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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再送贈一對大熊貓給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昨
日下午與太太啟程到四川，商討大熊貓赴港安

排，今天將率團前往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
地，了解大熊貓的護理、飼養和赴港安排等細節。全國
人大常委李慧琼期望這對大熊貓可以在國慶前抵港，並

希望來港的大熊貓不止兩隻。
有成都市民向大公報記者表示，成都熊貓基地景點門

票、大熊貓標誌打卡地等，每天都會吸引眾多遊客排隊，
常常 「打蛇餅」 ，這是 「熊貓經濟」 的成效體現，相信大
熊貓赴港不僅是人文交流，也對旅遊業有促進作用。

特首今赴都江堰 商大熊貓來港安排

迎接新成員



▲行政長官李家超與太太昨日抵達四川展開大熊貓之
旅，四川省政府官員到機場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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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大熊貓
為港人帶來無限喜悅

來自中國大
熊貓保護研究中

心的一對大熊貓快將前來香港定
居。這是香港特區迎來的第三對大熊
貓。

1999年，大熊貓 「安安」 「佳
佳」 抵達香港海洋公園，拉開了中國
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與香港海洋公園
合作開展大熊貓保護研究的序幕。香
港海洋公園具有國際一流的大熊貓保

育經驗和技術力量，兩隻大熊貓均屬
高壽離世。牠們深受香港市民喜愛，
深化了香港與內地的情誼，成為港人
集體回憶。

兩地深化合作 建立深厚情誼
2007年，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

心的又一對大熊貓 「樂樂」 「盈盈」
定居香港海洋公園至今，深化了大熊
貓保護合作，建立起深厚的合作情

誼，促進了兩地人文交
流。

這次中央決定再送一
對大熊貓給香港，特首親
自赴四川商討安排，顯示
雙方合作躍上新台階。據
了解，兩地將在大熊貓飼
養管理、人工繁育、疾病
防治、保育研究、宣傳教
育等領域加強合作，助力
提升大熊貓保護研究水
平，進一步加強內地與香
港的交流與聯繫。
大公報特派記者 湯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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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日，中央政府送贈給香港特區的大熊貓 「盈盈」 和 「樂樂」 在海
洋公園開始與香港市民見面。左一為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保育大使劉德華。

▲成都市民王小姐指着商廈外 「大熊
貓」 爬樓標誌。

◀李家超與太太欣賞四川的精彩民俗表
演。

▲成都市面充滿着大熊貓元素，一片歡樂氣氛。

安 安

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分享表
示，自中央再送贈一對大熊貓給香港的消
息公布後，香港市民都翹首以待。為表示
隆而重之，特首和太太親自來到四川。今
次行程將重點商討和了解大熊貓赴港的整
體安排，特首感謝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長
普布頓珠先生到機場迎接。他亦感謝四川
省和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對送贈大熊貓給
香港特區的重視和支持；並感謝國務院港
澳辦派官員來到四川，推動大熊貓新家庭
成員早日到港的安排。

今天特首將率團前往中國大熊貓保護
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了解大熊貓的護
理、飼養和赴港安排等細節，以及國家在

大熊貓保育和研究領域的最新進展，希望
將這些寶貴經驗帶回香港，進一步提升香
港的大熊貓保育工作。

成都爬樓大熊貓成地標
網約車司機吳師傅是成都本地人，他

對大公報記者表示，著名熊貓網紅 「花
花」 就在成都市的熊貓基地，每天都有許
多遊客慕名前來；而位於成都太古里IFS國
際金融中心的大熊貓爬樓標誌，是成都地
標性建築之一，近年來亦成為網紅打卡熱
門地，也是 「必排隊」 的打卡點。

吳師傅認為，這些景點門票、打卡熱
點、文創產品、熊貓主題的食品，都在促

進成都旅遊業的發展。
成都市民向大公報記者表示，大熊貓

到香港，是兩地人文交流，
血脈相連的體現，也能
促進香港旅遊業的發
展。

據悉，李家
超今次將會在四
川訪問三日，會
到中國大熊貓保
護研究中心都江
堰基地，周二結
束 行 程 回
港。

成都市民：熊貓經濟有助振興旅遊業

掃一掃有片睇

李慧琼盼不止兩隻來港

樂 樂

外資淨流入
過去的一年，香港金融市場

充滿挑戰。一些人擔心的 「外資
撤退」 是否出現？所謂 「國際金
融中心遺址論」 有沒有根據？證
監會將於本月發表2023年度的《資
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報告》，
將給出答案。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昨日發
表的網誌中，率先披露了一組數
據。去年香港股市整體上下跌了
一成多，但香港管理的資產不減
反增，超過31萬億港元之上，增幅
為2.1%，當中三分之二的增長來自
香港以外的投資者；私募基金管
理的資金規模去年亦錄得穩健增
長，規模超過17000億港元，穩坐
亞洲區第二把交椅；受惠於私人
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強勁
表現，去年錄得3900億港元的淨流
入，比2022年增加3.4倍；在香港
註冊成立的基金的資金淨流入為
870億港元，按年勁增90%。

更多的資本正在流入香港。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實施

四個多月，收到近4000宗查詢，
340多宗正式申請，特區政府原則
上批准了117宗個案。若這300多宗

全部獲批，以3000萬港元的投資門
檻計算，預計為香港帶來逾100億
港元的收入。

還有，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居
民的儲蓄不斷上升，在兩地金融
市場互通不斷深化和擴容下，更
多大灣區內地居民有意將部分資
產配置在香港，這有助香港資產
及財富管理市場的發展。跨境理
財通2.0版今年二月底生效，參與
計劃的個人投資者增至42000人，
涉及的資金跨境匯劃金額亦增加
了440億港元。

數據不會說謊。外部勢力拚
命鼓吹 「外資撤出」 徒勞無功，
所謂 「金融中心遺址論」 亦是欺
人之談。

這組數據亦證明，香港完善
維護國安機制提高了投資者的信
心，一些西方金融機構驚呼的香
港取代瑞士成為全球最大財富管
理中心，正不斷成為現實。香港
與瑞士現時管理資產的差距本來
就不大，此消彼長之下，香港有
望在外界普遍預測的2027年或之
前，成為全球財富管理中心的
「一哥」 。



同舟共濟 適當調整公屋租金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下周審議今

年公屋租金的檢討結果，如果建議上
調租金並不令人意外，相信政府的方
案是權衡利弊後的最佳選擇，不會對
租戶構成太大的負擔。事實上，香港
釐定公屋租金早有一套成熟的制度，
對於有特別困難的租戶，會有相關豁
免及補貼方案，還會推出體恤措施，
相信有關調整會得到租戶的理解及公
眾的支持。

香港約270萬人居住於公屋，佔全
港總人口的36%。公屋租金每兩年檢討
一次，以貼近市場變化及通脹，但因涉
及面廣，每次檢討都備受輿論關注。新
一輪檢討在本年中期舉行，各界預期租
金上調是大概率的事。

一方面，香港過去兩年累積了一定
的通脹；另一方面，私人樓租金在多項
因素影響下持續上升。根據市場調查，
去年私樓租金整體上升6.8%，而今年有
望再增加一成。在大嶼山的東涌，一個
約400呎的單位，月租已達18000元，市
區租金只會更高。反觀同等面積的公
屋，租金約2000元左右，即使公屋租金
按機制最多增加一成，同私人市場相比
仍是差天共地。

最重要的是，得益於經濟復甦，香

港工資收入在過去兩年間持續上升，足
以抵銷公屋租金的加幅。去年，香港打
工仔平均加薪4.1%，今年平均加薪
3.2%，可見公屋加租不至於對租戶構成
太大壓力。

更何況，特區政府有租金援助計
劃，特別有困難的公屋租戶可獲租金減
免，現時有2萬多戶符合資格。特區政
府還有租金津貼計劃。過去的財政預算
案常有公屋免租舉措，今年的財政預算
案仍為公屋租戶提供差餉寬免。有關措
施，確保香港不會出現租戶交不起租金
的情況。

公屋是為低收入家庭設立已久的安
全網，也是一大德政。公屋租金是政府
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三年新冠疫情期
間，特區政府動用巨額公帑支持工商業
及大手筆 「派糖」 ，導致政府庫房連年
錄得巨額赤字。在2024/25財政年度，
預計仍有數百億元赤字。香港開源節流
的選擇有限，提高一些公共服務的收費
是必然之舉。特區政府早前宣布，明年
開始，分三年增加資助大學學士的學
費，每年增幅5.5%。上調公屋租金，也
是遲早的事。房委會一早警告，如果不
提高公屋租金，今年將錄得逾10億元虧
損，若加租1成，有助房委會的正常運

作。
誠然，不管公屋租金上調多少，

都會有人不滿。也總會有一些人站在
道德高地，不問情由，反對特區政府
的任何加租安排，甚至會用上 「雪上
加霜」 、 「百上加斤」 等煽情字眼。
但事實上，相比無法享受公屋的劏房
戶，公屋居民幸福得多。劏房面積狹
小且環境惡劣，有些小到連轉身都困
難，但平均租金5000元，比公屋租金
貴約1倍。以呎價計，劏房租金更堪比
豪宅。劏房戶是香港社會最困難的一
群，也是最需要社會關心、政府關照
的一群。特區政府加快建造公屋、提
供簡約公屋、落實較為嚴格的公屋富
戶政策等，都是為了縮短最基層市民
的上樓輪候時間。公屋適當加租，讓
政府有更多資源建造公屋，也是維護
社會公平的應有之義。

一言以蔽之，公屋加租既是尊重制
度，也是連年財赤之下的迫不得已。但
考慮到租戶實際情況，消息指原定今年
10月落實的加租方案，將推遲至明年1
月，庫房將因此少收五、六億元。特區
政府展現擔當，香港社會也要體現責任
感，同舟共濟，支持合情合理可負擔的
加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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