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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率团访问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1 日率领特区政府及立法会
大湾区访问团，出发前往粤港
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李家超在
访问团出发前见记者时说，访
问团将与内地官员会面、考察
范围多元，了解大湾区内地城
市最新发展。
   据悉，访问团将依次到访
深圳、东莞、佛山和广州四个
大湾区内地城市，为期 4 天。
由于访问团人数较多，抵达深
圳后，将分为两组分别到访东
莞及佛山，其间，李家超会轮
流参与两组的部分活动，之后
访问团将同赴广州。
   李家超表示，此次访问团

的行程丰富，将到访各地在创
科、环保、青年发展、文化艺
术和体育各方面的设施、企业
和项目等，了解大湾区内地城
市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李家超称，此次访问团有
三个“第一”，分别是今届特
区政府与今届立法会第一次联
合出访内地，更是完善选举制
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后第一次联合出访；以及是香
港和内地全面“通关”后最大
规模官式外访。
   李家超认为，此次访问表
现了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
行政主导方针下，特区政府官
员和立法会议员同心同德，互

相配合和监察，提升治理水平。
行程中，特区政府官员和立法
会议员直接交流、增加了解，
有助增强行政和立法关系。
   访问团由李家超任团长，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分别任副团
长。
   梁君彦表示，访问团超过
100人，包括83位立法会议员。
议员很关注如何推动香港对接
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此次行程正好让他们了解大湾
区内地城市最新发展，以便今
后提出新意见，寻找新机遇，
因此考察意义重大。

“废核”政策失败致岛内电荒 台当局高价买电“粉
饰太平”

陈茂波：改善产业结构　创科是
重点

   记者张帅北京
报道：香港特区政
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4月 20 日晚抵
达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进行演讲，
阐述香港经济的近
况、香港的独特优
势、未来方向与发
展机遇。陈茂波指
出，经过多年发展，
香港有成功的地
方，成为国际金融
中心，但也有缺点，
就是产业结构比较
单一。特区政府已
意识到需要多元发
展，而且要提高产
业结构水平，其中
重点是科技创新。
未来要好好把香港
经济提质升量。目
前 研 判，2023 年
香港 GDP 增长将在
3.5% 到 5.5% 左右。
　　去年经济下跌
因出口欠佳
　　陈茂波在演讲
中介绍，香港主要
的产业一个是金融
服务业，占 GDP 大
约21%至23%左右；
一个是贸易物流，
占比大概 23%；第
三个是专业服务，
大概占 11%。香港
在金融服务业或专
业服务上较易找工
作，收入也不错，
但在这两个行业以
外，就会发现香港
的经济结构比较单

一，而把香港经济
发展得更有动力，
更包容、更共享，
是特区政府努力的
方向。
　　“这几年的经
济波动比较大，从
2019 年开始的过去
四年，我们有三年
是负增长，一年正
增长。增长的时候
也很快，下跌的时
候也很快，因为是
一个小的全开放经
济体。”陈茂波分
析，去年香港 GDP
大 概 跌 了 3.5%，
主要是因为出口不
好。推动 GDP 增长
有赖出口、投资、
消费“三头马车”，
去年环球经济环境
不好，金融市场也
比较波动，香港的
资产价格、房产、
股市都下跌，所以
投资也下跌约 8%。
去年，香港只靠消
费顶住。
　　陈茂波指出，
今年开首两个月，
香港出口仍然有点
困难，但 3 月份跌
幅开始收窄至单位
数，主要是香港与
内地全面通关后跨
境运输很方便。香
港也取消了社交距
离措施限制，整个
社会气氛转过来，
大家比较愿意走出
去、愿意花钱。

　　陈茂波称，香
港面对短期的发展
挑战，如人才不足、
劳动力不足需要克
服。
　　中长期而言，
其中一个挑战是地
缘政治风险，另一
个是土地供应是否
足够，特区政府的
其中一个工作重点
就是增加土地供应
和住房供应，要把
长期以来困扰香港
社会的高房价局面
处理好。
　　陈茂波表示，
前几年，特区政府
已经意识到我们的
产业发展太过单
一，要多元发展，
而且要提高产业结
构水平。而香港提
高产业结构水平的
重点是科技创新。
　　他指出，新一
届政府全心全意拚
经济，一个是要“抢
企业”，设立了“引
进重点企业办公
室”，并设立了“人
才服务窗口”，统
一给愿意来香港发
展的朋友政策上、
程序上的便利；另
一个是“抢人才”，
各种吸引人才计划
推出以后，从去年
12月底到现在不到
四个月，香港已收
到四万多个申请，
批了两万多个。

   据中通社报道：夏天尚未
来临，台湾用电已现警讯。公
营的台湾电力公司日前因电力
备转容量不足，紧急启动竞价
措施，以高价向民间购电。然
而，这已是台电今年以来两度
启动竞价，在电力供应不足之
下，台电为避免发生大规模停
电暴露缺电窘境，只好不惜成
本向民间买电“粉饰太平”。
据统计，台电光这两年就亏掉
近 5500 亿（约 1400 亿港元）。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的
“废核”政策失败，导致台湾
严重缺电，影响经济发展。
　　还没到夏天的用电高峰，
台电最近已启动应急机制，被
外界质疑是否已经提前缺电。
对此，台湾经济部副负责人林
全能在立法机构接受询答时表
示，4 月 19 日的备转容量还有
12%，不到缺电的地步。然而，
外界根据台电官网发现 19 日
下午的供电使用率已到 94%，
也就是备转容量跌至 6%，显然
是很缺电了。
　　台湾第二核能发电厂上月
除役，减少了百万千瓦的稳定
发电量。而在核二厂除役前，
台电就已得知承担补救工作的
大潭发电厂八号机无法及时併
联发电，外界于是建议让仍可
正常运作的核二厂延后除役。
但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官员
宣称会用各种方式将核二厂的
电力缺口补上，绝不会发生缺
电。
　　台电不断调升买电价格
　　结果，核二厂除役后不久，
就因火力发电厂机组故障导致
供电紧张，台电紧急启动竞
价措施向民间买电。所谓竞价
措施是指在用电高峰时段，用
户可减少用电以减轻供电者压
力，同时把节省下来的电卖给
电力公司，由用户出价竞标，
报价不得高于每度新台币 10
元，低报价者得标。但台电却
因急着用电，为掩饰缺电窘境，
硬是以最高价 10 元向用户买
电，渡过供电危机。但不到一

个月，因民营发电厂突发故障，
发电量大减，台电只好再度启
动竞价措施。
　　有报道指出，因为现在燃
料成本上涨，台电电力收购价
格要从最高 10 元进一步上调
至 14 元。
　　台媒称，颇为讽刺的是，
台湾每度电电费平均约 3 至 4
元，台电却要用 10 元的高价
向民间买回，才能填补电力缺
口。台湾这几年大量转向燃气
发电，但由于国际能源价格大
涨，发电成本上升，台电去年
亏损 2675 亿元，预计今年还
要再亏 2785 亿，光这两年就
亏掉近5500亿。为避免破产，
台电股东会去年通过增资 1500
亿，由当局全数认购。这些钱，
实际上都是从民众的钱包中掏
出。
　　台胞心声
　　新竹市民巫艾：民进党当
局短视操弄，导致台湾缺水缺
电。近年来，台湾人民饱受
缺水缺电之苦，很大原因就是
民进党当局错误的能源政策所
致。
　　台北市民翁鼎钧：夏天尚
未来临，台湾用电已现警讯。
民进党当局强力推行的“绿能
发电”不仅衍生黑金勾结问题，
使用燃煤发电更引发环保生态
问题。
　　台南市民林德旺：自蔡英
文当局以来，台湾地区已经出
现过 5 次大停电和无数次的小
规模停电。每次停电，蔡当局
都是不痛不痒的道歉并进行甩
锅，在蔡当局施政下，台湾缺
蛋、缺水又缺电。
　　高雄市民李正圻：民进党
当局执政这些年，唯一不缺的
就是为了抢购商品排起的长
龙。台湾缺电，就是因为民进
党当局在没有充分发展“绿能
发电”之前就强行“废除核电”，
导致“废核”后的电力缺口无
法有效通过“绿能发电”弥补。
    2017 年 8 月 15 日至 2022
年 7 月 1 日，台湾各地多次发

生台大规模停电事件，数百万
居民受此影响较大。
　　台产业用电量衰退 半导
体业陷危机
　　台湾综合研究院 ( 台综
院 )24 日公布，台湾 3 月整体
产业电力景气灯号连续第六个
月呈现“衰退”蓝灯，制造业
生产动能萎缩幅度高于非制造
业，半导体业陷入衰退危机。
　　综合台媒报道，台综院指
出，3 月台湾产业高压以上用
电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4.79%，
整体产业电力景气灯号续呈
蓝灯，景气仍陷衰退泥沼 ; 预
测 3 月经济增长率为负 1.1%，
2023 年第一季经济增长率则为
负 1.2%。
　　台综院表示，2023年以来，
受到全球通货膨胀延续及地缘
政治风险影响，全球终端需求
疲软，导致台湾经贸动能持续
萎缩，出口及投资动能疲弱，
出口订单已经“连七黑”。由
此导致的制造业去化库存正处
于周期谷底，存货率仍处高位。
制造业生产动能萎缩幅度高于
非制造业。
　　至于半导体产业，台综院
认为，因智能手机等终端市场
疲软以及客户产品进度延迟，
半导体供应链去库存化时间比
预期更长。随着内存厂商纷纷
减产，晶圆代工厂投资放缓，
产能利用率骤降，3 月半导体
用电仅增长 5%，处于低增长状
态，且前景未见好转，陷入衰
退危机。

4 月 21 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由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及立法会议员组成的大湾区访问团出发访问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城市。图为李家超（中）、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左）、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右）出发前会见传媒。

图：近年岛内供电量不足，时
常发生停电事故。\资料图片

图：陈茂波昨日结束访京行程前，与银保监官员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