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
次全體會議（簡稱 「三中全會」 ）18日勝
利閉幕，引起香港社會高度關注。會議對
全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特別是
會議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並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
牽引，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設更
高水平的新體制，這為中國式現代化指明
了正確方向。對於香港來說，要緊緊抓住
三中全會重大機遇，為香港經濟的未來發
展注入澎湃動力。

香港在國家經濟中的特殊地位
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自

回歸以來始終保持着高度自治和獨特經濟
地位。香港自由開放的市場環境、完善的
法制體系、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以及與國際
規則的無縫對接，使得香港成為全球重要
的金融、貿易、航運和服務中心。過去幾
十年，在國家改革開放的壯闊洪流中，香

港一直扮演着積極角色。而作為內地聯通
世界的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
人」 ，香港更發揮着 「走出去」 和 「引進
來」 的重要作用。香港要牢牢把握國家進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所
帶來的重大機遇，繼續發揮好 「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更好地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改革開放與香港發展的機遇
回顧歷史，香港的每一次飛躍都與國

家的改革開放密不可分。三中全會將經濟
體制改革作為牽引，旨在進一步解放和發
展生產力，這對香港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
戰。香港需要抓住這一歷史機遇，除了深
化與內地的經濟合作、積極參與國家發展
戰略之外，更需要發揮其聯通世界市場的
關鍵角色，如此才能實現香港經濟的持續
繁榮和穩定。

鞏固優勢產業
金融是香港的支柱產業之一。近年

來，中央推出一系列惠港措施，如 「債券
通」 升級、 「跨境理財通」 優化、實施港
澳居民購房支付便利化政策等，極大地提
升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今年1月，

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決定推出 「三
聯通、三便利」 共六項政策舉措，進一步
推動了內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這些舉措
不僅增強了跨境金融合作，提升了市場流
動性，還優化了金融環境和監管體系，為
香港在全球金融版圖中繼續扮演關鍵角色
提供了有力支撐。

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和物流中心，其地
位不可動搖。隨着 「一帶一路」 倡議和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香港與內地
的貿易和物流合作將更加緊密。香港可以
充分發揮其作為國際貿易樞紐的優勢，加
強與內地的互聯互通，推動貿易便利化，
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貿易效率。同時，香
港還可以利用自身的金融、法律、企業管
理等專業服務優勢，為內地企業提供更加
全面的貿易支持。

創新和聯通世界
創新科技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

要引擎。香港在科技創新領域具有獨特的
優勢，包括完善的科研設施、高素質的人
才隊伍以及與國際接軌的科研環境。近年
來，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出
台了多項政策措施，例如發展 「總部經

濟」 、擴大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
推進 「新型工業化」 、醫藥研發、新能源
交通等新興策略產業發展等。這些舉措為
香港經濟的轉型升級注入了新的動力，也
為香港青年提供了更多的創業和就業機
會。

此外，香港還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鞏
固和擴大與東盟、中東等地區的貿易往
來。同時，香港還積極爭取加入《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以進
一步拓展國際貿易空間。這些舉措不僅提
升了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也為香港經濟的
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展望未來：香港經濟的新機遇與新
挑戰

隨着三中全會勝利閉幕和一系列改革
措施的落地實施，香港經濟將迎來新的發
展機遇。首先，香港可以更加深入地參與
國家發展戰略，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 倡議等，以更加積極的姿態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其次，香港可以充分
利用自身的制度優勢和國際化營商環境，
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和人才流入，推動經
濟的高質量發展。最後，香港還可以加強

與內地的合作與交流，共同應對全球經濟
挑戰和不確定性因素，實現互利共贏的局
面。

然而，香港經濟也面臨着一些挑戰和
不確定性因素。如全球經濟形勢的不確定
性、國際貿易環境的複雜多變以及地緣政
治風險等。因此，香港需要保持高度的警
惕和敏銳的洞察力，及時調整經濟政策和
發展戰略以應對各種挑戰和風險。

三中全會的召開為香港經濟的未來發
展注入了新的動力。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我堅信在國家的支持下香港一定能夠
抓住歷史機遇，繼續發揮其獨特優勢，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實現經濟的持續繁榮
和穩定。

最後，我想借用《周易．象傳》中經
典名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來互勉，希望在歷史不斷前進運行的洪流
中，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能自強不息、團結
奮鬥，深入學習及落實三中全會精神，把
握中國式現代化機遇，為香港的經濟社會
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攜手共進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18日在北京勝利閉幕，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
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
（下稱《決定》）。全會充分肯定二十屆二中全會以
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明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2035年全面建
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面對國內高質量發展遇到卡點和瓶頸、國外地緣
政治格局複雜的形勢，習近平主席帶領中央全程擘畫、
組織調研，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深刻把握國內外發展
大勢，此次三中全會上系統地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發
展改革路線，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全面部署民生、
教育科技、人才、民主法治等各領域的改革，深化黨
的建設制度改革，掀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篇章。

三中全會公報及《決定》將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
放在優先位置，提出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
公有制經濟發展，促進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為民營
企業等各種所有制經濟注入新的發展動能。

營商環境發展空間持續改善
《決定》共提出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其中包

括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推進能源、鐵路等行業自然壟
斷環節獨立運營和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要為非公
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提供更多機會，支援有
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制
定出台民營經濟促進法。

值得留意的是，《決定》特別提出，防止和糾正
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嚴懲侵犯各種所
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在中央強調積極擴
大國內需求、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
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環境下，民營企業家要發
揮不服輸的奮鬥精神，增強信心和創新意識，迎接持

續改善的營商環境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決定》同時對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擴大利用

外資作出了重要部署，包括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進
一步放寬市場准入，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主
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完善來華經商及旅遊人
員居住、醫療、支付等便利制度，切實保障外資企業
國民待遇和合法權益，高品質共建 「一帶一路」 。

國家商務部近期表示，中國將一視同仁支援內外
資企業參與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以政
策和實際行動一併向外資企業明確釋放積極友好信號，
鼓勵外資深耕中國市場，加大在華投入，分享中國發
展新質生產力的巨大機遇，共同成長。

香港特區作為國家 「十四五」 規劃中確立的 「八
大中心」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擁有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獨特的地理位置、高度法治化、市場化、
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專業服務水平享譽全球，在以上
重點提及的協助國家對接國際標準、支持非公有制經
濟發展及吸引外資等方面都能發揮充分作用。

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首先，香港多年來保持高度自由開放的優勢，與

國際規則暢順銜接，在相關方面有豐富經驗；同時，
民營經濟在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香港能在金融、
法律、會計、諮詢、管理等方面提供充足支持。此外，
在促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香港可以繼續發揮橋樑
作用，特別是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東盟地區國
家做好民間外交，講好中國故事。

香港一直是內地最大的境外投資來源地。多年來，
香港成熟開放的股票市場，成為內地企業集資的重要
來源，一代又一代香港實業家是積極回內地投資建廠
的先驅者，如今更應該積極探索投資機遇，參與國家
現代化建設。

此次三中全會在關鍵時期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展示了中央對全面
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定決心和信心，舉國上下為之
振奮。香港一定要抓緊大好機遇，以自身所長、服務
國家所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新突破。

全國政協常委

有話要說
葉建明

港事港心
施維雄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 助力香港經濟新飛躍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於18日勝利閉幕，
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
《決定》是中國新時代深化改革開放的宣
言和號角，是回應時代呼應，大步邁向新
征程的里程碑文件，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
黨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堅定決心和歷史
擔當。

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貢獻國家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

三次全體會議公報》總共約4500字，但內
涵豐富、深刻，是指導建設中國式現代化
的綱領性文件，讀來令人振奮，增添信心。

香港也需要認真領會公報精神，跟隨國家
新一輪風起雲湧的改革開放大潮，抓住機
遇，發展香港，貢獻國家。

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統
部署。從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時間表，必須遵循的理論思想、需總結和
運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全面深化
改革的寶貴經驗，以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的內涵、要求等方面進行了全
方位的要求與部署。

全會指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
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
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
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奠定堅實基礎。要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聚焦發展全過程人民
民主，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聚焦
提高人民生活品質，聚焦建設美麗中國，
聚焦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聚焦提高黨
的領導水平和長期執政能力，繼續把改革
推向前進。到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
務。

全會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
明標識。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
持以開放促改革，依託我國超大規模市場
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穩步
擴大制度型開放，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深
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優
化區域開放布局，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 「一
帶一路」 機制。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時代條
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正如

習近平主席所說， 「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
特色，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最鮮明的
旗幟。」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
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中國的改革不會停頓，
開放不會止步。」

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
共產黨就高舉起改革開放的大旗，為中國
發展帶來了巨大動力，令中國創造了一段
波瀾壯闊的高速發展歷史。改革開放，改
變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

助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當前，中國正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目標是11年後的2035年基本實現社
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
創性事業，有許多未知的領域，未走過的
道路，不會一帆風順，很可能遭遇各種艱

難險阻，甚至經受驚濤駭浪的考驗。此時
此刻，更需要總結和運用改革開放以來全
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進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高質量對外開放，把改革開放進一
步推向前進。如此，方能一如過去40多年
那樣，在探索中創造出一個更具活力，更
有競爭性，更多發展機遇的國家，方能逢
山開路遇水搭橋，直面並解決各種困難，
達到理想的彼岸。

香港當前的發展也進入關鍵時期。國
家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給香港啟示，也
是榜樣。過去40多年，香港受益於國家改
革開放。未來，用好 「一國兩制」 優勢，
在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國家一道推
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上，香港必然
有重要角色，也要抓住千載難逢的歷史機
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
務副理事長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於7月18日勝利閉幕，
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為新時代全
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統部署。本人認真細讀三中全
會公報後認為，香港特區已進入全新機遇期，
各界更要把握機遇、主動作為，書寫出體現香
港特色、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的新篇
章。

細讀公報，金句不斷。其中讓我印象最為深
刻的、最能闡明 「全面深化改革」 本質的金句
是——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
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闢廣闊前景。

對此，《決定》制定了清晰的 「任務圖」 和
嚴格的 「時間表」 ——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
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2029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決定》提出的
改革任務。換言之，對香港特區而言，全新機遇
的 「窗口期」 只有5年。書寫 「香港篇章」 既要
出彩，也要緊盯進度，否則將再失機遇。

化被動為主動敢於創新突破
細讀公報，更要清醒。本人留意到，最近十

多年，觀察內地發展迅猛且質量頗高的城市、區
域乃至省份， 「遊戲打法」 跟以往有了很大變化。
敢於創新、勇於改革、頂住壓力 「革自己的命」 ，
最終能闖出新天地，同時在某些領域給國家率先
探索了經驗，許多 「打法」 化為國家級改革的規
則篇章。同時，上述地區更能率先佔領高地， 「虹
吸」 最優質的可持續資源，從而讓自己的日子愈
發滋潤，讓別人羨慕。

這是香港特區值得認真學習，值得進行 「香
港特色」 借鑒落地的 「打法」 。長期以來，香港
在集聚資源、資金、人才等方面做得可圈可點；
中央一直支持和關愛香港特區，不斷出台挺港惠
港措施。這是優勢，但倘若因此失去了自主能動
性，逐漸失去為國家、也為自身進行改革和創新
的動力，也不盡然是好事。

細讀公報，把握機遇。本次三中全會的最大
特點是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統部署——不是一

兩個領域，而是全面科學的規劃；認真把握各個
領域的具體任務，其中許多領域正是香港所擅長。
換言之，我們已進入全新機遇的 「窗口期」 ，此
刻 「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的具體 「打
法」 跟以往大有不同，更需要香港化被動為主動，
更要求特區各界敢於去創新、突破、改革。

例如，《決定》關注到 「科技革命和產業變
革」 ；要求 「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
境」 ；更首次將教育、科技、人才融為一體，要
求 「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 ；
同時強調 「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
革」 ……

制定規劃強化「聚寶盆」作用
顯然，隨着 「一國兩制」 制度行穩致遠，在

香港特區的實踐進入新階段，香港作為連接中外
的可靠橋樑和 「超級聯繫人」 ，作為資金、資源、
人才、科研、高等教育的獨特 「聚寶盆」 ，作為
在財稅、金融領域建立了獨特體系的經濟體，機
遇更多，可發揮的角色也更大。建議我們要在不
斷發展的過程中多回顧、多總結經驗，制定
好、實施好繼續創新和改革的規劃，從而為
國家的改革貢獻經驗，更能強化自身的 「聚
寶盆」 作用。

又例如，《決定》體現了國家提升營商環境
的決心。關注到 「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 ；
又聚焦於 「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
以及 「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對於
公有制以外的市場實體，承諾 「毫不動搖鼓勵、
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致力於 「保證
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
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要求 「增強
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各股力量往同一處地方
發力而避免互相牽扯掣肘；要求 「穩步擴大制度
型開放」 ，用制度去鞏固信心和預期……

我們知道，我國在面臨各種挑戰的大環境下
依然取得巨大的發展成就，原因是執行力超強。
《決定》提及的每個細節，決不會流於字句。對
香港特區而言，每字每句都可以是機遇；對香
港各行各業來說，能否從《決定》中把握準確
的風向和航向，將決定日後 「食粥」 還是 「食
飯」 。

全國政協委員、大灣區進出口商業總會
名譽會長

進入全新機遇期 各界需主動作為三中全會重經濟重開放
發揮獨特優勢香港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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