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7周年酒會上致辭時表示，今天的香
港，機遇與挑戰並存，但機遇遠遠大於
挑戰，特區政府會繼續敢於擔當、善作
善成，帶領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在這個
經濟轉型期創新求變，發揮善拚敢贏的
精神。隨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成
功通過，完善地區治理， 「愛國者治港」
原則全面落實，香港迎來了回歸以來最
穩定、最利好的發展環境。香港能夠實
現由治及興，更加充分印證了 「一國兩
制」 的強大生命力，正如李家超特首在
媒體撰文所指， 「一國兩制」 是前無古
人的偉大創舉，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
優越性，長期堅持 「一國兩制」 這一好
制度，香港必然能夠實現由治及興。

當前國家正大力推動新質生產力發
展，中國式現代化穩步推進，將為香港
帶來龐大的發展機遇，加上有中央支持
以及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香港的機

遇遠大於挑戰。香港各界既要看到眼前
挑戰，更要看到史無前例的發展機遇，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一心一意
謀發展，不斷強化優勢，把握國家國際
雙機遇，香港前景必定風光無限。

交出了一份沉甸甸成績單
習近平主席在2022年 「七一」 重要

講話中對香港提出 「四點希望」 ，包括：
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斷增強發展動能、
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共同維護和諧穩定。
習主席更講到 「當前，香港最大的民心，
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
更寬敞一些、創業的機會更多一些、孩
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紀大了得到的
照顧更好一些。」 要求特區政府要做
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習主席
的 「四點希望」 為香港發展指明了方向，
提出了要求，充分展現對香港的支持和
關愛。

李家超特首領導下的特區政府，兩
年來以習主席的 「四點希望」 作為施政
藍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積極
作為，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在治理水
平上大幅提升特區政府的施政效率，完

善地區治理，理順行政立法關係，令政
府施政更加高效暢順。在發展動能上全
力拚經濟、謀發展， 「搶人才、搶企
業」 ，推動 「八大中心」 建設，果斷撤
辣推動樓市復常，不斷提升香港興的動
能。在排解民生憂難上，直面香港的房
屋等老大難問題，多管齊下增加房屋供
應，為市民提供更完善的福利，並通過
改革地區治理，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在
維護和諧穩定上，兩年來在特區政府的
帶領下，香港社會回復穩定，社會各界
團結一致謀發展。

在李家超特首的領導下，香港在多
個國際權威排名上都名列前茅，競爭力
和法治指數等處於全球前列，大量企業
選擇落戶香港，這既是對香港投下信心
一票，也是對特區政府施政表現的肯定。
兩年來，李家超特首按照習主席的指示，
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績單。

紫荊研究院調查發現，62.5%受訪
市民傾向滿意政府整體工作表現，對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的工作表現，傾
向滿意的有63.1%。星島新聞集團的問
卷調查亦顯示，滿意今屆政府和李家超
整體工作表現的比率，分別達66%和

68%，較去年同類調查的57.6%和58.7%
還要高。兩個民調數字都顯示李家超和
特區政府的表現得到超過6成受訪者認
同，更難得的是，兩年來儘管政府面
對不少硬仗，李家超特首民望仍然能
夠穩步上升，反映李家超特首的施政得
到主流民意的認同和支持。

三大工作方向以發展為主軸
固然，香港經濟面對不少挑戰，外

圍經濟仍未明朗，疫後經濟復甦未如預
期，內需市場亦面前嚴峻挑戰，但正如
李家超特首所講，香港機遇與挑戰並存，
但機遇遠遠大於挑戰，李家超特首以 「事
者，生於慮，成於務」 ，表示香港社
會要有大局意識，既看樹木更看森林，
站高看遠，站在國家發展全局及國際的
高度去處理問題。

「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 ，對
於香港發展必須有周密的思慮，更要務
實篤行。不能被眼前的困難所影響，香
港的挑戰是確實存在，但凡事都有一體
兩面，國家經濟升級換代，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不斷深化，香港的經濟腹地再不
是700多萬人口，而是8千多萬的大灣區，

更是14億人的市場，在中央的支持下，
香港的發展空間將無比廣闊，現在的問
題是如何把握，如何發揮香港獨特優勢
駕馭變局。

李家超特首在致辭中提到三大工作
方向：一是全力發展經濟、聚焦改善民
生。二是強化自身優勢、發掘新增長點。
三是把握國家國際雙機遇，搭上國家發
展快車。這三大工作方向，說明特區政
府將以發展作為施政主軸，利用當前有
利的發展時間，全力拚經濟、謀發展、
惠民生。香港作為國家 「外循環」 的重
要節點，不論是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
中國式現代化，都需要聯通國際國內的
資源，香港都可發揮重要的平台角色，
為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要發揮好香港的獨特優勢，正如
李家超特首在文章中所指，長期堅持 「一
國兩制」 這一好制度，把香港的獨特地
位和優勢鞏固好、發揮好，使一個個 「金
字招牌」 更加閃亮，香港必然能實現由
治及興，更可以為中華民族復興偉業作
出更大的貢獻。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香港總會會長

中央4天之內連出4項惠港政策！行政
長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中央將再送贈香港
兩隻大熊貓；國家出入境管理局昨日宣布，
港澳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國籍人員，可獲
簽發 「回鄉證」 ；日前，國務院商務部與
特區政府實質性完成CEPA下進一步開放
服務貿易的磋商；上周五，內地居民離港
的免稅額增至15000元人民幣。上述4舉
措，對於提振香港發展動能、增進香港凝
聚力、提高香港競爭力、強化香港互聯通
優勢，都有重要作用，充分說明中央對香
港的支持和關愛，也再次說明香港是祖國
的 「掌上明珠」 。有中央的支持，香港當
踔厲奮發，抓機遇全速向前。

一、送 「福」
昨天是香港回歸祖國27周年的大喜日

子，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慶祝酒會致辭時宣
布了一個好消息，中央同意再次送贈一
對大熊貓予特區，特區政府已與內地方
面展開對接，預計大熊貓幾個月後到港。
李家超對中央政府表示感謝，認為有關
安排充分顯示中央對特區的關心和支持。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相信，新
一對大熊貓的加入會為香港的旅遊業注
入動力。

香港先後共有4隻大熊貓，分別是：
安安、佳佳、樂樂、盈盈，前兩隻已經逝
世，帶給了港人無數回憶。未來新來的兩
隻大熊貓，不僅能讓樂樂、盈盈有新的夥
伴，也能為港人和遊客帶來更多的歡樂。
正如李家超所說： 「中央過去送贈的兩對
大熊貓陪伴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成長，是
大家的集體回憶。即將來臨的一對大熊貓，
將會成為香港人的親密 『家人』 ，帶給我
們歡笑和喜悅。」 特區政府已與港澳辦及
國家林草局展開對接，商討大熊貓赴港的

安排。在接下來的時間裏，特區政府及有
關部門要確保海洋公園做好照顧大熊貓的
各項工作，更應展開一系列的推廣活動，
借大熊貓抵港說好 「香港故事」 。

二、便 「行」
同一時間，內地出入境管理局公布，

由7月10日起，港澳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
國籍人員，可獲簽發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非中國籍）」 ，證件有效期5年，
持證人每次停留不超過90日，並可在口岸
履行指紋採集等手續後，經快捷通道通關。

這是一項極具突破性的政策，既體現
了中央對香港的 「偏愛」 ，也彰顯了國家
開放之門越開越大。新措施不限國籍和行
業，充分彰顯了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的
獨特地位，有助於香港繼續保持國際化和
多元化，為世界各地公司和人才落戶香港
提供巨大誘因。

這項便利安排與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
報告宣布的 「北上」 一簽多行措施相得益
彰，全方位回應了香港社會各界期盼。同
時，這對於香港 「搶人才」 、 「搶企業」
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未來特區政府要用
好這些措施，把握 「一國兩制」 賦予香港
特區的特殊角色和使命，為國家開放發展
作出更大貢獻。

三、增 「利」
昨日，國務院商務部發布，近日商務

部同相關部門與香港特區政府共同召開《關
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聯合指導委員會第三次高官會，實質性完
成內地與香港CEPA服務貿易協定新一輪
修訂磋商。雙方商定將加緊做好有關技
術準備並履行報批程序，盡早簽署和實
施協議。這將為更多港資港企港專業人
士進入內地龐大市場，提供更多的便利和
優惠。

過去21年以來，CEPA鞏固了香港聯
通內地與世界各地之間的橋樑角色，提升
香港的競爭力。據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
處資料，從2003年簽訂CEPA至2022年6

月期間，外來投資者在香港成立地區總部
和辦事處的數目，由5414間增加至8978
間，19年來增幅約66%，對香港貢獻巨大。
CEPA服貿協議的新一輪修訂將進一步深
化內地與香港的經貿合作，使業界獲得更
廣闊的發展空間，更好把握國家高速發展
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策略帶來的龐大商機，
具有重大意義。

四、免 「稅」
6月28日，財政部、海關總署、稅務

總局發布關於提高自香港澳門進境居民旅
客攜帶行李物品免稅額度的公告，對自香
港、澳門進境，年滿18周歲的居民旅客，
攜帶在境外獲取的個人合理自用行李物品，
總值在15000元以內的予以免稅放行。特
區政府估計，這將極大刺激香港的旅遊零
售市道，每年將為香港額外帶來最高176
億元的消費額。

今年首五個月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上升。
截至5月底，訪港旅客總數達1800萬人次，
較去年同期增加高達78%，其中內地旅客
錄得138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74%。大幅提高免稅額，將吸引更多遊客
來港，進一步鞏固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旅遊
樞紐的地位。

從今年初開始，中央惠港政策不斷出
台。例如，在較早時間，內地 「個人遊」
城市從49個增至59個、中證監5項措施支
持龍頭企業赴港上市、延長訪港商務簽注
逗留期限、開通北京和上海與香港之間的
高鐵動卧列車等等。正如夏寶龍主任所言：
「中央挺港措施陸續有來。」 中央關心香
港、支持香港，絕非虛言，而是體現在方
方面面。但有中央的支持還不夠，關鍵是
香港要自強不息，要把握住中央政策所帶
來的機遇，不斷強化自身競爭力。

香港有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有
中央的全方位支持，有各界團結一致，前
途一片光明。什麼 「玩完論」 、 「絕望
論」 ，在香港由治及興歷史進程中，不過
是可笑的插曲。

把握最好發展時機 謀發展強優勢抓機遇

當地時間6月27
日，美國總統大選迎

來首次候選人電視辯論，
這是一場乏善可陳又引人注目的政治鬧劇。

正如《紐約時報》報道，這是尋求連
任的美國總統拜登和尋求重返白宮的前總
統特朗普辯論，兩人從政策辯論轉移到個
人行為的來回反擊。特朗普攻擊拜登的失
誤，而拜登指責特朗普的罪行，像極了兩
枚 「劣幣」 主演的政治鬧劇。

本次辯論，舉辦方CNN不僅未設現場
觀眾席，而且通過控制辯論人麥克風防止
現場失控。相比以往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
論時間，本次拜特辯論的時間也明顯提前。
有分析認為，CNN現場不設觀眾席，控制
辯論節奏，是為了不讓拜登出醜；辯論時
間趕在特朗普7月份被量刑之前似乎又是對
特朗普的 「照顧」 。CNN為二人 「開小
灶」 ，不是公開公正，而是美國主流媒體
和美國政治的合流。辯論現場沒有觀眾參

與，更顯美國政界媒體的沆瀣一氣與墮落。
相比奧巴馬總統之前的美國大選年，雖然
兩黨候選人不乏互相攻訐，但候選人的辯
論激情澎湃，而且還有現場觀眾觀摩，以
及和主持人的熱絡互動。黨同伐異也好，
媒體偏好也罷，或者民眾立場不同，但大
選年還是能夠呈現出一些看點。現在看來，
為了避免二人的拙劣表現，舉辦方也不得
不採取各種措施，防止辯論現場變成美國
醜聞。不過，這種遮醜手段只是掩耳盜鈴。

表情木訥說話磕磕碰碰的拜登和表情
誇張好鬥逞兇的特朗普，讓全球5000多萬
電視觀眾既感覺好笑又感覺很不舒服。支
持拜登的美國人擔心拜登說錯話現場丟醜，
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人焦慮特朗普無遮攔的
大嘴巴會被主辦方 「關咪」 ；其他各國的
觀眾本想看一場激情政治戲，二人的乏味
表演又讓其倍感失望。

儘管惡評如潮，美國和世界都難以逆
轉2024年美國大選兩枚 「劣幣」 對決的現

實。在此情勢下，辯論的主題反而被忽略
了，兩個人的老邁不堪、家庭醜事和個人
醜聞反而被高度聚焦，而這，恰恰強化了
二人 「比爛」 的糟糕現實。

談經濟治理，拜登在列舉其任內 「經
濟成就」 的同時，不忘批評特朗普任內的
「混亂」 ；特朗普則辯稱自己任內 「一切
很好」 ，並猛批拜登任內物價高企，高通
脹讓美國人 「沮喪」 。問題來了，現任和
前任總統，孰是孰非？都對，不合邏輯；
都錯，是美國之錯，也是美國民主之過，
更是美國民眾選擇失誤。糟糕的是，今年
大選，美國人大概率還要在這兩人之間選
一位。不管選誰，按照拜特邏輯，兩人在
經濟治理上都乏善可陳。

這也意味着，兩位候選人無法帶給美
國人確定性的經濟增長預期，經濟前景模
糊，社會民生也失去願景，但美國人又不
得不 「二選一」 。這才是美國人最大的悲
哀，有民主自由卻無 「良幣」 可選，這是

拜登和特朗普 「比爛」 的底氣，也是美國
民眾的無奈。

談社會治理，無論是移民政策還是墮
胎權利，兩人都難以逆轉驢象兩黨的政策
理念，只會讓美國政治更極化、社會更撕
裂。但無論是移民政策的寬與禁，墮胎權
的權利爭議，拜登的基本盤都要守住所謂
「白左」 群體，特朗普則要穩固 「紅脖子」
鐵票支持。在稅收政策上，拜登的富人加
稅和特朗普的減稅，並不能引發美國人的
共鳴。這種稅收政策的 「加減法」 ，與其
說是刺激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還不如說
是二人以此為自己「加分」為對手 「減分」 。

談外交政策，拜特二人難以取信美國
人，反而帶來更多困擾。在巴以衝突上，
二人不敢觸碰美國猶太人團體的逆鱗，因
此都表示支持以色列，但兩人對內塔尼亞
胡政府卻不敢公開支持。在俄烏衝突上，
特朗普直言一旦當選即在就職典禮前結束
衝突，相比拜登支持對烏軍援，特朗普帶

來的轟動效應更大。但是，拜登在此問題
上的 「軟弱」 和特朗普的 「強硬」 ，也引
發歐盟和北約成員國的極端擔憂。雖然歐
洲在任政客大多對此緘默，但有分析認為
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歐洲都要建立獨立
的安保力量。顯然，美國這個保護傘，對
歐洲來說越來越不可靠了。

上述關鍵政策，拜登和特朗普都是自
我吹噓地各說各話，然後就是攻訐對方。
這樣的兩個老邁政客，顯然無法帶給美國
希望和願景。諷刺的是，兩黨依然屬意二
人角逐總統，是兩黨沒有可用之才？還是
美國人只是所謂民主的看客，抑或美國總
統只是利益集團擺放到前台的提線木偶？
或者是美國要通過拜特二人擺爛的方式，
體現美國體制的糾錯能力──總統雖爛但
美國正常運轉？不管如何，熱鬧喧囂的美
國大選越來越像荷里活 「爛片」 ，場面宏
大，但導演、編劇、演員，沒一個看得下
去！ 國際關係學者

國際關係
張敬偉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27周年酒會的致辭中透露，預計香
港本地生產總值今年全年的正增長會在
百分之2.5至3.5之間。這意味着香港經
濟在過去兩年實現U轉──從2022年本

屆特區政府上任之際的3.7%負增長，到去年轉為3.3%的正增長，並繼續保
持良好的增長勢頭。更重要的是，兩年間市民收入明顯增加，全職僱員月入
中位數從兩年前的約21000元上升至今年首季的23500元，上漲2500元，增
幅達到11%。

無論是代表香港經濟整體水平的GDP增長率，還是關係到市民獲得感
的收入中位數，都雄辯地證明了本屆政府發展經濟的政策路向正確，成效已
現。行政長官在昨日發表的重磅文章《香港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 實踐取得
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 「一國兩制」 巨大優越性不斷彰顯》中，歷數香港多
個引以為傲的 「金字招牌」 ，而這些 「金字招牌」 在過去幾年中含金量更高，
也更為耀眼。

善於謀劃 不懈實幹
《管子》有曰， 「事者，生於慮，成於務」 。香港經濟目前出現的良好

勢頭，與本屆政府善於謀劃、不懈實幹有着密切關係。
回顧過去兩年，特區政府重點針對土地、資金、人才和技術四大生產要

素，主動謀劃，積極求變。土地開發方面，備受矚目的 「北部都會區」 正在
全面推進，新田科技城有望成為早收項目；資金方面，特區政府銳意開拓新
的疆域，深耕東南亞、中東市場，通過家族辦等措施，吸納新的投資入港；
人才方面，本屆政府推出多項搶人才計劃，包括全新的 「高才通」 計劃，同
時優化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等，並取消優
秀人才入境計劃配額，截至3月底， 「高才通」 計劃共收到約77000宗申請，
約62000宗已獲批；技術方面，香港業已是亞洲最大的生物科技投資中心，
而本屆政府上任後成立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則選定包括人工智能（AI）
在內的硬科技、生命科技，以及新能源或綠色科技作為投資目標，預告每季
均有項目落成。

更為重要的是，本屆政府的經濟發展邏輯逐步推進重大的轉變。要而言
之，一是在高效市場的基礎上努力探索 「有為政府」 之有為；一是在聯通世
界的基礎上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服務國家戰略，亦從國家發展之中汲取
新的發展動能。這兩大轉變所帶來的紅利，正逐步釋放出來。

在香港回歸祖國27周年之際，中央政府宣布了多項令人鼓舞的新經濟
政策：一是內地與香港實質性完成CEPA服務貿易協議新一輪修訂磋商，有
望盡早簽署和實施；一是港澳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國籍人員將可以申辦來往
內地通行證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政策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惠港政策，而是
在國家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之下的雙向奔赴，同時惠及內地與香港發展的政策。
7月中旬，隨着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將以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措
施開闢中國式現代化的廣闊前景，而香港勢必會從中得到更強的發展動能。

香港正思研究院

香港經濟生於慮而成於務4天連出4措施 中央挺港出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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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有如一齣荷里活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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