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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處最新資料顯示，2022年女和男分別有

27.4%和31.5%從未結婚，較2013年的29.3%和

34%為低，但這是受到人口老化下青年與長者所佔人

口比例改變所致；事實上，以不同年齡群來劃分，從

未結婚的比率卻是全面上升。

值得留意的是，較年長人士從未結婚的比率，也升

幅顯著。譬如55至59歲的男性，十年間便從6.6%增至

13.1%，所涉的6.5個百分點增幅甚至媲美較年輕的群

組，女性方面亦從7.9%增至13.9%，即涉6個百分

點，而60至64歲的增幅亦有6.3個百分點。此外值得

留意的是，2022年45至49歲與50至54歲的男女，從

未結婚比率亦有「固化」現象，即兩個年齡層的數字

變化低至1.5個百分點，不似2013年會大降4至5個百

分點。凡此種種的背後主因，會否「不婚主義」抬

頭，導致較年長人士也毋須為了成婚「趕尾班車」，

愈來愈多人尚未結婚就不想結婚呢？

男未婚、女未嫁的比率，過去十年間在各年齡層俱

見增長，這難免會進一步打擊生育率。

先談女性，從未結婚比例升幅最大的，乃是25至

29歲，從72.9增至83.2%，其次是30至34歲，從

39.6%增至48.7%，兩者增幅約有10個百分點。至於

男性，從未結婚比例升幅最大的，乃是30至34歲，涉

及7個百分點，另外25至29歲和35至39歲的升幅亦有

5個百分點左右。

無論如何，香港要推高生育率，可能還要推高結婚

率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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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由
巴西、俄羅斯、
印度、中國和南
非五國組成的金
磚 國 家 集 團
（BRICS）領導
人在約翰內斯堡
舉行會議，除了
探討最被重視的
擴員議題之外，

應對氣候變化、擴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機遇、改革全球治理體系、給予發展中
國家更大的發言權等亦被納入討論。

金磚影響力持續上升
24日，BRICS機制正式宣布，包括阿

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沙特
阿拉伯、阿聯酋在內的六個國家，將於
明年1月1日成為金磚成員。換言之，從
2024年開始，金磚國家佔全球面積的比
例將從30.56%上升至37.31%，人口比例
從41.04%上升至46.22%，而GDP（2021
年）佔比則從25.61%升至28.31%，預示
BRICS 愈來愈廣泛的代表性及影響
力。

或是出於對集團發展穩健程度與可持
續性的考慮，且峰會尚有其他議程安
排，本次僅正式宣布了六個新成員。事
實上，根據本次峰會的東道國南非所透
露的消息，目前有超過40個國家希望加

入金磚集團，其中有22個已經提出正式
要求。南方國家為什麼如此踴躍地參加
金磚集團呢？

南方國家尋求更公平機制
二戰後建立的世界秩序標準已經運行

多年，尤其在經濟層面更是以美國為主
導，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雖然國
際經濟整體運行順暢，但不可否認的是
發展中國家面對多重挑戰。

一來，發達國家在戰後獲得了巨大的
經濟利益，掌握了先進的科技和管理經
驗，而相對而言由於前殖民地或戰亂的
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經濟社會的發
展受到阻礙；二來，由於在國際貿易中
必須依賴美元，不夠充足的美元儲備容
易造成外匯危機；三來，不少發展中國
家在向IMF或世界銀行尋求貸款以求實
現經濟發展時，往往面臨諸多苛刻的條
件和不低的利率，例如需要犧牲一些長
遠有利而短期收益低的基建民生項目，
導致這些國家陷入債務危機；此外，不
公平貿易、技術轉移困難、資源掠奪、
肆虐三年的疫情等又進一步加劇了發達
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貧富差距。

隨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
的經濟崛起，金磚集團的GDP全球佔比
與日俱增，且發展中經濟體面臨類似
的發展挑戰，彼此合作的空間和利益出
發點基本一致，這一點從過去14年的峰

會從未有BRICS領導人缺席就能看出。
南方國家逐漸看到了重塑戰後國際經濟
秩序的可能性，加上金磚集團的機制對
各成員而言更為公平、合理，因此希望
能夠透過參加金磚集團，擴大經濟合作
和貿易往來，從而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獲
得更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自然無可厚
非。

港有優勢發展伊斯蘭金融
長期以來，其實BRICS的成員組成存

在向更多元化發展的空間，例如尚未納
入以全球第二大語系西班牙語為官方語
言的國家，又比如沒有以世界第二大宗
教伊斯蘭教為主體信仰的國家，而本次
擴員則解決了以上兩個問題，擴大了集
團的代表性。

其中，伊斯蘭金融產品自2008年金融
海嘯之後，因穩健的表現與傳統投資理
財產品形成鮮明對比，且面向基數龐大
的穆斯林人口，方興未艾。香港於2013
年通過了《稅務及印花稅法例（另類債
券計劃）（修訂）條例》，投資所得利
潤免被徵收利得稅，投資價值更具吸引
力。雖然多年來僅發行了三批伊斯蘭債
券，但本屆政府上任之後持續深化與沙
特等伊斯蘭經濟體的合作，相信能夠以
香港的金融及制度成熟應對伊斯蘭世界
的需求，加入國家在金磚機制中的金融
投資及合作，發揮自身的優勢。

台灣地區副領導人賴清德早前出訪巴拉圭，並來回
過境美國。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方堅決
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堅決反對 「台獨」分
裂分子以任何名義與理由竄美，中方對美方執意安排
賴清德過境竄美表示強烈不滿，予以強烈譴責。

賴清德出訪前力駁外界對他的封號 「『台獨』金
孫」，更對 「務實的 『台獨』工作者」辯解釐清，遭
到藍營嘲諷一遇選舉就改變立場。

賴清德「倚美謀獨」
自賴清德崛起於台南政壇起，即常以 「台獨」為職

志。此次為了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他斷然否定
「『台獨』金孫」之說，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

我，堪稱顛倒錯亂、令人質疑，說到底只是選舉
策略。此外，民進黨是以 「仇中反中」而攫取權
位，而且為了鞏固政權，不得不轉引外援。先是
以 「台海和平四大支柱」向美國交心、乞憐，甚
至宣稱 「當台灣領導人可以走進白宮，我們所追
求的政治目標已經達成」。此語一出，全台譁
然，連拜登政府都強烈對賴清德質疑與不信任。
可以這麼說，賴清德藉由過境的機會竄美，民進
黨與賴清德早已選邊而 「站」，且不惜選邊以
「戰」，甘心做美國的棋子、馬前卒。
正因如此，無怪乎，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於7月

間提及，必須阻止美台間安排賴清德過境的 「灰
犀牛」向中美關係衝撞過來，即是極為明白地警
告美方必須遵守 「中方底線」，不得逾越。因
此，我們可以研判，賴清德對於此趟來回竄美
行，一方面需要穩固民進黨的支持者，另一方面
又得說服美方他不會破壞兩岸現狀，堪稱其整體
政策左支右絀，充滿不確定性。先是，賴陣營在
《華爾街日報》提出 「維持和平四大支柱」，表
示將全力強化防衛嚇阻力、推動經濟安全、與民
主夥伴建立強健夥伴關係、維護兩岸現狀。若仔
細觀察這四大支柱，沒有一個支柱是與大陸謀求
和平。若再根據台灣政大選研中心往昔對兩岸

「統獨」調查結果顯示，台灣選民對於 「統獨」六分
法中，支持 「維持現狀」與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的選民高達六成。因此，賴清德不得不掩蓋其 「務實 『
台獨』工作者」的身份，轉換政治語言成為 「現狀守護
者」。然而，賴清德又提出 「前進白宮」的說法，立刻
完全否定四大支柱中的 「維持現狀」。而這兩個論述發
布的時間，前後相差不到一周；等於 「前進白宮說」的
賴清德，否定了 「四大支柱」的賴清德。

美方執意「以台制華」
無怪乎，美方透過不同渠道，要賴清德在過境美國

前必須澄清。問題是，賴清德是否可以說服美方他不
再是 「務實的 『台獨』工作者」的身份？賴過境美國
前夕不斷地強調只有 「政治金童」，而沒有 「『台
獨』金孫」，主要在告知美方他不想製造麻煩。因為
任何一位想參與台灣大選的人，若試圖採取破壞兩岸
現狀的舉動，不但會打亂美方的戰略布局，也將造成
台海情勢的動蕩與危機。對美方而言，在拜登力求創
造中美元首峰會的最高目標下，絕對不可能以損及美
國本身的利益之方式，恣意衝撞北京的底線，其結果
將得不償失。

總之，賴清德近年積極扭轉 「台獨」的形象，為了
極大化選票的戰略考量，已讓 「務實的工作者」淪為
選舉的政治表演者。中方現在直接針對美方、反制美
方 「抗中保台」的陰險詭計，促使美方在利用 「台
獨」牌與支持 「台獨」勢力等方式上，放棄傳統的操
作手法，否則將得不償失。試觀解放軍8月12日於東
海、黃海與渤海等海域舉行軍事演習與實施軍事任
務，即可證諸其用意：不僅不滿賴清德過境竄美，也
在明示地警告美方要妥善處理，以免節外生枝。正如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言，賴清德頑固堅持 「台獨」分
裂立場，是徹頭徹尾的 「麻煩製造者」，美台勾連以
過境為幌子，嚴重違反一中原則。可見當前台海局勢
持續緊張的根本原因，是台當局企圖 「倚美謀獨」，
而美方執意 「以台制華」。此一評論，真是一針見
血！

賴清德過境竄美 難掩「謀獨」居心
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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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日前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這份長逾萬字
的重磅文件昨公布。《規劃》提出30項措
施，藍圖宏偉、要求明確、定位清晰、布

局科學，無疑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港深兩
地優勢互補，只要協同聯手，積極推進落實，讓

藍圖成現實，必將把河套區建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創
中心重要極點，成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規劃》對深圳園區提出明確目標：到2025年，既要完
善軟件制度建設，包括基本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創新協同
機制，及與香港及國際全面對接的科研管理制度等，又要
取得實際性質成果，包括集聚一批香港及國際優勢學科重
點實驗室集群和卓越研究中心、頂尖企業研發中心等；到
2035年，與香港園區協同創新格局全面形成，科技創新國
際化程度居於全球領先地位，創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
動，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創新載體和頂尖科技企業研發中
心，成為世界級的科研樞紐。依時間表完成具挑戰性，必
須全力行動，不容半點耽誤。

《規劃》部署四大任務，分別是協同香港推動國際科技
創新、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中試轉化基地、構建國
際化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打造匯聚全球智慧的科技合作
平台。在其三十個要點裏，關於創新體制機制墨最多，
多達九點，涉及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以至知識
產權、稅負、就業和社會保障、科研管理、市場准入，內
容圍繞便利化、市場化，以及協同香港，應該說，這也是
難點所在。《規劃》還提出了三個發展定位，即作為深港
科技創新開放合作先導區、國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
區、粵港澳大灣區中試轉化集聚區，可見寄望甚高，香港
要發揮好 「超級聯繫人」等優勢，朝其定位，助力共建。

「一國兩制」下，《規劃》主要涵蓋深圳園區，未及香
港園區，但本港方面要積極地主動對接。譬如基礎設施布
局，《規劃》提出研究完善相關交通網絡，例如研究引入
穗莞深等城際鐵路等。同樣，本港要提升落馬洲一帶的運
輸配套，尤其現時落馬洲口岸已漸水洩不通，或難負荷旁
邊河套區發展後的新增人流。北部都會區的規劃發展亦要
快馬加鞭，交通設施如北環線要爭取盡早竣工，其接駁新
皇崗口岸的支線跨境鐵路亦要加快落實。另外，搶人才、
搶企業的配套政策優化更是必不可少。《規劃》提到要深
化國際交流與合作、構築國際創新人才港等，香港要利用
國際都會條件，一方面，加強培育本地創新人才，另方面
要加強輸入海外人才與企業， 「高才通」和 「引進辦」等
政策載體要把河套園區的發展需要納入考慮。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天歡迎《規劃》的公布，表示會繼續
與深圳協同推動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發展，發揮港深強強
聯手的優勢。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在深圳河兩側以
「一河兩岸」 「一區兩園」的理念構建，並納入大灣區四

大合作平台之一，這正是 「一國兩制」下又一創舉。其成
功建設有利於港深實現其各自的發展戰略目標，有利於豐
富 「一國兩制」實踐的內涵，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打造世界級創新平台和增長
極。未來令人期待！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