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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10月22日电（记者牛琪、苏晓）修例风波
发生至今，止暴制乱仍是当下首要任务。但其背后折射出
的一些社会问题同样需要正视——当无论基层还是中产
向上流动都变得日益艰难，当付出与回报并非正比成为普
遍现象时，香港距离“阶层固化”是否已不太遥远？

“向上流动”撞到“天花板”

香港市民谈先生和妻子居住在柴湾 20平方米的公屋
单位内，他几乎做过所有不需要文化的体力工作。从事
废纸回收以来，老板 10年不加工资，这名老实巴交的基
层工人对生活已没有什么热情。

在香港，这并不是个例。和谈先生处于同一阶层的
人群 2011 年就已超过 220 万，他们集中在收入偏低和以
体力劳动、低技术劳动为主的行业中，占香港总工作人
口的比例已达68.3%。

这个群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几乎一致——居
住困难、收入偏低、工时偏长、缺乏退休保障、享受
公众假期偏少。最关键的，是缺乏向上流动的途径与
通道。

而在 30岁出头的李先生看来，香港中产阶层面临同
样问题。“他们不想将生活水平降低，但同时又做不到

‘无忧’。如果收入和事业跟不上社会发展，就没办法维
持原来的状态。”

在香港高校任职多年、刚刚结婚但没有自置居所的
李先生说，向上流动空间有限是年轻人的障碍所在。

2018年2月进行的一项名为“香港年轻人的困境与机
遇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年轻人认为其在教育、房屋、
经济、创业以至向上流动等方面皆面临困难。

比如，所受教育未能与时并进，无法学以致用，
取得学位因学历贬值无助上流；楼价过高，难以置业
或拥有安居之处，局限未来的个人规划；认为香港经
济决策有利大财团、欠缺实体经济，对香港经济的看法
倾向负面。

“香港年轻人要提升收入和地位很困难，特别是碰到
往下掉的中产，会有较多的挫折感。而这些挫折感最后
会反映到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上，这是他们有较多不满的
核心原因。”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助理所长郑宏
泰说。

“一方面高薪职业少，一方面工资增长慢，职位晋升
的竞争现在也比过去更激烈。”中银香港经济及政策研究
主管谢国樑指出，加上与香港工薪阶层家庭收入脱节的
高楼价，年轻家庭的心理压力有增无减。

经济减速及产业趋窄堵塞阶级跃升通道

“向上流动难不是香港所独有，很多发达经济体也有
这个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全

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香港经济放缓致中产
职位减少、产业结构转型令制造业萎缩、服务业集中在
中低端引起贫富差距拉大等，都是社会流动停滞的部分
原因。

经济繁荣为人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同时也促进社
会流动。相反，当经济成熟与增长放缓时，竞争自然较
大，令向上流动机会减少。

相关数据显示，香港本地整体劳动人口的每月就业
收入中位数在 1997 至 2013 年期间仅有 14%的累积升幅。
但小型住宅单位的平均售价在2006至2013年期间累计上
升 188%，同期的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却只增加 30%。加
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短期的经济波动影响了社会流
动的速度。

此外，产业结构无法提供大量多元化发展机会也是
香港社会流动性减弱的重要原因。谢国樑指出，香港产
业基础比较狭窄，作为一个纯金融服务业的城市，其缺
乏第二产业提供的各种发展机会。

“一方面这由于特区政府长期信奉自由经济，缺乏强
有力的政策推动，另一方面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
关。”谢国樑说，产业基础窄其实是发达经济体普遍存在

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与竞争格局下，像香港这
种小型的经济体很难大而全，只能做它最有优势的产业。

但这就导致就业机会方面，香港高增值、高收入的
就业岗位不多，并主要集中在金融和专业服务上。实际
上，能够容纳比较多高薪岗位的产业是高科技以及高端
制造业，但香港现在恰恰缺乏这些行业。

同时，教育程度高的就业人口 （大学生） 不断增
加，但没有配套的有发展前景的就业机会，一些大学生
无法像上一辈那样逐步提高生活水准，于是郁郁不得
志，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

以制度化举措发展经济拓宽产业结构

聚焦土地房屋、切实改善民生、发展多元经济——
在刚刚公布的最新施政报告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用超过220项新措施为香港规划新蓝图，迈出了解决
社会向上流动问题的关键一步。

“施政报告集中回应了两大社会深层次问题，即土地
房屋的需求和缓解贫富差距。”中信银行 （国际） 首席经
济学家廖群表示，比如全面调高在职家庭津贴和改善综

援计划等措施，就充分照顾了香港中下层市民的需求。
一系列支援家庭、扶贫和教育的新措施都在报告中

推出，发展多元经济也在多个范畴提出了建设性举措。
有分析指出，特区政府要提高社会流动性，就应该积极
配合产业结构的变化，找寻新机遇与新产业推动经济多
元增长，为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利因素，从而创
造更多就业与发展机会。同时，还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
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并调整香港的税收制度。

此外，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社会流动往往建基于
人力资本与教育效能之上，社会也要不断合力改革教
育，为新的产业结构提供合适、高素质的生力军。

“香港年轻人的困境与机遇研究报告”进一步建议，
可考虑增加各院校到内地的交换生名额和资助、资助年
轻人到内地就业及进行长时间交流，以及提供更多资讯
渠道供年轻人到外地开拓视野。

“但首要是推动香港经济更快发展、产业更为多元广
阔，才能为人才提供更多不同的机会。”刘兆佳说，特区
政府扶持产业的力度要加大，土地房屋政策要改革，强
化吸引外来投资和人才，同时应该用好香港服务“一带
一路”区域性服务中心的功能，强化竞争力，推动经济
转型，制造更多就业机会。

谢国樑建议，应该积极支持和协助香港工商界拓展
“一带一路”市场，如果能在海外有一个比较广阔的发展
前景，自然可以把年轻精英通过企业渠道带出去。

“但一切措施的背后，都需要社会稳定。”刘兆佳
强调。

放下包袱 放眼广阔空间

必须承认的是，由于全球化分工的影响，香港经济
表现与产业结构的改变和调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加上
本地就业市场饱和、竞争加剧，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寻找
机会，已是十分必要的选项。

可惜，香港不少年轻人不愿面对世界，宁愿留守香
港。一项调查显示，只有约37%的受访者同意或非常同意

“全球化对香港利大于弊”及“内地与香港融合对香港利
大于弊”。只有不到一半的 1976 至 1990 年出生的受访者
同意或非常同意“内地比香港有更多就业机会”，超过
80%“不中意到内地工作”及“不打算长期在内地工
作”，只有7%受访者认同“到内地工作对提升社会阶层有
帮助”。

“如果现在香港的年轻人愿意放下一些包袱，把眼界
打开，机会将会更多。”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郭一鸣说。

随着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北上就业已
是趋势所向。面对改革开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
遇，香港年轻人需切实加强对内地的认识，将自己的
天空扩阔，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人尽其才。特区
政府也应为年轻人提供内地就业的介绍与机会，让其
可以发挥所长。

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香港年轻人应努
力谋求机会，向上流动指日可待。相反，如果总是抱怨
社会不公，甚至通过非法暴力行径进行发泄，凡事皆怪
罪政府或制度而不向自身寻找原因，不但问题不会自动
解决，反而会令自己的未来真的向下流去。

“修例风波的平息需要一个过程，复杂因素集聚而成
的社会矛盾也很难单靠一项措施可以解决。”谢国樑说，
但解决社会向上流动的问题必然是其中的一个渠道。如
果香港年轻一代能够有更好的前景和未来，这对香港社
会恢复安定和长期繁荣，肯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风 物 长 宜 放 眼 量
——当香港遇到“向上流动”困局

风 物 长 宜 放 眼 量
——当香港遇到“向上流动”困局

“台湾在乡村振兴方面有比较成熟的模式和经验。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
协助本地的农民进行产业发展，进行农业文创，推进当地特色农产品项目落地
活化。”台湾协创手造传媒有限公司总监许俊雄这样说。

近日，第三期“同心杯”两岸青年乡村振兴研修营暨首届“两岸青年乡建乡
创培训班”活动在福州市永泰县举办。来自两岸的营员、导师团队通过“授课+
研讨”方式，围绕永泰县长庆镇大果油茶、蜂蜜、花生三个特色产业，进行营销
开发与品牌化运营研讨。

台湾团队的带头人许俊雄非常看好福建乡村的发展潜力。从去年起，他便
带领团队多次来永泰县调研。许俊雄认为，当地的农产品健康、绿色，但较为

“原始”，卖相不足，导致销售困难。通过台湾设计师团队的参与，可以进一步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助力当地打造小众化、精品化、品牌化特色商品。“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许俊雄说，希望他们可以协助本地农民树立品牌内涵，并
进行品牌宣传。

在台湾从事设计行业十余年的台湾营员游杰腾，在此前两次研修营中都是
“花生组”的成员，这次他和台湾团队还带来了花生的打样商品——花生饼干。
花生饼干是用花生作为原料，制成花生样式的饼干，体积比普通花生大，外形
精致，口感酥脆。游杰腾说，通过研讨和互相学习，同时两岸年轻人可以碰撞
出更多的火花，给彼此启迪。

永泰县长庆镇党委书记陈绍锋表示，长庆镇通过三期的研修营活动，为两岸
青年提供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研修营有助完善当地农业产业链，推动电
商网络平台的建设，不断推
进当地特色农产品项目落地
活化，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推动乡村振兴。此前
通过两岸青年乡村振兴研修
营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研学与
调 查 ， 两 岸 团 队 已 完 成 了

《永泰县长庆镇产业发展调研
报告》，形成了《长庆镇蜜蜂
故事馆品牌策略规划》。

此次研修营活动由福建
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民革福建省委会共同主办，
民革福州市委会、永泰县人
民政府承办。

图为台湾团队带来的打
样产品展示。 康毅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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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位于湾仔的香港会展中心。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开放日活动。活动期间，市民们前往参观礼宾楼及花
园，观看主题花卉展、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图片展、乐队和舞蹈表演。

大图：游客在参观澳门特区政府总部。
小图：游客在花卉展前拍照。 图片来源：澳门特区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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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 （记者
柴逸扉） 记者近日从国台办了解
到，第十二届海峡两岸 （厦门）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 11 月 1
日至 4 日在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
心举办。

本届文博会由中央台办、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福

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将设置
省 市 名 企 、 工 艺 艺 术 、 创 意 设
计、数字影视、文创旅游五大板
块，总展览面积 7.5 万平方米，设
立展位约 3500 个，其中台湾企业
展位数量占比达 1/3。主办方精心
打 造 了 8 个 台 湾 地 区 文 创 主 题
馆，首次设立超过 6500 平方米的

台湾精品展区，涵盖各类台湾特
色 展 商 ， 突 出 两 岸 融 合 成 果 展
示，提升两岸文化经济对接实效。

海峡两岸文博会2008年创办至
今，推动两岸文化产业交流合作，
实现了双赢，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
合作和投资交易的重要平台，取得
积极成效。

第十二届海峡两岸文博会将在厦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