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關心重視香港經濟發展，中
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
來港考察調研，一連多日的行程都
安排了與經濟發展有關的座談交

流，聽取對推動香港發展的意見。
「中央一直關心香港的民生福祉，支持香港的經

濟發展，我們對香港中、長期經濟前景抱有絕對的
信心。」 多個商會代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就香港的經
濟發展提出建議和看法，包括鞏固和提升香港在金融、創
科等領域發展優勢，調整產業結構，舉辦高端交易會等。
他們指出，香港必須堅定信心，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 的
獨特優勢，高質量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香港經濟迎
來柳暗花明只是時間問題。」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陸九如

商界對香港經濟發展建議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指出，香
港是一個高度外向型和開放的經濟體系，
較容易受外圍環境波動影響。去年香港股
市顯著下跌，樓市氣氛亦低迷，整體消費
市場無可避免受到影響，但香港必須堅定
信心，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
勢，尤其要積極鞏固和提升香港在金融、
創科等領域的發展優勢，深化對接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不斷強化海內外投資者對香
港營商與投資環境的信心，吸引更多內地
與外資公司來港，真正發揮香港 「超級聯
繫人」 的功能優勢。

倡打造科研轉化基地
蔡冠深期望國家能支持香港優化金融

市場的運營機制，進一步支持香港拓展更
多元化的人民幣業務，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發展，並支持香港股票市場建立 「 『一帶
一路』 板塊」 ，為投資 「一帶一路」 的內
地和國際企業提供融資渠道。此外，隨着
內地跟東盟和中東地區的經貿往來愈趨緊
密，香港更加可以發揮橋樑功能。期望中
央支持香港進一步引入中東、東南亞等地
區新資金和企業落戶，並為區域商貿往來
提供適切的專業服務，如法律仲裁與調解
和風險管理服務。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表
示，廠商會對香港中、長期經濟前景抱有
絕對的信心，近年的施政報告到財政預算
案，都反映特區政府正大刀闊斧推行各種
政策去推動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他認
為，當前面臨的挑戰恰恰可發揮 「倒逼」
的作用，促使香港各界包括政府及業界
「做好自己」 。廠商會建議利用 「北部都
會區」 發展的契機，打造一個推動科技成
果轉化的 「中試基地」 ，以及匯聚戰略性
先進工業和優勢傳統工業的新型工業體
系。廠商會亦建議授權香港舉辦以高

端消費產品和進口內地市場為主題的國家
級商品交易會，不僅拓展港商的內銷市
場，更能為香港經濟創造新動能， 「香港
經濟迎來柳暗花明只是時間問題。」

探索轉型開拓新市場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莊子雄表示，香港

在產業結構上應進行適量調整，繼續加強
創科及新型工業化的發展，這對於提升香
港的長遠競爭力以及協助中小企升級轉型
十分關鍵。 「中央及特區政府大力支持香
港創科發展。業界對於剛公布的預算案
中，政府堅定推進北都的發展項目，感到
十分鼓舞，此舉展示了政府推動創科和新
型工業發展的強烈決心。」

莊子雄強調香港擁有 「背靠祖國，聯
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在金融、貿易、各
類專業服務等領域仍然維持競爭力，未
來應繼續努力擴展，確保香港在國家
發展大局中擔當橋樑角色，為國家
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總商會主席阮蘇少湄
提到，與夏主任的分享交
流，明確了香港的獨特優
勢，強調香港需發揮作
為超級聯繫人的角
色，擴展現有優
勢，把握在大灣
區的發展機
遇，探索
如 何 轉

型以開拓新市場。她指夏主任在會上強
調， 「一國兩制」 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中央堅定支持香港經
濟發展，保障投資者利益，這些信息增強
商界投資香港的信心，有助香港在進一步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找準方
向。阮蘇少湄深信在國家的
支持下，香港的經濟是
明天會更好。

•期望國家能支持香港優化金融
市場的運營機制，進一步支持香
港拓展更多元化的人民幣業務，促

進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並支持香港股票
市場建立 「 『一帶一路』 板塊」 ，為投
資 「一帶一路」 的內地和國際企業提供
融資渠道。

•支持香港進一
步引入中東、東
南亞等地區新資
金和企業落戶，
並為區域商貿往
來提供適切的專
業服務，如法律
仲裁與調解和風
險管理服務。

•利用 「北部都
會區」 發展的契
機，打造一個推
動科技成果轉化
的「中試基地」，以
及匯聚戰略性先
進工業和優勢傳
統工業的新型工
業體系。

•授權香港舉辦以高端消費產品和進口內地市
場為主題的國家級商品交易會，不僅拓展港商
的內銷市場，更能為香港經濟創造新動能。

•目前政府加大創科投資，要做好技術和人才
的結合。香港要用好國際優秀的大學資源，做
好研發，解決高尖端難點，吸引更多人才和項
目來香港，助力科研產業化，推動經濟發展。

•香港在產業結構
上應進行適量調
整，繼續加強創科
及新型工業化的發
展，這對於提升香
港的長遠競爭力以
及協助中小企升級
轉型十分關鍵。

•期望中央未來能
夠有更多惠港措施
出台，包括繼續出
台振興香港旅遊業
措施，通過CEPA
進一步促進金融業
開放等，為提升香
港整體競爭力及八
大國際中心地位提
供更堅實的動力。

數看香港
投資和營商環境

▲ 商會對香港
中、長期經濟
前景抱有絕對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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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柳暗花明 對香港前景信心十足
中央大力支持 發揮優勢自強不息拚經濟

投資環境

•香港去年獲選為全球投資
環境排名第1，企業經營環
境亞太區第1、全球第2

總存款額

•香港2023年年底銀行總存
款額為16.22萬億港元，按年
增長5.07%；香港2022年年
底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規模超
過30.50萬億港元

吸引企業
•2023年母公司在海外或內地的駐港
公司數目達9039間，同比增加61間，
恢復至新冠疫情前的高水平。

•2023年成功吸引382間企業在港開設
或拓展業務，包括英國48間、美國34間、新加
坡27間和澳洲13間，為香港提供約4100個就業
機會，總投資額約616億元。

吸引人才
• 「高才通」 在內的香港各項輸入人才計劃共收到超過20
萬宗申請，12萬多宗獲批，逾8.1萬人已經到港。調查顯
示，已就業的 「高才通」 人才月薪中位數約為5萬港元，
當中有三成投身金融服務類工作等香港的優勢行業。

生命科技引領未來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撥款100億

元發展生命健康科技，其中的60億
元用於鼓勵大學與海內外機構合
作，設立生命健康研發院。話音
剛落，理大校長滕錦光昨日在與
傳媒會面時公布重要信息：已向
特區政府申請創建醫學院，為發
展生命健康科技出一分力。

香港在發展生命健康科技方
面基礎實力雄厚，擁有世界級的
權威專家、兩所排名世界前列的
優秀醫學院及研究中心和實驗
室，具備條件成為國際生命健康
科技中心。全球十大藥企之一的
英國阿斯利康決定在河套科技園
區設立研發中心，就是對香港信
心的體現。

理大向政府建議在北部都會
區設立新校區，聚焦科研與創
新，對接大灣區需求，並設立研
發基地和大型科技設施，培育更
多科技人才。新校區的其中一個
亮點，就是設立醫學院。事實
上，未來的北都將有250萬人口，
對醫療服務需求殷切。理大在康
復治療、醫藥化驗、放射、護
理、視光等領域早着先鞭，可發

揮 「醫工結合」 的優勢，促進醫
科和健康科學的一體化發展。

無獨有偶，科大早前亦提出
要創建醫學院。如果一切順利，
香港未來將有四家醫學院，可為
香港培養更多醫生和相關科研人
員，有助於解決 「求醫難」 的問
題。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港大、
中大、科大、理大都位列 「全球
百大」 ，四校攜手發力，將加速
生命健康科技生態鏈的形成。

科 技 發 展 日 新 月 異 ， 繼 芯
片、人工智能之後，生命科技大
有機會成為未來的另一個明星領
域。在芯片領域獨領風騷的英偉
達執行長黃仁勳日前被問及人們
應該學習什麼時，他認為電腦的
時代已經過去，生命科技才是未
來。他進一步說： 「若讓我重新
選擇，我會體認到人類生物學才
是科學裏最複雜的領域，同時也
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影響力。」

特區政府全力發展國際創科
中心，芯片、人工智能、生命健
康、先進製造等領域並舉，可以
說是站在了科技發展的前沿上，
扎實推進，必將結出豐碩成果。



香港依然是投資熱土和人才匯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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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攻擊香
港國安法及23條立法，詆毀香港營商環
境，粗暴干預特區司法，中國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特區政府及時發表聲明
反擊，對梅儒瑞違反外交官職業操守行
為準則表示強烈不滿、堅決反對，予以
嚴厲譴責，彰顯了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嚴
正立場，劃下了中國內部事務絕對不容
干涉的鮮明紅線。

香港國安法 「一法定香江」 ，香港
進入 「由治及興」 的新時代，早已是有
目共睹。至於23條立法，既是履行特
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也是民心所向。
23條立法公眾諮詢上月底結束，支持
的意見高逾98%，反對者不足1％，得
到絕大多數港人支持彰彰明甚。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不管西
方政客如何攻擊香港國安法及23條立
法，結果都是徒勞的。香港依然是 「幹
事創業的天堂、成就夢想的地方」 ，這
一基本面不是什麼人想 「抹黑」 就能抹
黑得了的。就在昨日，特區政府推出的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開始接受申請，
當天就收到逾百宗查詢，反應之熱烈超
乎預期。高增值人士對香港穩定的營商
環境充滿信心，西方政客被立即 「打
臉」 。

特區政府 「搶人才、搶企業」 結下
纍纍碩果，也證明香港擁有全球一流的
營商環境。特區政府原本計劃3年吸引
10萬人才，結果第一年就超過目標。在
「搶企業」 方面，截至去年底，全球有

30家重點企業簽約落戶香港。香港投資
推廣署則指出，過去一年幫助近400家
企業進駐香港，它們來自40多個國家。
顯而易見，所謂香港國安法 「損害」 香
港營商環境根本經不起事實推敲。

滙豐控股日前公布業績，過去一年
在香港錄得逾百億美元的稅前盈利，佔
集團稅前盈利的三分之一。過去三年期
間，滙豐在香港的客戶也增加三成六。
針對有人提出所謂香港 「玩完論」 ，滙
豐行政總裁祈耀年直言不敢苟同，指出
香港韌性很強，有着強勁的未來，相信
香港會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還有什
麼比跨國大企業在香港的業績數據，更
有說服力？

最重要的是，內地高質量發展為香
港全方位發展帶來源源不斷的動力。過
去的一個月，中央推出五項措施推動香
港金融業發展，而將青島和西安納入內
地居民赴港澳 「個人遊」 城市，則為香
港帶來具高消費能力的新客源。中央港
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抵港考察調研，傳
遞了習主席對香港的關懷和關心，也帶
來中央惠港政策將陸續推出的好消息。

事實勝於雄辯，香港國安法和23條
立法決不是洪水猛獸，而是香港的保護
神。正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
所指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有效防範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有力保障香港
的投資和營商環境，香港依然是企業投
資熱土、資金青睞之地和人才匯聚高
地。23條立法將進一步築牢香港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線，進一步增強香港
社會的穩定性和法治的確定性，進一步
發揮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香港在高
水平的安全保障下，必將實現更高質量
的發展和更高水平的開放。

美國是擁有全世界最多國安法律的
國家之一，美國政客攻擊香港國安法和
23條立法，不是這些法律本身有什麼問
題，而是美國採取 「雙重標準」 。需要
指出的是，梅儒瑞作為美國駐港外交
官，對香港司法說三道四，非但 「撈」
不出黎智英，反而坐實黎智英是外國代
理人身份、勾連外部勢力的罪名，讓人
看清梅儒瑞與港人為敵的真面目，並從
反面證明香港必須盡快為23條立法的
必要性。

新階段 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