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有話說＞＞＞

20年前（1997年）的7月1日，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97年7月1
日對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恢復行使主權。同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正式宣布結
束逾150年的英國殖民統治，並按照基本法落實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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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促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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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在7月1日
起，再次推行 「廣東計劃
」下為期一年的一次性特
別安排，豁免已經移居廣

東省的合資格長者須連續居港最少一
年的規定，讓他們可領取每月1325元
高齡津貼。另有消息指，預計 「福建
計劃」可以在2018年推出。

政府於2013年10月推出 「廣東計
劃」，筆者覺得有關計劃非常好，可
以紓緩香港的老齡化壓力，加強香港
與內地的交往。但這麼多年過去，相
關計劃一直雷聲大雨點小，對社會的
實際影響寥寥。截至2015年12月底，
廣東計劃也僅有16199名受惠人。

筆者認為，老齡化是香港當前最
嚴峻的挑戰，甚至可說是大部分深層
次矛盾的根源。老齡化不僅衍生土地
資源不足、醫療壓力大，更重要是令
整體社會缺乏活力，對新科技缺乏接
受能力，令整個社會暮氣沉沉。

誠然，長者昔日對社會有貢獻，
不應該被嫌棄。解決問題之道，是如
何讓他們可以安享晚年，同時達到資
源優化配置。香港大部分長者都是來
自廣東或福建，或者祖籍是這兩個省
份，在老家多有親戚朋友，回鄉可以
有更大的生活空間。如果特區政府可
以給予適當的支持，鼓勵他們回鄉養
老，對長者和社會是雙贏。行政長官

梁振英早前到廣東考察大灣區，呼籲
市民退休後到粵西養老，此言正是對
症下藥，不能說說就算。但觀乎政府
的政策，實質上是非常不鼓勵長者回
鄉養老。

根據 「廣東計劃」，符合收入和
資產審查的長者，每月只是獲發1325
元高齡津貼，相對於 「長者生活津貼
」每月2565元大約減少一半。我不考
慮1325元津貼是否夠在鄉下生活，我
只是想問：長者如果選擇回鄉養老，
不用住公屋，不用靠政府公費醫療，
已經為全社會節約極大筆的資源，為
什麼我們還要虧待他們？給他們較少
的津貼？政府的目的是鼓勵他們回鄉

養老，還是阻止他們回鄉養老？如果
是鼓勵，理應給回鄉養老者更好的生
活，更高的津貼，讓他們感到回鄉養
老可以得到更高的生活質素，這才對
啊。如今的做法，豈非倒行逆施？

香港發展遇到瓶頸，其中一個最
大的問題是沒有 「活水」，就是人口
的流動不足。流入的人口多數是跨境
婚姻的單程證人士，質素未必高；流
出的人口就只有港人移民，反而多數
是質素較高的人口。觀乎全球主要大
城市，例如紐約、倫敦、東京，或者
台北，內地的北上廣深，你會發現，
這些大城市都是整個國家和地區的人
才匯集地，大家年輕 「搏殺」的年代

都大城市賺錢，年老了可以衣錦還鄉
，這個有進有出的循環，保持大城市
人口的年輕、活力和創造力。香港最
被比下去的就是沒有這種人口循環，
基本上是有進沒出，絕大部分人都留
港養老。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0年，但與祖
國在人口流動上仍然存壁壘，成為了
制約香港發展的一大障礙，應是時候
解除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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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歷史，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
香港一直為中國領土一部分。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時
，當時的清政府戰敗，並與英國簽訂第
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將香港
島及鴨脷洲割讓給英國，英國在那時開
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到了第二次鴉
片戰爭（1856-1860）時，清政府再次
戰敗，被迫再與英國簽訂不平等條約《
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及
昂船洲交給英國管治。1898年，清政府
又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將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230塊大
小島嶼總計975.1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給
英國，並將租借地稱為 「新界」，租期
為99年。亦即是從1898年7月1日開始計
算，至1997年6月30日期滿，從而佔領
香港全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49年）
，國力日漸強盛，從1982年9月開始與
英國政府就香港的前途問題展開談判。
雖然《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表明
香港島、鴨脷洲及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及
昂船洲永久割讓予英國，但中國拒絕承

認一切所有不平等條約，並強烈要求英
國將香港島、九龍連同新界一併交還予
中國。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亦考慮到香
港島、九龍及新界為一個發展整體。故
中英雙方經過22輪的談判後，最終於
1984年正式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
英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歸還香港的主權
予中國政府。即由1997年7月1日起，中
國在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政府，開始對
香港島、九龍半島及新界等土地重新行
使主權和管治區。

展國家科技 體現創科精神
從歷史角度出發，我們不難看到香

港順利回歸祖國的懷抱，經歷無比艱辛
的過程。懷着喜悅的心情，看着香港政
權的順利交接，的的確確是一件值得慶
祝的事情，亦標誌着 「一國兩制」構想
的成功實踐，香港同胞從此成為了這片
土地的真正主人，香港從此進入了一個
嶄新的發展時代。

回歸20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落實，可以慢
慢體現出香港在 「一國」和 「兩制」下

的獨特雙重優勢。目前，香港正處在一
個重要的發展時期，面臨着難得的歷史
發展機遇。國家一直大力支持香港發展
，國家三大發展戰略都跟香港密切相關
，包括 「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和建設，都為
香港提供了發揮優勢的廣闊天地。

今年慶回歸可謂是普天同慶，特區
政府以 「同心創前路 掌握新機遇」為
主題，與多個團體合作，舉辦逾320項
慶祝活動，與市民大眾分享回歸20周年
的喜悅。慶回歸的重頭戲當屬香港各界

慶典委員會將於6月29日至7月2日，在
維園舉辦的名為 「創科驅動 成就夢想
」科技展。據了解，各項大型展品已陸
續運抵香港，並在維園組裝。

此次科技展內容豐富，其中將首次
向公眾展出國家首艘貨運飛船天舟一號
。其他展品包括將國家首顆人造衛星送
上太空、全長達29米的 「長征一號」火
箭，以及全國解析度最高的民用衛星高
景一號等，亦有香港青少年研發的創新
科技發明等，以充分展示出中國科技成
果及香港新一代的創科精神。

大型展覽外，亦有不少團體於七一
前後舉辦慶回歸活動。例如由新家園協
會、香港中華廠商會及香港文化產業聯
合總會聯合主辦的 「開心幸運里」。

音樂會美食墟等豐富多彩
透過 「幸運輪唱團」（7月1日）和

「香港舊街」（7月2日），以音樂會及
嘉年華的形式，讓市民感受過去香港獨
有的情懷。香港舊街內的 「香港美食墟
」由傳統經典的街頭小食以至近年創新
的潮吃都一應俱全，除了展現香港引以
為傲的多元飲食文化外，亦突顯了亞洲
美食之都的美譽。

慶回歸20周年活動實在豐富多彩。
香港一直是東西方文化薈萃的重要平台
，世界各地文化在這國際都會彼此交融
，形成了中西合璧、特色鮮明的人文沉
澱。在 「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下，香
港與祖國大陸已經一起走過了20年，是
國家發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開
放包容的文化氛圍，可以讓我們建立起
一個多元社會，不斷凝聚力量，跟着國
家發展的步伐，讓香港持續繁榮進步。

筆者與友人共同創立音樂堂慈善基
金會，為一些基層學童提供免費音樂教
學，早前更推出全港首個義教智能程式
「義教及活動管理易App」，希望鼓勵

更多音樂老師加入義教行列，以攜手共
建 「無分貧富、人人都享有平等音樂教
育」的社會。

年僅九歲的香港小巨肺譚芷昀（
Celine），近日因為參加美國節目《全
美一叮》（America's Got Talent），選
唱天后Celine Dion的金曲《My Heart
Will Go On》，技驚四座，揚威國際。
這事實在令人很高興。

譚 芷 昀 當 日 演 出 的 片 段 更 在
facebook及YouTube熱播，其演出在《
全美一叮》官方YouTube的片段，點擊
已超過250萬人次，facebook更有錄得
逾2000萬次瀏覽人次，成為網上熱話。
Celine的唱功除了給觀眾帶來震撼，現
場觀眾與評判也為她的歌聲站起來鼓掌
。從什麼角度來看，她也是我們華人之
光。

不過，事件卻又引來香港網民的大
肆批評，更批評其父身為唱歌老師的譚
順生是 「怪獸家長」，將子女當成搖錢
樹。筆者希望在此為譚芷昀平反。從事
藝術教育事業多年，筆者遇過不少 「
怪獸家長」。明明自己的子女不喜歡
，也總要強迫他們學習，結果就是他們

縱然身負才華，成績也不會突出。譚芷
昀有唱歌天賦，每天刻苦練習，才能練
就此等唱功，可見網民只是 「為批評而
批評」。

在香港的批評文化之下。無論你做
什麼，做得有多好，總會有人反對你、
批評你、否定你。這批評的文化、否定
的文化已潛移默化，就算遇到一些正面
的事情，也總愛 「雞蛋裏挑骨頭」，彷
彿批評已變為理所當然。

筆者想問一句，換着是我們，又有
否勇氣去踏上海外的舞台去？如果沒有
，我們又有何資格也批評別人？換着我
們的子女喜歡，我們身為父母應否重點
培育他們？這只有做父母能理解。

香港人，回歸20周年了，如不想香
港社會的正能量慢慢地被蠶食，是時候
應該作出改變了，少一點批評，多一些
鼓勵，香港就會更加和諧、更加美好。

對於教育局推行的最新課程指引，明
確列出幼稚園不應安排幼兒班學生執筆寫
字，以及低班及高班幼兒亦不應進行機械
式抄寫和計算活動，並延長小一適應期，
包括考慮延長半個學期或一個學期才正式

實行家課、默書和測驗安排。
亦有專家指出太早學習書寫，會影響

孩童肌肉及眼部發展，應盡量避免六歲前
執筆寫字，而部分先進國家及地區也開始
仿效，對此香港有家長表示歡迎。

當然全港家長想法不一，很難達至共
識，正如由學能測驗到TSA，再改革為BCA
，一直都爭辯不斷。其實TSA也好、BCA也
好，這只不過是一個導火線，重點是學校
、家長各自為爭取更好的評級或學分而催
谷學生，令各支持及反對者分門立派。

學能測驗當初只是教育局為收集數據
，以便定出適當之教育方針而推行，學生
家長一直都明白，評估結果不影響日後升
讀派位，校方也只視為例行公事。

教育原意為傳承，希望透過人與人之
間以口述筆錄方式將知識一代傳一代，而
不是為應付考試，而且贏不一定以成績、
學歷、財富來評估，創意、快樂指數、品

德、思維這些都是無法量化估值的。既然
當局新指引也列明，幼稚園學習應以遊戲
及探索為主，增加幼童學習興趣，也不應
安排過量、頻密或過於艱深的家課，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壓力或操練；那麼是否應改
變我們信奉優生制？

槍是否打出頭鳥不得而知，但教育不
屬於政治任何一方，為了孩子的將來，大
家有理性討論之必要，絕不容許有人渾水
摸魚，滲入政治目的或以此作談判籌碼，
除無助教育發展外，更拖累下一代成長空
間。

最近在看新聞報道中，看到物流快遞大
亨王衛在參加 「首屆粵港澳灣區論壇」中，
說到：他與科技界巨人馬化騰最大的不同是
，當其在過往十年裏，每逢周末喜歡自己一
人去騎單車鍛煉，而馬化騰則與二十來人的
內部團隊去爬山，當年他認識的騰訊只是
QQ；十年過去了，王衛所創辦的順豐集團
市值2000億，馬化騰先生創辦的騰訊市值則
達二萬億，說明團隊與共享的重要性。

同樣的道理，亦適用於經濟業態。假設
企業專注航空運輸，想將之發大來做，那就
須聯合其他業務類型的企業來做，如：海運
、快遞、倉儲、報關、汽運等，與他們聯盟
，建立合作框架，最終可形成物流供應鏈企
業，為客戶提供更多方面服務，從而賺取更

多利潤。
最新的一個例子，在6月18日網上購物

節隆重登場的同時，線下很多實體聯盟以
30000+，以及全國百城千店（含購物中心
、商業超市）一齊加入促銷行業。據統計當
日營業收入超過120億人民幣，說明聯盟亦
可以創出一條新路。所謂網上購物節，亦就
是網上商城聯合千千萬萬家網店一齊聯合起
來做促銷，以衝業績。在突破的數據中，是
每一家參與促銷網店所累積出來的最終數字
；在這場商戰中，還有物流快遞業者和線上
支付的金融業者的給力配合，才能打通網上
商城、網店及消費者的一站式消費體驗。

共享經濟，亦可以看成組合經濟，因為
任何一個業態，一個獨立體是難以完成的，

如我們所了解到香港的金融做的非常出色，
但我們不知道金融方面是有很多產品供應的
，如保險。傳統銀行儲蓄和借貸服務、證券
、債券、外匯、樓宇按揭、基金、私募、金
銀交易及商品期貨交易等等。大型機構能匯
聚所有項目，打造一站式服務，每個板塊都
有合作夥伴，這就是一種共享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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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慶祝回歸祖國20周年氣氛漸濃。左圖為金紫荊廣場，右為中
環皇后像廣場展出花燈 中新社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