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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和新年一連串冬日佳節臨近，
筆者近日途經尖沙咀一帶，眼見各商
場已悉心布置，海旁建築物外牆掛滿
了五光十色的燈飾，街上人群熙來攘
往，市民和遊客停留拍照「打卡」。
其實要「聚人氣」帶動消費，單靠政
府一己之力是不足的，社會各界皆是持份者，若大家
群策群力，開發和推出具創意和新穎的旅遊體驗或產
品，定必擦亮香港旅遊品牌，推動本港經濟發展。

筆者得悉近日有商業機構在銅鑼灣開設期間限定概
念店，結合流行文化與娛樂元素，以自家品牌的藝人
作宣傳，包括容祖兒、張敬軒及Twins等明星，成功
掀起熱潮，吸引不少市民和粉絲前往朝聖，帶動區內
消費和經濟。概念店匯聚當今潮流和傳統懷舊元素，
明星們輪流快閃登場，舉行小型演唱會和直播等活
動，讓粉絲和遊人零距離與明星互動接觸。平日店內
亦有大量的周邊文創產品，例如「軒公敲碗」，亦有
受當今年輕人熱捧的韓式四格自拍亭、勾起無數香港
人追星回憶的「Yes！Card」明星卡片和簽名黑膠唱片
等，大添概念店的吸引力。

概念店的成功，除了有明星效應宣傳外，最重要的
是主辦方願意嘗試。透過演藝界和商界的合作，開發
多元化的表演舞台和特色產品，再加上本港流行文化
獨特的魅力，成功為遊客帶來全新且具「港風味」的
體驗，同時亦為該區注入新活力。

另一例子是在尖沙咀海旁的戶外熊貓嘉年華，同樣
是多界別合作籌辦，以國寶大熊貓為主題，設市集攤
位、熊貓藝術裝置和攝影藝術展等，從文藝、保育和
科技等多角度傳播大熊貓文化。網上社交媒體廣泛發
布活動內容，開幕首五日已吸引逾五十萬市民和遊客
到訪，成功營造「歡樂香港」氛圍，說好中國故事，
說好香港故事。

上述的點子僅是眾多創意中的一部分，但已經凸顯
出商界在旅遊業生態圈中發揮出的重要角色。事實
上，香港一直孕育無數商界精英，具備卓越的營銷策
略和敏銳的市場觸覺，而疫情後亦有許多地區組織積
極籌備連串宣傳香港的活動，所以只要各界集思廣
益，凝聚力量，營造一個宜商、宜樂、宜旅的良好氛
圍，定能推動旅遊業更上一層樓，為香港的經濟帶來
長遠而可持續的發展動力。

鄭泳舜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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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 12 月 20 日上午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澳
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提出「要發揮獨
特優勢、強化內聯外通」，以及「着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為
港澳鞏固優勢、實現更好發展指明方向。港澳攜手建設， 塑造新優勢
新動能，必定創造1+1大於 2的效果。

黃錦輝 立法會議員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習主席視察澳門的第一站是位於氹仔
的澳門科技大學，聽取了中藥質量研究
國家重點實驗室和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
重點實驗室的情況介紹，並與學校師生
和科研工作者交流。習主席強調，要始
終從戰略高度重視教育，緊緊圍繞國家
和澳門發展需求布局學科體系，培養高
素質人才。

習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
上的重要講話表明，保持香港、澳門長期
繁榮穩定，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
穩致遠，需要把握好以下4條：堅守「一
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維護高水
平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發揮獨特優
勢、強化內聯外通；弘揚核心價值、促進
包容和諧。港澳須同心攜手，遵循以上原
則，發揮港澳特區獨特功能，貢獻國家現
代化建設。

同心開創航天夢
近年來，澳門推動經濟多元化，除了博

彩業，還着力推動科研和中醫藥業，已取
得成績。澳科大研製的衛星「澳門科學一
號」於去年成功發射，是首顆內地與澳門
合作研製的空間科學衛星，也是國際首顆
低緯度地磁場與太空環境的科學探測衛
星，已產生近20TB高精度科學數據。澳科
大正在研製「澳科二號」衛星，計劃於
2026年底或2027年初發射，為國家航天事
業作出貢獻。

國家航天事業有明確的步伐和目標，嫦
娥七號預計2026年升空，嫦娥八號將於
2028年前後發射，並計劃在2030年實現中
國人登陸月球。香港多年來也有貢獻，並
有香港人獲選為預備航天員。今年施政報
告提出，香港計劃在InnoHK研發平台下成
立研究中心，參與嫦娥八號任務，實在與
有榮焉。相信除了嫦娥探索任務，不少懷
着航天夢的科研人員也希望參與登月任
務。登月涉及多方面的創新技術要求，香
港和澳門科研人員大可在航天科研領域增
強合作，只要科研水平過硬，港澳均可爭
取得到參與的機遇。

攜手研發中醫藥
澳門多元化經濟另一重點產業就是中醫藥

業。隨着中醫藥市場的蓬勃發展，澳門致力
於中醫藥科研、產業化以及國際化的推進工
作。設立於澳門科技大學的中藥質量研究國
家重點實驗室，成為研發與創新的核心，吸
引了眾多專業人才。正如習主席參觀時所指
出的，「中醫藥是中華文明的瑰寶，傳承創
新發展中醫藥是件大事。要把這一祖先留
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繼承好、發展好、利用
好，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這不僅是澳
門特區的責任，也是香港特區應不遺餘力
推動的責任。作為「跨界別關注中醫藥聯
席會議」的發起人之一，我一直關注中醫
藥的發展，尤其是傳承和對創新科技的利
用。

香港中醫藥傳承嶺南流派，我曾提出在
香港設立「嶺南中醫藥傳承中心」，保存
嶺南流派古法、民間驗方、臨床經驗，以
及獨有的理論和臨床經驗，並培育新一代
接班人。澳門與香港毗鄰，在中醫藥發展
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間。香港多所大學的中
醫藥學科根基穩固，培育了無數優秀中醫
師和相關人才。既然澳門中醫藥發展亦見
成績，兩地應加強中醫藥學生和研究人才
的交流和實習，以及科研合作。我們可以
建立橫跨海峽兩岸暨港澳的中醫藥產學研
合作平台，促進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之
間的合作，共同開展中醫藥產品研發和技
術創新。這不僅能提升中醫藥的國際地
位，還能促進經濟發展，為中醫藥走向世
界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此外，國家當前自主建立的中藥標準體
系暫未完全與港澳台地區相容對接，各地
註冊完成的中藥還需在對方監管部門進行
再次註冊。港澳正可攜手合作，共同推動
中藥註冊制度互認，讓中藥更便利流通各
地，為病人帶來更多痊癒希望，為普羅大
眾帶來更多保健的產品選擇。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布局中，澳門與
珠海的合作關係，如同香港與深圳的關
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
案》旨在促進兩地跨境科技研發和高端製
造，尤其是推動澳門與「珠海國家高新技
術產業開發區」的合作。港澳互補合作，
前景無限。

海洋公園
熊貓雙胞胎
在上個月迎
來百日慶活
動，吸引大
量 熊 貓 粉

絲；而中央贈港的「安安」、「可可」亦正式
同市民見面；現香港一共有6隻大熊貓，相信能
夠藉此機會，打造熊貓IP，為香港帶來機遇。

據聞，旅日熊貓「香香」曾在六年內為日本
帶來相當於35億港元的經濟貢獻，2021年誕下
龍鳳胎一年內更創造了超過16億港元的經濟效
益。由此可見，將熊貓「人氣」化為「財氣」
具有相當潛力。

邁入12月，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和香港旅遊
發展局支持的全港最大型熊貓展覽「 PANDA
GO！香港遊」，展出2,500隻大熊貓雕塑，以別
具創意的形式於香港「四圍走」，並於12月起
到訪了香港多個特色地標，還提供1,000隻供市

民「認養」，活動連同拍賣已經籌款將近100
萬港元，籌款將捐贈給海洋公園做熊貓保育工
作，成為「熊貓經濟」的成功案例。據了解，
此次活動的主辦方已經將熊貓品牌和20幾個項
目展開授權合作，後續將會有更多熊貓IP的產
品推出市場，絕對是值得肯定的IP產業化經
驗。

不過，文創產業化最困難的一步就是做出品
牌效應。政府可繼續善用市場上這些已經具有
文創IP的企業，他們有推廣經驗、展覽資源，
以及品牌授權收益等，是打造香港熊貓品牌的
重要助力。

當然，商業機構單打獨鬥做，其實影響力有
限，業界也普遍認為，需要政府和海洋公園的
牽頭力量加以配合並提供支援，包括由海洋公
園展開市場合作，增加市場信心參與打造熊貓
品牌及產品開發，將會對品牌發展帶來極大的
助力。

反思過去經驗，今年3月獲邀在添馬公園舉辦

的「teamLab：光漣」展覽，的確
是受歡迎的IP，但周邊的配套消費
相對薄弱，超過130萬參觀人次亦
未能夠給周邊經濟帶來顯著的正面
影響。

同樣道理，要推動熊貓經濟並
非單純打造產品，政府作為牽頭角色，要為香
港熊貓品牌建立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力量，積極
做好資源協調，聯同各部門，包括文創產業發
展處，同旅遊業界，甚至粵港澳大灣區，共同
打造套票產品，推動熊貓旅遊經濟效益。

成功的IP品牌可以與城市形象掛鈎，正如早
前港協暨奧委會用吉祥物「堅仔」和中國香港
運動員一起參加各項比賽，向國際宣傳香港人
堅毅的獅子山精神，用品牌說好中國香港故
事。因此，將「國寶熊貓」打造為「香港品
牌」，也將是提升香港國際形象的重要策略，
期待政府同海洋公園能夠繼續以新思維、新想
法支持熊貓IP產業的市場發展。

「有為政府」結合「高效市場」打造熊貓經濟
霍啟剛 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

營造歡樂氛圍
激發旅遊新活力

自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
捕至今，他的支持者便一直為其「喊冤」，個別
人士更多次連同外國政客公開向香港法院施壓，
試圖政治干預香港法院的獨立審判，令人咋舌。
近日一直試圖干預審訊的外國媒體及政客再度發
功，公然將黎智英曲解為「自願犧牲的英雄」；
外國勢力死心不息干預香港事務，事事政治先
行，態度橫蠻，令人氣憤。

黎智英同夥動作頻頻
曾任黎智英旗下 Next Digital 董事、香港《南

華早報》和《英文虎報》總編輯的Mark Clif-
ford，早前在美國出版新書《黎智英傳》，為黎
智英塗脂抹粉、政治化妝的同時，亦意圖為外國
勢力干預黎智英案提供素材和彈藥。果然，美國
《紐約時報》在該書出版後未幾，便刊出一篇
《黎智英傳》的書評，引用作者的說法，將黎智
英描繪成「一位超脫囹圄囚禁，在精神層面獲得
更大自由的人」（a man who rises above the
physical prison to find himself mentally
freer than ever）。

這邊廂有人為黎智英出書造勢，那邊廂另一美
國媒體《華爾街日報》又再大放厥詞，竟在社評
中倡議英國政府仿效美國，針對內地和香港實施
制裁，藉以爭取黎智英獲得釋放。《華爾街日
報》在社評中大量引用反華政客、英國國會議員
奧爾頓的言論，指稱針對黎智英的「政治迫害」
是對《中英聯合聲明》的嘲笑，又指黎智英是
「從未持有中國國籍的英國公民」，他所面對的
罪名都是荒謬的。

濫用影響力干預港司法
筆者認為，西方世界為黎智英所作的種種「護

航」，其策略是將黎智英包裝成「英雄」、「受
害者」，完全並非以事實為基礎。為黎智英護航
的西方媒體，選擇迴避在香港法庭上早已公布的
海量證據，對於黎智英一眾《蘋果日報》前下屬
在庭上所作的供詞亦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對於
黎智英過去三十年在香港的所作所為完全是斷章
取義，只提有利他們立場的部分，甚或是不敢提
及。這種選擇性評論和報道，出自《紐約時報》
和《華爾街日報》這些在西方甚具影響力的「大
報」，實在令人唏噓。

由於黎智英案的審訊仍在進行，筆者無意跟這些
立場偏頗的西方媒體在案情上糾纏。事實上，即使
不提及案情，我們仍可根據黎智英的往績和簡單的
分析，清楚看到這些西方媒體雙重標準的言論。

英政客證黎智英是「純英國人」
首先，按《華爾街日報》和奧爾頓所言，黎智

英是「從未擁有中國國籍的英國公民」。但作為
一個外國公民，他旗下的《蘋果日報》以往在香
港舉行遊行的日子是做什麼的呢？連續多天訪問
反中亂港分子，呼籲市民參與遊行，這些基本上
都是《蘋果日報》的指定動作。其他如在遊行當
天隨報附送反政府標語，以及製作印有政治宣傳
口號的雨傘，在街上隨機派發等等政治舉措，亦
是多不勝數。敢問一句，美國和英國會容許一個
「只擁有外國國籍」的傳媒老闆，在他們國境內
從事這些政治行動嗎？

又例如，「純英國人」黎智英長年捐款予香港
的反對派政黨，好讓這些政黨有財力繼續營運。
一個只擁有外國國籍的傳媒老闆，透過捐款培養
政治代理人，甚至赤膊上陣、走上前線，高調參
與2014年違法「佔中」行動，有關行為當真適合
其所指的身份嗎？一個「純英國人」，積極參與
各種「抗爭」活動，意圖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
類似的行為若發生在美國和英國，這些國家真的
會置身事外、聽之任之嗎？

美英不應持雙重標準
上述例子，尚未計及黎智英在多宗國安案件

中，涉嫌親自向外國政要作出游說，要求制裁中
央或特區政府，亦未計及他涉嫌利用旗下報章，
公開向外國作出該等呼籲。假設真的有居於美國
或英國境內的人，在別國跟其他國家的政要會
面，要求制裁美、英，大家又猜猜這個人回到
美、英勢力範圍後會有什麼後果？（以上純屬設
問，並非影射任何刑事案件的被告。）

黎智英的國安案件仍在審訊中，為了司法的公
平公正，現階段各方都不應作過多評論，尤其是
外國政治勢力和媒體，更不應該以制裁等恐嚇手
段侵犯中國主權、干預香港法院的審判。可惜今
次已非首次有西方政客和媒體就黎智英案指指點
點，美、英等國亦不止一次「出口術」要求制裁
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面對上述種種干擾刑事審
訊，甚至是為政治目的而破壞香港司法獨立的行
為，香港市民都應要更大力支持特區政府繼續捍
衛香港法治、支持香港法院繼續維持獨立審判，
公平公正地處理案件。

聞正聲 時事評論員

為黎智英撐腰 外國勢力干預港司法獨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
國2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
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強
調「一國兩制」具有顯著制度優勢和
強大生命力，必須長期堅持，寄語港
澳要把握好「四條原則」，繼續推進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習主席的講話精神為港
澳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指引導航，彰顯中央對
港澳發展的關心和殷切期望。港澳各界必須深入掌握
講話精髓，齊心協力為祖國和港澳特區未來發展奮發
進取，通過互補優勢、互相借鑒，同心協力強化港澳
兩地深層次合作，更好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為粵港澳
大灣區以至國家整體發展作出新貢獻。

澳門是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能為澳門服務葡語國家、促進中葡
及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市場的相互投資提供投融資
及金融服務支援。港澳兩地亦可在科技創新、金融、
中醫藥文化、體育等產業加強協同發展，互惠共贏。

促灣區產業多元發展
澳門近年積極推動創新科技產業發展。港澳與大灣

區內地城市可加強在創新科技領域合作，通過促進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聯動發
展，匯聚全球創新科技資源，推動科技研發與高端製
造業發展，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研發轉化和中
試生產基地，並深化大灣區科技創新規則銜接、機制
對接，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布局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
施，推動戰略科技力量建設，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
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作為推動內地與國際經貿交流往來的「超級聯
繫人」和「超級增值人」重要平台，一直是促進內地
企業「走出去」和把海外企業「引進來」的雙向跳
板。香港可積極加強與澳門合作，推動與周邊地區的
多邊貿易發展，促進與東盟、韓國、日本等RCEP成員
國家的貿易往來，並增加與中東地區的經貿合作。

香港工商界更可與澳門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工商界
加強聯繫，充分發揮促進民間外交的作用，向國際社
會說好中國故事、大灣區故事、港澳故事。香港中華
總商會一直積極擔當內聯外通橋樑，推動港商與內地
和國際企業加強創新合作。

發揮內聯外通功能
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港澳兩地工商界必須

加強合作，以實際行動，充分利用豐富的國際經驗和
商貿網絡，繼續強化「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
人」角色，發揮聯繫內地與世界的橋樑功能，貫徹落
實習主席對增強港澳發展動能、促進經濟多元發展，
以及與國際開展更廣泛緊密交流合作的發展方向，全
方位深化港澳與內地合作，不斷順應時勢改革創新，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

蔡冠深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擔當內聯外通橋樑
港澳貢獻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