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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2月28日公
布首份财政预算案，对于 1380 亿港
元的财政盈余，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表示，将拿出其中四成与市民
共享，剩下六成用于改善服务与投资
未来，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创新
科技等行业都将获重磅注资。香港媒
体称，新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将公共开
支由以往的不超过GDP20%调升至略
高于21%，展现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提出的积极有为、大胆突破的“理财
新哲学”。

给科技发展“添把火”

预算案文本的“引言”部分开宗
明义提出香港新财政年度的经济发展

“三大目标”：多元经济、投资未来、
关爱共享。而对于未来经济的规划，
创新科技一直是焦点。

未来香港将聚焦四大范畴：生物
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
技。去年的财政预算案预留了100亿港
元支援创新科技发展，今年将额外预
留500亿港元。其中200亿港元用于落
马洲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建设。

同时，特区政府还会向创新及科
技基金注资 100 亿港元。陈茂波解
释，2017 年香港 GDP 增速为 3.8％，
高于预期，特区政府财政充裕，是注
资的理想时机。

预算案还预留100亿港元，支持
建设医疗科技创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
机械人科技创新平台，吸引世界顶尖
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来港。同时，
向香港科技园公司拨款 100 亿港元，
向数码港拨款2亿港元，加强支援初
创企业及促进数码科技生态的发展。

陈茂波表示，香港约有 33 万中

小 企 业 ， 占 全 港 企 业 总 数 超 过
98％。预算案拟向相关基金注资 25
亿港元，协助中小企业升级转型、拓
展市场。

为青年成材“加点油”

青年是一个社会的未来。特区政
府将大力投资，培育人才，为香港青年
人创造具前景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2018—2019 年度，香港教育的预算开
支高达 1137 亿港元，占政府开支的
20.4%，较上一年度增加252亿港元。

陈茂波表示，本届政府成立之初，
已承诺为教育增拨 50 亿港元经常开
支，他建议再增拨20亿港元的经常开
支，以进一步实践优质教育。同时预留
20亿港元，帮助有需要的公立学校建
设无障碍校园，如安装升降机。

从 2015 年起，香港特区政府为
每所中小学每年提供 12 万港元的津
贴，与内地学校结成“姊妹学校”。
新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决定将每所学校
的津贴提升至 15 万港元，并将此计
划常态化，预计每年额外开支 1.7亿
港元。

陈茂波还建议，在新财政年度向
“资优教育基金”注资 8 亿港元，加
强栽培资优学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奖学基金也会获注资8亿港元，颁
发更多奖项，鼓励学生在学术及非学
术领域上追求卓越。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还首次提出，
向香港37.1万名就读幼儿园至高等院
校的有经济需要的学生，每人一次性
发放 2000 港元津贴，同时为参加
2019 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代
缴考试费，开支约1.8亿港元。

让老少百姓“定下心”

在社会民生上，陈茂波称，本届
政府果敢投入资源，着力去解决问
题，努力让香港的老少百姓安享幸福
生活。

去年冬天流感来袭，香港公立医
院人满为患、一床难觅，提醒特区政
府香港医疗服务亟待改善。而人口老
化带来的种种挑战，也提醒香港需要
投放资源，未雨绸缪，改善生活环
境，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的智慧城
市。

新财政年度，香港特区公共医疗
的 开 支 将 为 712 亿 港 元 ， 增 长
13.3％，占整体经常开支的 17.5％。
特区政府对医院管理局在 2018 至
2019 年度的经常资助将提高近 60 亿
港元，同时预留 3000 亿港元，筹备
第二个 10 年医院发展计划，改善卫
生署诊所设施，提升医疗教学设施。

香港薪俸税也将有大改革，全港
近半打工仔、188万名纳税人不同程
度受惠，涉及税额40.9亿港元，一家
4 口典型中产 1 年可节省逾万港元。
在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房地产、博物
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领域，香港也推
出多项措施，与市民分享经济成果。

刚刚经历回归 20 周年的香港社
会迎来新气象，这次的财政预算案也

“抒情”一把，陈茂波以歌词作结，
指出香港经历几许风雨，每次都成功
蜕变，“不变的是我们对多元、开放
的坚持，对公平、公义的追求，对幸
福生活的向往。”他认为，国家进入
新时代，世界转变新格局，为香港创
造了极为有利的外在环境，只要善于
把握机遇，香港一定可以乘势起飞。

本报台北3月1日电（记者吴亚明、孙
立极） 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 2 月
28 日发布实施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 31项措施，这份新春“大礼包”引起台
湾各界广泛关注。

3 月 1 日，台湾各大媒体以重要位置、
大篇幅作了报道。31 项措施内容涉及投
资、金融、文化影视等多领域。《中国时
报》 报道指出，此前河北省及福建省陆续
出台相关做法，此次发布 31 项措施形同

“给予台胞同等待遇”上升至国家层级。报
道认为：平心而论，此次大陆 31项惠台政
策，完全打进台商、台生心坎。比如让台
资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相关基建设施，
继续在中西部、东北设立两岸产业合作园
区，解决过往台商反映参与“一带一路”
门槛过高问题，就是最佳实例。更重要的
是，31 项惠台政策在于向台商、台生乃至
台湾民众宣示，“同等待遇”再也不是“看
得到、吃不到”的大饼。

《经济日报》 以 《陆送大礼 祭 31 项惠
台措施》《大陆惠台 金融合作跨大步》等
为题作了报道。报道指出，措施中包括三
项扩大两岸金融开放与合作是两岸关系急
冻以来首见，一旦政策可行，台湾金融机
构及商家商机将大增。

《旺报》 3 月 1 日用 8 个版介绍 31 项措
施，多篇报道为大陆此举点赞。《旺报》采
访的一位台商表示，内容超出预期的好，
不只同等待遇，更是“超国民待遇”，既提
供税收和土地优惠，也解决金融贷款难、
融资贵的问题，更一口气开放这么多专业
类别人才资格考试，每一项都打中核心要

害。该台商预期，这将让台企赴大陆投资工业再创新的高潮，也会吸引
大批台湾青年用脚投票，选择赴大陆发展。

在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2014级就读的台湾学生杨杰，听说后第
一反应是“爸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读完大学回台湾找不到工作了”。
他说，看完十分感动，看到对在大陆读医学院校的台湾学生就业、创业
给了明确的优惠方案，觉得自己大概知道了人生的方向。“稍微有资金的
人可以选择创业，如果喜欢在大医院的人就可以选择就业。”

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溢诚认为，31项措施显现大陆不再墨守双
方以协议带动交流合作的成规，充分利用“操之在我”的相对优势条
件，以单向性、纯给予的优惠政策吸引台籍商人、台湾青年，促进两岸
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

台湾辅英科技大学教授苏嘉宏受访时表示，这是大陆对台湾人民释
放善意，显现自信。他说，台湾人民前往大陆地区就业、就学、生活经
常会遭遇到制度不同、条件不合等行政壁垒。如果这些障碍逐步夷平，
台湾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在大陆地区实现中国梦，未来大陆对台湾的“磁
吸效应”必定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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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香港分校学生在图书室学习。 新华社记者 李鹏摄

“茶马古道上有句古老名言：好
茶要朋友来分享。我们期待更多台湾
朋友到云南去走一走，看一看，和云
南建立更紧密的经济、文化和人文联
系，共享七彩云南魅力。”2 月 28
日，“七彩云南·相约台湾”文化月在
高雄佛光山举行主题日活动，主办方
推出首届“两岸中华茶文化论坛”、
云南民族歌舞表演、丽江旅游推介会
等专场活动，向台湾民众展现云南悠
久古老的历史文化，绚丽多彩的民族
风情，云南省台办主任张朝德致辞时
发出热情邀约。

“七彩云南·相约台湾”文化月活
动由云南省相关部门与高雄佛光山共
同主办，2月10日至3月18日在佛光
山举行，这是继 2013 年“七彩云南
宝岛行”后，云南省举办的又一次大
规模两岸交流活动。

云南省在今年春节期间派出 100
余人的代表团来到佛光山，通过民族
歌舞、民族服装服饰、非遗传承人、
普洱茶展演等 4 个板块、近 100 场次
活动，把云南的自然风光、资源禀
赋、文化产业、高原特色农产品和旅
游产业推介给台湾同胞。

当日上午，“两岸中华茶文化论
坛”开启主题日活动序幕，两岸知名
茶人、文化人300多人，以“中华文

化自信与美好生活”为主题，就中华
传统茶文化、当代生活美学和普洱茶
大健康等话题展开交流。云南大益集
团在现场冲泡了生、熟两种普洱茶，
让出席者对普洱多了不少感性认识。
台湾人爱喝茶，也相当喜爱普洱茶，
不少茶家大量收藏陈年普洱茶。在台
北经营茶坊的蔡奕哲前一天就来到佛
光山，品茶之余，还与来自云南的茶
师聊起茶的制作和存放工艺。

当日下午，云南民族歌舞公益专
场演出在佛陀纪念馆举行，2000 多
人的大觉堂座无虚席。推介丽江秀丽
山水之后，昆明市民族歌舞剧院表演
了绚丽多姿的孔雀舞、瑶族舞蹈《花
歌》 以及融合各民族舞蹈的 《祝福》
等，精彩的表演赢得如潮掌声。

在主题日活动中，4位云南非遗
文化传承人也在佛陀纪念馆现场展示
技艺。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东巴陈四
才用东巴象形文书写的书和条幅吸引
了不少好奇的观众；云南刺绣工艺大
师廖力耕边手绣示范，边向观众介绍
苗绣精湛的技艺；哈尼族文化传承人
吴志明、陈夏苓则现场以自己制作的
民族乐器演奏一曲，欢快的曲调让不
少民众驻足聆听。

佛光山寺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表
示，从“七彩云南”看到了玉龙雪山

的圣洁、丽江河水的清净、香格里拉
的梦幻、西双版纳的质朴、孔雀舞蹈
的华丽、普洱茶树的古老、四季如春
的气候和少数民族的和谐。

近年来，云台两地交流领域不断
拓宽，人员往来日益密切。云南已成
功举办6届云台会和其他多项云台经
贸文化交流活动，建立了4个国家级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4个云台青年创

业创新基地，云台两地每年人员往来
超过 70 万人次，到云南投资兴业的
台资企业超过800家。

“‘七彩云南·相约台湾’文化
月系列活动对于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增进两岸同胞亲情友谊，促进两
岸同胞心灵融合，起到了积极推动作
用。” 张朝德表示。

（本报台北3月1日电）

“ 七 彩 云 南 ”走 进 台 湾
本报记者 孙立极 吴亚明

“我参加。”魏明德是来自香港特区的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当他接到其他委员打来的电话，相约坐高铁去北京参加两会
时，立马答应了下来并调整了行程。

对于高铁的便利，魏明德早有体会。联合国去年在北京召开了
一个会议，安排他作主旨发言。临行时，天公不作美，香港刮起了
台风，航班取消了。由于当地还没有高铁，他只能告诉主办方去不
了了。“后来我才得知，全世界的人都赶到了，只有我和另外一位香
港同胞缺席，蛮难为情的。”

还有一件事让魏明德记忆犹新。那年在河南郑州开完会，由于下
大雪，飞往香港的航班也取消了。他便乘高铁到武汉、再坐飞机返港，
还拉上了英国的两个朋友。路上，英国朋友对中国高铁的发展现状备
感惊讶、赞不绝口，让魏明德感觉很有面子。“真的很骄傲。”

3月1日，集体从深圳福田乘坐G72次高铁去北京赶赴两会的代
表、委员还有近 30 名。他们对高铁的感受与魏明德一样。临行前，
他们还搞了一个简单的出发仪式，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喜悦之情。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王庭聪是这次活动发起人之一。3个月前他就
想到了这个“点子”。“平时在内地常坐高铁，它安全、快捷、准
时，我们发起此次活动，就是让大家进一步认识高铁、爱上高铁。”

倡议发出，大家报名的踊跃程度却超出了几个发起人的预期。
“名额有限，后面再有人报名只能无奈拒绝了。”王庭聪说：“这也难
怪，在高铁上可以处理公文，可以谈事情，还可以看风景，人们当
然喜欢它。”

“我就是听说后主动联系报上名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蔡毅说。
一路上，窗外风景应接不暇，车厢内也多有欢声笑语。代表、

委员们少有累意、困意，或看文件，或聊聊自己带来的建议、提
案，看得出他们对今年两会充满了期待。“这次两会非常重要，将为
国家的未来指明方向。”蔡毅说。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即将完工，预计于今年第三季度通车，届时
香港也将与国家高铁网联通。快到北京的时候，魏明德说：“明年再
来参加两会，就可以直接从香港九龙出发了。”

魏明德希望香港尽快完成高铁西九龙站“一地两检”的本地立
法工作，让这一天如约而至。“乘着高铁畅行新时代，想想就高兴。”

（本报北京3月1日电）

吴志明与台湾小朋友现场互动。 孙立极摄吴志明与台湾小朋友现场互动。 孙立极摄

坐着高铁来
畅行新时代

本报记者 张庆波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闫子敏）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参议院通过有关涉台议案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据报道，美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了“与台湾交往法案”，其中有关条款主张
解除美政府对美台高层交往的限制。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已审议通过该议案。

华春莹说，上述议案有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严重违反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

华春莹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美方信守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
提升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干扰和
损害。”

就美参议院通过有关涉台议案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由福建福州

马尾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中心、马
祖经贸文化交流
联谊会联合主办
的第十六届“两
马同春闹元宵”
活动，日前在福
建福州东江滨公
园举行，数万市
民相聚闽江畔，
共赏绚丽多彩的
花灯“盛宴”。

图为第十六
届“两马同春闹
元宵”活动现场。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两 马 闹 元 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