盛
行 「重英文、輕華文」 「先白人、後華人」
的企業文化呢？

有禮跟乘客澄清要求
國泰航空分別在2003、2005、2009及2014

年被評選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不少港人當
時也以乘搭國泰航空為榮。國泰航空在2006
年全資收購港龍航空，兩者分別以國際航線
及內地航線為主要市場，從未發生過類似的
不愉快事件。當時國泰航空的機艙服務員以
操一口流利英語見稱，在國際航班上對來自
不同國家的乘客都待以優質的服務；港龍航
空的機艙服務員則深諳中華
文化，以普通話來接待大中
華區的旅客。可惜國泰航空
受疫情重挫，在 2020 年 10
月 21 日辭退所有 2500 名港
龍員工，亦埋下了今天歧視

「非英語乘客」的禍根。
今次事件的關鍵並不在於言語的隔閡，而

在於國泰機組人員恥笑內地同胞英語水平的
行為。基於成長背景的差異，內地遊客不能
要求每個香港人都能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港人期望來港旅遊的內地客每個都能說粵
語、講英文也是不切實際，關鍵在於彼此能
找到求同存異的基礎。以今次取毛毯的事件
為例，聽到內地乘客誤將英文的 「Carpet」
（地毯）當成 「Blanket」，擁有一定英語能
力的機艙服務員或許一時會感到啼笑皆非，
但專業的服務態度應是有禮地跟乘客澄清要
求，而絕非以客人的語文能力來開玩笑。不
少機艙服務員都因利乘便到過世界許多不同
的地方旅遊，他們的英語水平也未必能理解
到當地的俚語。若當地的服務員在眾目睽睽
下取笑他們的用語不當，只會為旅客留下尷
尬及難以抹去的回憶。

正式投訴代替網上公審
誠然，內地旅客也曾有令機艙服務員側目

甚至反感的行為，包括在艙內喧嘩、呼喝機
艙服務員及拒絕遵守他們的指示等。以今次
的事件為例，內地乘客在未獲機組人員同意
下錄音，並擅自上載到社交媒體上，也不見
得是尊重他人的做法。不甘受辱的乘客其實
可在落機前向機艙服務經理正式投訴，而非
單方面放在網上對涉事的機組人員作出公
審。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這種朋
友之間的傳統中華文化美德，其實也適用在
乘客及機組人員上。儘管乘客是真金白銀付
鈔，但機組人員也為乘客提供了服務，雙方
應建基在相互平等的地位，才不會出現乘客
趾高氣揚地叱責，服務員惡言相向來回應。

友善的眼神、親切的語調、廣闊的胸襟，
這些非言語的溝通，往往比言語的內容更能
觸動人心。冀望國泰航空能汲取今次的教
訓，杜絕機艙服務員以往不尊重 「非英語乘
客」的行為，並加強機組人員在語言上的培
訓。內地同胞也應留意自己在出外旅行時，
是否符合 「遊客的禮儀」，在平等的基礎下
於世界各地旅遊時贏得尊重。

平等關係換來互相尊重
青海省政協委員、香港政協青年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王偉傑

精簡方式地契續期 好一個50年不變！

商界心聲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會長 蔡志忠
港府發展局計劃

下半年透過立法，
以精簡方式為 2025

年6月起陸續到期的地契續期。法例沒有改
變土地政策，免卻業權人逐一簽立續期文
件的繁複手續，容許以免補價方式將地契
續期50年，期間每年要繳付應課差餉租值
3%地租。

此法例讓跨越2047年到期的物業可再續
期，繼續 「馬照跑、舞照跳」，好一個50
年不變！筆者認為此做法非常好，新安排
可減低物業市場對有關年期的擔憂。事實
上，近年有許多買家經常詢問樓契年期問
題，不少人因為沒有明確的續期安排而不
敢買樓。措施讓市民及投資者更安心，對
市場有穩定作用。

坊間有人建議港府對續期的物業徵收地
價，筆者認為萬萬不可，別以為補地價就
可以提高庫房收入，其實做法得不償失。
就如 「樓市辣招」一樣，表面上以為增加3
項稅率就有更多收入，實際上恰恰相反，

樓市辣招實施逾12年期間，樓宇交投嚴重
萎縮，整體成交量減少一半以上，即每年
促成的物業交投少了 5 萬個以上。粗略估
計，港府每年少收印花稅及相關稅收達150
億元，12 年就減少了 1800 億元以上的稅
收。

近年來港府特別關心基層，大力支援弱
勢社群，除了不斷 「派錢」之外，推過渡
性房屋、青年房屋以及 「簡約公屋」等，
將興建公私營房屋的比例改為7:3，政策重
公屋輕私樓，充分照顧基層民眾居住需
要。不過，輕私樓卻令賣地收入及地產稅
收差強人意，引致港府庫房入不敷出，儲
備愈來愈少。日前政府提出以發債方式集
資，用來發展交椅洲填海及北部都會區項
目，很明顯政府公共財政出現很大壓力。
事到如今，實在有必要重新調整地產政
策，讓財政收入達至收支平衡。

加大力度引人才企業
莫非已經聽到民間聲音，港府近期施政

開始轉為進取。就如人才措施加大給力，
招募範圍由13項專業擴大至51項，不光是
高端科技人才，還有各項醫護人員、建
築、測量，甚至城市規劃師等，相信會有
更多方面的人才來港找工作，對剛開始復
蘇的經濟產生積極作用。

此外，港府又宣布新田科技城劃出627公
頃土地打造，一半逾300公頃作創科用途，
提供逾7500萬呎創科樓面，相當於17個香
港科學園，並以公開招標以外的批地模
式，引入龍頭企業。此做法非常正確，正
如筆者提倡，不要怕蝕底，先給予優惠條
件，吸引更多優秀企業進駐，讓人才有用
武之地，是留住他們的最好方法，更是經
濟增長的最佳動力。

香港面對大量人才流失，庫房連年嚴重
赤字，此時政策大膽改革，沒有人會有異
議。至於樓市，新盤於下半年仍有海量供應，
加上利率維持在高位，縱使有一些利好因
素，也只能視為中和樓價的作用，反而租金
會因為人才輸入計劃，短期出現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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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統計局公布最新移民統計，指去年移入英國的

人口多達116萬，淨移入人口超過60萬，首相辛偉誠

直言人數太高，希望把數字降低。其中，自2021年

1月31日引入BNO入境簽證路徑，經此移入的總數為

11.35萬人。

比較而言，過去每年有約1.2萬宗來自香港的英國

入境許可申請，其中第三季每每高約9000宗，以學生

身份申請簽證佔了絕大多數。自BNO政策推出後，香

港人經其他途徑申請簽證的宗數有所減少，相信是替

代效應所致。

局方資料顯示，期內共有17.25萬人以BNO途徑提

交簽證申請，對照移入人數計算，即每三個申請之

中，有一人並未移入。其中，近14萬獲批的在英國國

外提交簽證申請，約2.7萬獲批的是在英國國內申請。

從趨勢上看，自措施推出後，申請人數出現回落勢

頭，從2021年第二季有逾2.5萬申請，降至翌年第三

季和第四季不足1萬宗，而最新今年首季則為9411

宗。

值得留意的是，經BNO途徑提交簽證申請的，按分

類不限香港，資料顯示還包括阿爾巴尼亞、澳洲、孟

加拉、巴西、緬甸、加拿大、法國、印度、印尼、日

本、韓國、馬來西亞、摩洛哥、尼泊爾、尼日利亞、

菲律賓、葡萄牙、俄羅斯、新加坡、索馬里、南非、

泰國、美國、越南、也門，以及中國內地、澳門、台

灣等。截至今年3月底，屬於中國香港的累計涉及當中

8.6萬宗申請。單計港人來說，相關申請宗數同樣拾級

而下，從起初單季逾1.5萬，減至近三季分別僅

5000宗左右。

多少港人以BNO簽證移英？多少港人以BNO簽證移英？多少港人以BNO簽證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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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 「青島—香港經貿合作交流會」在香
港舉行。作為2023 「港澳山東周」的重要板塊，交
流會搭建了青島與香港雙向投資互動橋樑。交流會
上，涉及高端裝備、新能源新材料、現代金融、文
化旅遊等領域的15個項目進行了集中簽約，總投資
超過20億美元。

交流會上，青島市委副書記、市長趙豪志在致辭
中從經濟發展、產業構建、城市建設、開放優勢四
個方面推介了青島與香港合作的機遇。他表示，青
島是內地較早與香港開展貿易交流的城市，香港已
經成為青島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第一大外資來源
地和最重要的國際化融資平台。青島經濟持續健康
發展，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構建，城市功能品質不
斷提升，對外開放優勢持續增強，希望為香港企業

提供更多合作機遇和場景。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金融、貿易、航運等產業發達，電子信息、生
物醫藥等技術領域優勢明顯，擁有一批實力雄厚的
企業和創新能力突出的大學及研發機構，與青島產
業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巨大，希望更多的香港企業
家朋友能夠深入地了解青島、認識青島，推動雙贏
合作，攜手開拓廣闊的國內國際市場，推動青港合
作邁向更廣領域、更高水平、更深層次。

青島市商務局局長王志俊以《 「青」誼深 恰
「香」逢 再起航》為主題，介紹了青島作為中國沿

海重要中心城市、國際性港口城市、濱海度假旅遊
城市和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發展優勢，希望藉助香
港基礎研發能力突出、國際金融機構集聚、國際航
運貿易高端服務業特色突出、高端商品消費和消費

品牌孵化資源豐富等優勢，與香港重點加強在產業
創新、現代金融、航運貿易、城市更新建設、文化
旅遊等領域的合作。

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署理署長蔣學禮致辭
說，香港和青島一直緊密合作，當前青島正聚焦推
進產業升級和產業鏈現代化，希望青島可以利用香
港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優勢以及開放便利的營商環
境和優質專業服務，把香港作為 「走出去」的平
台，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劉會平表示，青島是內地
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國際港口城市，也是山東省經
濟發展的核心引擎，綜合優勢突出。雙方應聚焦優
勢領域，發揮香港雙向投資和貿易樞紐作用，加強
兩地在航運、貿易、金融、科技、文化創意和綠色

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合作。
據悉，此次交流會得到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

署、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
廠商聯合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等機構和
商協會共同支持，吸引了招商局集團、華潤集團、
光大集團、瑞銀集團、中銀國際、摩根大通、德
勤、畢馬威等300餘名知名企業代表參會。

齊薇然

青島在香港舉辦經貿合作交流會

「「青島—香港經貿合作交流會青島—香港經貿合作交流會」」 簽約儀式現場簽約儀式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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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香港社福開新篇高峰會暨香港社
福界心連心大行動成立典禮昨天舉
行，來自香港、內地和海外的嘉
賓，聚焦探討 「貧有所扶、障有所

援、老有所依」三大主題。行政長官李
家超致辭時指出，本屆政府以 「精準扶貧」

策略處理貧窮問題，期望社福界繼續全力支持特區政
府，提升市民幸福感；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則表示，社
福界是推動紓解民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希望社福
界充分發揮貼近基層、連繫市民的優勢，增進市民福
祉。在各方支援和努力下，相信本港社福服務將展現
新面貌。

社會福利與創造美好生活、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
嚮往，有密切聯繫。香港社福制度自上世紀70年
代開始逐步建立，其中，綜援和俗稱 「生果金」的高
齡津貼，多年來為不少弱勢人士提供安全保障；註冊
社工亦為紓解市民憂難、維護社會穩定發揮重要作
用。大家還記得，去年第五波疫情期間，社福界發起
「香港社福界聯合抗疫大行動」，匯聚了200多個機

構的力量，為疫情下有需要的市民提供適切支援。這
些客觀事實充分證明，社福界不可或缺，實在勞苦功
高！

當前，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在中央全力
支持下，特區政府一方面全力拼經濟，一方面努力切
實改善民生，並取得不少可觀成績。例如由政務司司
長領導的 「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
通過政、商、民合作，在去年 9 月展開 「共創明 『
Teen』計劃」，幫助2000多名貧困初中學生；去年
底委任新一屆扶貧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和識別精準扶
貧的目標群組；將低收入家庭照顧者的現金支援恆常
化並提高金額，以及即將開通24小時照顧者支援專
線等。

可以看到，特區政府在補齊社福工作短板、增強市
民幸福感方面，確實做了大量工作。

特別需要指出，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深化，
香港社福事業發展獲得源源不絕的新動能和新空間。
早於2014年，特區政府便推出深受本港長者歡迎的
「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近年，當局再

接再厲，推出更多利民政策，包括實行 「港澳藥械
通」計劃，容許指定灣區醫療機構使用香港註冊藥物
和醫療儀器，同時亦允許香港合資格長者使用醫療
券，支付港大深圳醫院的指定服務費用。昨天，特區
政府和廣東省民政廳就共同推進兩地養老服務領域交
流合作與優勢互補，簽署合作備忘錄。希望港府和灣
區內地城市進一步溝通協調，推出更多有利於社福發
展的政策，惠及更多有需要的民眾。

習近平主席在去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 「人民對
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當前香港最
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要實現這一崇
高的奮鬥目標，政府當然須要繼續努力，社福界的積
極配合亦十分重要。只要特區政府和業界攜手同心，
再加上灣區優勢，一定可以讓經濟發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體市民，同時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更貼心、
更到位的社福服務，更好做到 「貧有所扶、障有所
援、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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