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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通社报道，香港生育率
去年止跌，但一项调查显示仍有七
成受访者不愿生育，经济压力及住
房为主因；港人愿意生育的年龄也
进一步推迟，最愿意生育的年龄组
别为30至39岁。香港妇联认为晚
育已成大趋势，促请政府推动更多
生育友善措施。

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香港妇
联于 3月 4日公布“港人生育意愿
2025”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71.9%
的受访者不愿意生儿育女，仅
28.1%表示愿意生育，较去年升
2.1%。愿意生育年龄亦进一步推
迟，最不愿意生育的为 19至 29岁
人群，仅占愿生育者两成三；最愿
意生育的年龄组别为 30至 39岁，
占约三成三。

影响生育的因素，包括育儿成
本增速超过薪资涨幅（92.3%）、对
自由的需求（84.8%）、房屋短缺

（80.2%）、托育资源不足，以及职
场负担加剧等。

本次调查也新增50岁以上人
士，结果显示，他们未生育的最主
要 原 因 是 个 人 生 活 方 式 ，达
53.82%；经济原因其次；身体原因
及社会政策原因等因素影响较小。

“生仔要很多钱。”有香港市民
表示，奶粉、住屋及学校设施都要
钱，“太浪费钱了，不愿意生育。也
有港人提到，生儿育女是很大的责
任，认为“生不生对现在这个世代
没所谓。”

特区政府早前推行新生婴儿
奖励金计划，向合资格父母就每名
于 2023年 10月 25日起出生的婴
儿给予2万元（港币，下同）现金奖
励，计划为期3年。

属龙年的 2024 年，全年共
有 36767名婴儿出生，较 2023年
的 33288名婴儿多 3479人。终止

连跌数年的出生率，妇联相信
是龙年效应及政府推出的新生
婴儿奖励金所致。但有关数字
仍较 2014年约 62000人低，几乎
只有一半。

妇联分析指，香港人现时传统
家庭观念改变，晚育已成大趋势。
又说香港物价指数连续飙升，养一
个小朋友至 18岁的成本逾 600万
元；香港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
是 172平方呎，比较窄小。此外，
职场环境不利生育者，缺乏弹性工
时及育儿假等。这些皆影响年轻
人的生育意愿。

妇联建议政府落实家庭友善
政策，透过税务减免、增加托儿服
务等，以鼓励年轻人生育。并促请
政府立法增设三日育儿假，与公务
员看齐，让新手父母可以有多点时
间陪伴小朋友。

台积电在美东时间 3月 3日
宣布将新增 1000亿美元赴美投
资，涉及建造芯片厂、封装厂及研
发中心等内容。“如何在资金大量
赴美的同时保持台湾半导体产业
竞争优势？”台经济界人士对此表
达担忧。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区域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大年4
日表示，迫于加征关税压力，台积
电加速赴美投资。以目前台积电
承诺的情况看，其在美国工厂生
产的芯片先进制程水平要远高于
其他地区。在产业链、技术人员
等相继赴美的同时，如何保持台
湾本地竞争优势？“这一点是比较

让人担心的。”
据报道，台积电此次赴美并

未获得资金补助。台《工商时报》
指，这导致台积电在美生产成本
大幅增加，或将“稀释企业长期毛
利率水准”。

此次宣布的意向内容，增设
研发中心尤其受到产业界关注。
观察人士表示，技术流失、竞争力
被蚕食的风险正逐步显现。而专
业人才的严重外移，将加速台积
电变成“美积电”。

针对外界批评，台积电回应，
扩大在美投资是因应客户需求，
相关细节还要等董事会进一步核
准。

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
泰 4日表示，“乐观正面”看待此
事，当局将提供必要协助。刘大
年认为，台当局对于企业的全球
布局提供协助只是一方面，更重
要的是如何保持并提升半导体产
业的内部竞争力，这一点是眼下
当务之急。

联合新闻网称，加大赴美投
资规模后，台积电料将掀起新一
波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前进美国设
厂的浪潮。台湾产业界也将持续
笼罩在技术外移的疑虑之下。报
道特别提到“台湾技术被掏空”等
问题。

香港中通社报道，民进党立法
机构党团总召柯建铭日前声称，台
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会“大登场”
力挺大罢免，并称赖清德 3月 3日
一定会召开记者会。赖清德办公
室2日回应称“无此规划”。

综合台媒报道，柯建铭在上月
一场专访中表示，在“大罢免”之
前，他就与赖清德、卓荣泰沟通过，
并暗示，接下来赖清德也将亲自下
场号召“大罢免”，最晚在 3月 3日
一定在赖清德办公室召开记者会，
公开支持“大罢免”。但赖清德办
公室重申，赖清德并无相关规划，
称赖自始至终都是尊重公民团体
自主行为。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 3 日“改
口”称，若最终罢免绿营立委成案，
进入投票阶段，赖清德作为党主席
一定会出面。

此前，当局前领导人陈水扁在
一档脱口秀节目中，直言这场大罢
免案是“世界少有”，劝赖清德理
智，否则“大罢免”带来的后座力不
堪设想。

台湾资深媒体人谢寒冰指出，
对于柯建铭的言论，赖清德办公室
不打脸不行，否则赖清德就会被推
到风口浪尖上。谢寒冰说，赖清德
并不想承担“大罢免”的责任，若

“大罢免”不成就是柯建铭背锅，赖
清德绝对不会出来。

中新社报道，台湾当局交通
事务主管部门“观光署”3月3日公
布的 2024年旅宿业调查显示，与
2023年相比，台湾全年住客减少
100余万人次，旅馆、民宿等住宿
价格均略有降低。

综合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
网、《经济日报》等台媒报道，2024
年，台湾旅宿业住客为 7879.6万
人次，较 2023 年减少 103.7 万人
次。其中，台湾境内旅客 5986.8
万人次，较2023年减少396.7万人
次；境外旅客为 1892.8万人次，增
加293万人次。

台湾旅宿业包含旅馆、观光
旅馆、民宿三种类型。依台湾旅
宿网统计，2024 年，全台共有
15573家旅宿业商家，较2023年增
加 672家，其中民宿增加 683家，
旅馆(含观光旅馆)减少11家。

调查显示，去年台湾旅馆日均
住宿价格为2960元(新台币，下同)，
较 2023 年减少 35 元，入住率为
50.44%，减少 0.42个百分点；民宿
均价为 2405元，减少 104元，入住
率为24.67%，减少1.95个百分点。

对于住宿价格下降原因，“观
光署”分析，与花莲大地震、台风
侵扰等自然灾害多有关联。

调查还显示，在住宿价格与
入住率下降、商家数量增加的情
况下，去年台湾旅宿业总营收为
1788亿元，较2023年略增0.47%。

香港中通社报道，香港警务
处处长萧泽颐3月2日表示，警队
在青少年工作方面成效显著，“警
察·大学招募快线”去年投考申请
上升超过3成，反映年轻人对警队
信心增强。

萧泽颐当日出席一项篮球赛
开幕礼时表示，警方一向透过举

办多元化活动，向青少年传递正
确价值观。“少年警讯”致力培养
青少年成长，包括责任感、自信心
及对社会的承担，40名少年警讯
会员下月将到内蒙古的治沙基
地，了解沙漠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性。

萧泽颐表示，警方期望与青

少年多接触、多沟通，让他们了解
警队工作，希望与社会各界合作，
拉近与青少年的距离。警队在青
少年工作方面成效显著，“警察·
大学招募快线”去年投考申请上
升超过3成，去年4月至12月整体
投考人数亦按年增加 5%，反映年
轻人对警队信心增强。

香港邮政近日表示，将于 3月
18日发售以香港地标为题的“2025
年香港通用邮票”及相关邮品。

香港邮政表示，“2025年香港
通用邮票”共 16枚，介绍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港珠澳大桥等地标建筑，展示香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外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描
绘香港重要基础设施发展及保育
成就。

香港邮政称，会继续发售以中
国香港世界地质公园为主题的

“2014年香港通用邮票”，直至存货
售罄为止。为纪念两套香港通用
邮票同时发售，香港邮政会发行特
别纪念套折。

香港邮政介绍，为增添新意和
提升纪念性，将于3月18日新通用
邮票发行当日，同时推出 16 款

“2025年香港通用邮票”纪念印。
全套纪念印将设置在邮政总局、沙
田中央邮政局、尖沙咀邮政局、荃
湾邮政局及香港邮政大楼邮展廊
供市民盖印。

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 3
月预计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全岛
电价或面临再度上涨的形势。分
析人士指出，台湾电价连年上涨与
当局执意废弃核电、大举改用天然
气发电的能源政策有关。

台湾每半年举行一次电价费
率审议会。去年上半年，尽管国际
能源价格有所回调，台当局称考虑
台湾电力公司（简称“台电”）财务
状况严峻，岛内平均电价仍调涨约
11%，其中民生用电价格涨幅为
3%至 10%，产业用电涨幅最高达
25%；下半年，台湾电价继续调涨，
民生用电价格维持不变，产业用电
价格则再上调12.1%。

台电为公用事业机构，负责
全台湾地区电力供应。该公司日
前发布最新成本结构，显示 1月
亏损 97 亿元 （新台币，下同），
至今已累计亏损逾 4000亿元。台
电方面称，电价属“被迫”上
调，且电价涨幅将受当局补贴额
度的影响。

有民意代表提出，台电“不

补贴就涨价”的要求完全不合
理。台立法机构也提出，台电应
强化经营绩效，减少亏损并维持
财务稳健。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高价购电
以配合当局能源政策才是台电亏
损的主因。根据民进党当局目前
的能源配比目标，2030 年绿电
30%、燃煤 20%、燃气 50%。舆论
指出，废除发电成本低的核电，改
以昂贵的天然气及再生能源代之，
导致“台电与消费者双输”的结果。

岛内天然气发电的成本还在
增加。台湾唯一天然气供应商中
油公司日前宣布，3月份天然气价
格，电业用户调涨3%，工业用户平
均调涨10%。

台电第三核能发电厂将于今
年 5 月除役，考虑到电价上涨压
力，岛内对核电厂延期服役的呼声
渐高。但台电表示，将“配合”当局
废核政策目标，还呼吁各界支持其
位于基隆市的协和发电厂“以气换
油”计划，即以燃气发电取代燃油
发电。

台湾舆论对民进党当局“执拗
废核”的批评声不断。台媒表示，

“核绿同行”已是全球潮流，抛弃燃
料价格稳定且发电成本低廉的核
能，不仅实现净零排放无望，还会
让台电深陷财务危机。

还有分析人士指出，民进党当
局不顾电价上涨冲击民生仍执意
废核，可能与其增加美国天然气进
口的计划有关。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油公司已
做好扩大采购美国天然气准备，现
正与阿拉斯加气源开发商洽谈采
购细节。台经济事务主管部门负
责人也表示，降低台湾对美贸易顺
差的相关工作“正在准备中”，美方

“对能源有非常重大决心，盼能满
足美国需求”。

为避免美国征收高关税，台当
局希望降低对美贸易顺差。去年
台湾地区对美国出口额创新高，达
1114亿美元，贸易顺差增至 649亿
美元。2024年，台湾中油公司进口
液化天然气（LNG）总量约 2110万
吨，美国已跃升其第三大进口来

源，占比从 2016年之前的 3%增至
如今的10%。

批评人士指出，民进党当局大
举采用天然气发电“不划算也不安
全”。新竹清华大学工程与系统科
学系特聘教授叶宗洸表示，台湾把

“宝”押在一般存量仅 7至 11天的
天然气上，完全不符合能源安全保
障标准。

随着AI科技带动半导体产业
扩厂、电动车推动力度加大等效果
显现，台当局预估 2024年至 2033
年全台电力需求将年增约 2.8%。
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表示，将
加速推动“以气换煤”等发电设备
改建计划。

分析人士表示，天然气发电除
会带来甲烷排放、运储过程中泄漏
等环境安全问题，也会因台湾天然
气几乎依赖进口而产生储量安全
问题。业界忧心，提高天然气发电
占比，不仅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用
电需求，还会推高产业和民生用电
成本。

台湾电价恐再涨
当局能源政策遭质疑

台湾2024年旅宿业
住客减少逾百万人次

香港邮政3月18日
发售“2025年香港通用邮票”

柯建铭遭打脸
赖清德办公室否认挺“大罢免”

香港妇联调查：

7成港人不愿生育 晚育已成大趋势

台积电宣布扩大赴美投资 学者忧台湾竞争力加速流失

香港警察大学招募去年投考申请升逾3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