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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
行政會議前見記者表

示，近期中央為港帶來的多項
惠港措施，都顯示中央對香港
的支持和關愛。他強調這些惠
港措施所帶來的凝聚力量很
大，產生的協同效應亦很大，
尤其是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
民將可獲簽發卡式證件，更是
政策突破。他還透露， 「得知
政策很受歡迎，網約方面已差
不多約滿。」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惠港措施所帶來的凝聚力量

很大，可以產生很大的協同效應。

▶非中國籍港澳永久居民申請來往內地通行證件反應
理想，網約已經差不多約滿。

特首：用好惠港措施 發揮好協同效應
外籍永久居民申內地通行證 網約爆滿

大公報記者 義昊、黃釔淼、吳俊宏、李清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兩周
年，良政善治，積極推動了

社會不同領域的發展。多位專家學者昨日接
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指出，香港過去長期奉

行 「積極不干預」 政策，事實上政府並不是 「越小越
好」 ，尤其近年面對內外形勢包括地緣政治，全球經濟
復甦乏力，還有來自美西方的打壓不利因素，特區政府
主動作為，成效顯著。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未來會全力發展經濟，
聚焦改善民生；強化自身優勢，發掘新增長點；把握國
家國際雙機遇，搭上國家發展快車。專家學者贊同，特
區政府應該繼續以積極有為態度，創新求變，強化自身
優勢，緊抓機遇，為自身的長遠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CEPA再優化 正敲定新協議文本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李家超

表示，國家商務部與特區政府就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CEPA）框架，磋商
內地對香港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的
新措施，作為三項惠港政策之一，
大致已達成共識。現時雙方相關部
門正敲定新協議的文本，完成報批
後將正式簽署和實施。屆時政府會
公布具體內容。

是次新開放的措施將集中於香
港具優勢的服務領域，例如法律、金
融、建築及相關工程、檢測認證等。
當中包括放寬業務範圍
的限制，以及便
利香港企業
和專業人

士在內地發展業務，以及在內地開設
企業和發展業務可獲得更優惠待遇。

在CEPA的框架下，貨物貿易方
面，內地對原產香港的進口貨物實
施零關稅。截至今年五月底，香港
累積批出接近25萬份CEPA原產地
證書，這些貨品的出口總值超過
1540億港元，累積節省的關稅接近
100億元人民幣。

而在服務貿易方面，內地對香
港服務業作全面或部分開放的服務部
門有153個，佔全部160個服務部門
的96%。截至今年5月底，香港已簽

發超過3400張《香港服
務提供者證明書》

予1970家香
港企業。

特區政府主動作為 施政成效顯著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2周年，積極作為，施政卓

有成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認為，香港過
去幾年的變遷，反映了在政治和經濟上都進入了一
個重要拐點。在政治上，香港擺脫了過去政治動
盪、管治失效、 「小政府、大市場」 、 「反中亂
港」 和外部勢力肆意干擾香港管治架構的正常運作
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中央積極行使 「全面
管治權」 、 「愛國者治港」 主政格局、 「行政主
導」 彰顯、行政立法良性互動、政府積極有為、管
治有效和政治穩定的局面。

劉兆佳指出，雖然香港與美西方的經貿聯繫在美
西方的打壓下有所削弱，但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
特別是東南亞和中東國家的經貿聯繫卻愈來愈密切。
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引導和扶持下，香港的產業結構
正在從過度依賴金融、地產等傳統產業向高增值和高
科技含量的方向轉型，香港在國家發展的新戰略中將
要承擔重大責任尤其在金融領域比如人民幣國際化，
而香港的經濟與內地經濟的整合程度亦會持續上升。

創科產業進展勢頭良好
劉兆佳表示，香港的經濟縱然碰到不少逆風，

但在中央的指導和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的不懈努力下仍然取得了一定進展，經濟正在緩慢
地增長、特區政府的 「搶資金」 和 「搶人才」 的計
劃取得不錯成效、新興產業特別創科產業的進展勢
頭良好。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的步伐正在加
快，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城市尤其深圳的關
係愈趨密切。

他相信，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成為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成員的機會相當大，意味
着香港將會從亞太地區的區域合作中取得更大的國
際經濟發展空間和動力。而在國家的持續不斷的改
革開放過程中，香港將得到源源不絕的發展機遇，
但香港也必須在制度、法律、政策、規則、教育、
培訓、政府施政和社會投入上作出艱辛的改革和提
升後才能把握好和用好那些機遇，才能讓香港可以
憑藉那些機遇為自己的長遠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大公報記者義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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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何
濼生教授向大公報記者表示，香港過去長期實行
「積極不干預」 政策，但近年來看到了變化。他
十分認同本屆政府 「積極有為」 的態度。何濼生
指出，從 「積極不干預」 到 「積極有為」 ，背後
的原因之一是市場失效。政府並不是 「愈小愈
好」 ，市場出了問題的時候，就需要政府出面處
理。如果一件事交給市場好，那就應該交給市
場，而如果市場做得沒那麼好，政府就應插手。

何濼生強調，在這當中有一條分界綫，政府
應該評估一件事的社會成本和社會效益。如果政
府能做到每件事的社會效率都大於社會成本，香
港就能夠保持競爭力，因此他很認同行政長官提
出要以績效為本。他指出，社會成本、效益與財
務成本、效益不同，如果對社會整體有好處，
「不一定賺錢先去做」 ，但仍需要照顧政府財政
的穩健性， 「不能為了追求效益而不顧成本，如
果一件事政府來做的成本效益不如私人市場，那
不如交給私人市場來做。」

特別照顧到基層兒童需要
在本屆政府的房屋政策方面，何濼生特別欣

賞社區客廳計劃，認為是很好的主意。根據資
料，本屆政府推出 「社區客廳試行計劃」 ，貫徹
政、商、民合作方式，由商界提供場地，關愛基
金提供資金，委聘非政府機構負責營辦，聚焦扶
助當區 「劏房」 戶。何濼生指出，社區客廳運營
的成本不高，但非常高效，照顧到了劏房戶，特
別是居住在劏房的小朋友的需求。不過，對於簡
約公屋，他則有所保留，特別是如果在一些貴地
皮建設公屋和居屋，他認為成本效益低，亦不利
於鼓勵自力更生，而應該考慮留給市場去調節。

本屆政府上任後積極 「搶企業」 、 「搶人
才」 ，扭轉了香港人口下降的趨勢。何濼生說，
這些都是需要做的工作，現在看到成果也不錯，
他很欣賞有關政策。何濼生認為，當下政府應該
繼續嘗試幫助市民自力更生，而不應該鼓勵 「躺
平拿政府着數」 的風氣。 大公報記者黃釔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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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亞太所名譽高級研究員羅祥國接受大公報記者
訪問時表示，過去2年，看到特區政府在多方面積極有為，制定
不同政策時，不會墨守成規，願意大刀闊斧，做到創新求變。他
期盼特區政府繼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創造新的發展動力。

特區政府在2022年公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為未來
五至十年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制訂清晰的發展路徑和系統的戰略
規劃。羅祥國說，新一屆政府上任後，在推動創新科技方面，不
遺餘力，無論在土地、資金、人才方面的招募都為創科產業打下
強大的基礎。在引入人才方面，特區政府在政策上大刀闊斧，有
不同的突破，包括高才通計劃，以及引入外來勞工。在房屋方
面，特區政府通過加強興建公屋、增加簡約公屋供應、優化劏房
及強化社區設施政策，使得基層住屋問題得以紓緩，在短期見到
成效，長期的規劃已都逐步落實。

倡拓更多航空協議
香港是國際航空樞紐，航空貨運業位居全球前列，作為研究

航空政策的專家，羅祥國告訴記者，香港航空業面對嚴峻的挑
戰，期望政府和業界共同攜手，提升香港競爭力，提升服務質
素。他指出，在 「十三五」 規劃下，珠三角機場群中，廣州、深
圳升格為國際航空樞紐，大灣區航空業將由三頭馬車共同推動，
大灣區三大機場在短途國際航線方面有明顯競爭，而在長途航線
上競爭亦不斷增加。他建議政府拓展更多航空協議。例如廣州機
場其中兩個長途航點─埃及開羅和伊朗德黑蘭，都有豐富的旅遊
資源，蘊含 「一帶一路」 的商機，政府和業界可以研究盡快啟動
航空協議的談判。此外，在現時不同國家的航權協議中，一些市
場的運力使用已飽和（例如法國、印度、印尼等），有需要進一
步拓展。政府必須積極爭取與有關國家簽訂更開放的航空服務協
議，以促進香港航空業的發展。

羅祥國續說，香港長期推動創科產業的同時，旅遊業是近期
拚經濟的焦點，因為政府認為更多旅客可為經濟帶來立竿見影的
益處。他認為，香港可以推動有限度的博彩業，設立賭場以及其
他服務業配套，同時發展會展業、體育業。 大公報記者吳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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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居民旅客行李
物品免稅額度提高到
15000元人民幣，有
利本港經濟。

自7月1日開始，內地居民旅客行李
物品免稅額度提高到15000元人民幣。
回應該額度是否有提升空間的問題，李
家超表示，香港須努力用好任何一個惠
港措施所帶來的機遇，利用社會各界的
靈活性、創新性和應變能力，將所有惠
港措施真正落到實處，帶領經濟發展。
他強調，這麼多惠港措施共同帶來的凝
聚力量很大，產生的協同效應亦很大。

創新求變振興旅遊業
李家超指出，特區政府鼓勵雙向的

人民流動，認為人民流動對於整體經濟
的發展有利，又表示既然免稅額提升至

15000元人民幣，業界
就 要 把 握 好 機

會，創新求
變，令旅客

滿意自身的服務水平，這樣才能真正把
所有惠港措施落實好，創造最大的經濟
效益。他亦強調，特區政府會不斷檢視
令香港發展經濟、旅遊等領域的措施，
與中央商討，以支持香港的發展。

李家超表示，其中一項惠港措施是
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將由7月10日起向非
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簽發一張卡式證
件，他們可以於五年有效期期間多次前
往內地，憑卡可於內地口岸自助通關，
不需要再走人工通道。

雙向人才流動利發展
李家超特別指出，這項措施是一項

政策突破，特別照顧非中國籍的香港永
久性居民，不限國籍發出卡式證件。新
措施鞏固並提升了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
勢，是 「一國之利、兩制之便」 的最佳
示範，亦會和國家在過去一年多以來

推出的多項促進 「南下、北上」
雙向人才流動措施產生協同
效應。他強調，政府會對外

國商會推廣

這項新措施，協助在港工作的外籍人才
利用卡式證件，更好把握國家高速發展
的機遇，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在被問到本港有不少非中國籍人士
擔心配額不足，以及證件簽發是否有配
額時，李家超表示會與中旅社不斷磋
商，聽取並反映意見，令整體申請程序
更加暢順， 「我亦知道剛剛推出的政策
相當受歡迎，網約方面亦已經差不多約
滿。」

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表示，中央
宣布非中國籍的港澳永久性居民可申領
回鄉證，外國商會對新措施的反應非常
正面，特別是多年來已有多間海外企業
落戶香港，有不少外籍高層在港居住，
甚至已經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認為有助
便利生意往來和吸引人才落戶。

此外，關於是否與內地方面商討延
長口岸開放時間的問題，李家超指出，
深圳市政府的計劃是希望盡快將口岸大
樓的維修及配套設施做好。至於有否其
他更方便旅客過關的安排，會繼續與相
關部門商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