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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率團明起訪問東盟三國拓商機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明日

率領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依次訪問三個東南
亞國家聯盟（東盟）成員國老撾、柬埔寨和越
南，向當地政商界介紹香港的優勢和最新發
展，為香港開拓商機，建立更廣泛的聯繫和網
絡。

李家超表示，東盟是香港的第二大貿易
夥伴，去年的雙邊貨物貿易額達1446億美

元，佔香港對外貿易總額接近百分之十三，是
具有龐大經濟潛力的新興市場。這是他上任以
來第三次訪問東盟國家，顯示香港重視與東盟
的合作。

商界逾30代表同行
香港特區代表團成員包括財政司副司長

黃偉綸、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任葉文娟、 「一帶一路」 專員何
力治、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和政府新聞處處
長廖李可期。

代表團成員亦包括30多位來自工商、金
融服務、運輸、物流、創新科技和旅遊等不同
界別的高級別代表。

李家超將於7月28日及29日訪問老撾，7
月30日上午轉往柬埔寨訪問，7月31日下午再

轉抵越南繼續訪問行程。其間，李家超將與當
地政商界領袖會面，介紹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及可為東盟
帶來的機遇、經貿聯繫和廣泛商機。他亦會到
訪當地企業和大型基建項目，開拓合作空間。

李家超將於8月2日晚上返抵香港。在他
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署理行政長官
職務。

大公報實習記者 汪澤妍（文）
大公報記者 林少權（圖） 林少權、鄧浩明（視頻）

在26日舉行的 「香港新質生產力研討會」 上，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表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

在要求，三中全會強化、深化改革，因地制
宜是落實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詞， 「因地
制宜，就是結合先進生產力與地區的特點，
按照自身優勢和實際情況，找準自己的定位
和發展方向，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

「香港新質生產力」 研討會由治港新
政、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資訊科技行業委員
會、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香港都會大學
合辦。陳茂波致辭表示，香港優勢的根本
是 「一國兩制」 ，在複雜的外圍環境下，
香港自由港、法治體制和高度國際化特色
顯得更突出，資金、貨物、人才、資訊和
數據自由流動，實行普通法，法制優良，
聚合全球最頂尖的金融機構和人才，而香
港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人才匯聚，基礎
研究水平突出，有關優勢讓政府更清楚香
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具體方向。

三方面推進AI在港發展
陳茂波指出，香港在人工智能（AI）

和數據科學均十分有競爭力，其中在AI方
面，香港從通用大語言模型到垂直應用，
AI的快速發展正在賦能產業，提升生產
力，創造新業態。發展人工智能，最重要
有三大元素：數據、算力和算法，香港都
具備有利條件。在數據方面具有明顯優
勢，能便捷取得國際數據，同時有中央相
關部委支持下，內地的數據也可以逐步有
序安全地來港，而香港數碼港正建設超算
中心，最快今年下半年開始使用，都有利
於香港進行AI大模型的研發和訓練。

陳茂波表示，可從三方面推進有關工
作：首先，積極利用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的優勢，強化對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全方位

資金支持。其次，加強
企業和人才匯聚。第
三，不斷深化與大灣區
兄弟城市協作，用好中
央的政策，以河套區、
北部都會區等作為平台
進行更緊密協作，為灣
區的新質生產力和高質
量發展增添動能。

港擁天時地利人和優勢
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致

辭表示，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決定》，《決定》三次提及香港優勢，香
港在改革開放中是積極參與者從未缺席，
要作出更大貢獻，現時新時代下要發展新
質生產力。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資訊科技行業委員
會主席孟樹森博士致辭表示，香港發展新
質生產力有 「天時地利人和」 的優勢。
「從天時來看，香港正搭乘國家發展的快

車，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從地利來
看，香港擁有先進的研發能力，豐富的人
才資源和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擁有發展新
質生產力的基礎條件；從人和上來看，香
港開啟了愛國者治港的嶄新篇章，良好的
政風帶動社風民風。香港社會已經凝聚起
了拚經濟謀發展的強大共識。」

因地制宜 落實發展新質生產力
研討會專題探討 專家籲找準定位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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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國情研
究院院長胡鞍鋼昨天

出席 「香港新質生產力」 研討會時表
示，根據國家 「十四五」 規劃提到要
深入成為製造業強國，要促進國內大
循環之外，亦要促進國際大循環，他
強調兩個循環相互關聯，所以香港的
地位作用不是下降，而是不斷提升。

胡鞍鋼解釋，要成為製造業強
國，應當要保持製造業佔世界比重基
本穩定，亦要形成中西部地區轉移，
形成國內大循環，更重要是促進國內
的企業向海外投資和轉移，形成國際
大循環。

胡鞍鋼指出，中國的人均GDP已

大幅上升，令中國接近成為中等發達
國家，預計2035年中國人均GDP能超
過3萬美元。他表示，發展新質生產
力離不開全面實現科技現代化。在人
力資源、研發產業和科技創新方面，

中國擁有強大優勢。中國的研發人員
從2020年的509.2萬人年，上升到
2023年的660.0萬人年；中國科技期
刊的文章發表數佔世界的比重從2010
年的16.0%上升至2020年的22.8%，
相當於美國的將近1.5倍；在產出方
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國際專
利申請國。

胡鞍鋼非常看好香港，他說，二
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
場，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
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
通等等，未來香港將在國家的改革開
放中發揮獨特作用。

大公報實習記者 汪澤妍

香港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獨特作用

掃一掃有片睇

▲陳茂波昨日出席香港新質生產力研討會，活動由 「治港新政」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資訊科技行業委員會、香港都會大學和清華大學國情研究
院聯合主辦。

我看三中全會

聚集國際高端人才 有賴共同努力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為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作出謀劃部署，為未來指明
方向。內地港人團體選委、香港

內地經貿協會會長黃炳
逢昨日向大公報記者分

享對三中全會《決定》的感受，表示深刻認識國家
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香港必須善用 「一國兩制」
優勢，更有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要保持中西
薈萃的獨特氛圍，成為國際高端人才的聚集地，需
要政府層面的政策支持，更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
力。

充分學習全面深化改革精神
「親身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改革開放的初心、

長期堅持的決心、不斷完善的毅力。」 上世紀90年
代，黃炳逢長期在北京工作，其後頻密往返京港兩
地，他親身見證國家如何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不斷
成長壯大，而個人事業也在當中起伏跌宕，持續發
展。他說，特別感受到國家在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
環境時，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
我們能夠取得一系列成就的關鍵。

在談及香港的長遠發展時，黃炳逢認為，香港
必須充分學習三中全會的全面改革精神，敢以新思
維、新體制、新手段、新人事來深化改革。他回憶
起當初作為內地港人團體選委，曾就特區過去 「議
而不決」 、 「決而不行」 的現象建言獻策：唯穩唯
變、必行必果！他認為，現屆特區政府確實改變
了，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特別辦好了幾件大
事，包括最終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等維護國安工
作、把創新科技發展推向新高度、大力吸引人才及
企業落地等，正踏上由治及興的道路。

黃炳逢進一步指出，香港要想在國際舞台上繼
續發光發熱，必須發揮好 「一國兩制」 獨特優勢，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他看來，香港的獨特之
處在於具有中西文化融會的獨特氛圍，這是吸引高
端人才的重要法寶，這一特色必須得到維護和發
揚。他說，香港應該成為國際高端人才的聚集地，
這不僅需要政府層面的政策支持，更需要社會各界
的共同努力。

「香港的未來取決於每一個香港人的共同努
力，只有攜手並進，才能書寫香港更加輝煌的篇
章。」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胡鞍鋼表示香港可以在國家的改革
開放中發揮獨特作用。

◀▼黃炳逢表示，
香港要保持中西薈
萃的獨特氛圍，成
為國際高端人才的
聚集地，需要社會
各界的共同努力。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

特稿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律政司司
長林定國昨日完成為期三日新加坡訪問行程，
他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今次自己首度出訪新
加坡，基本上已達到兩大目的。一是向其他國
家地區政府法律部門的新知舊雨，介紹香港最
新的情況，以及討論一些大家都關心、涉及解
決國際法律爭議的熱門議題。二是拜訪新加坡
司法界的領導及不同法律機構，親身深入了解
新加坡如何推廣及發展其國際法律服務。

林定國表示，新加坡和本港都是實行普通
法制度的國際城市，就國際法律服務方面而
言，兩者可說是亞太區的前列分子，難免不少
人喜歡把新加坡和本港比較。他認為競爭是自
然不過的事情，競爭是進步最大的動力；絕對
不能忽略雙方有雷同但亦有各自獨特的優勢，
絕對有互相合作優勢互補的空間，因此須虛心
接受新加坡在某些方面的而且確有本港值得參
考和借鑒的地方。

林定國昨日出席了由新加坡總檢察署舉辦
的第一屆首席法律顧問論壇，探討國際投資爭
議解決等議題，又設閉門圓桌會議，讓超過20
個來自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代表，就國際法律及
爭議解決服務交流意見。出席的代表包括來自
南美的阿根廷及智利、中東沙特阿拉伯及巴
林、南亞的印度及孟加拉、東南亞的馬來西
亞、越南、泰國等地。

官方搭台 助港商闖東盟
行政長官李家

超將於周日（7月28
日）率領特區代表團

訪問老撾、柬埔寨和
越南，為香港開拓商機，建立更廣泛的聯繫和
網絡。

香港與東盟國家之間，無論在地理位
置、歷史聯繫、華人華僑的人脈關係等，向
來十分密切，香港長期充當東盟國家與內地
聯繫的門戶及中間人角色。與新加坡、馬來

西亞、泰國、印尼等相對成熟的東盟國家比
較，老撾、柬埔寨和越南三國，是東盟地區
的新興市場。由於基數較低，發展速度也較
快，中產階層快速增長，創造大量商機。

老撾、柬埔寨和越南與其他東盟國家比
較，在各類型投資、金融、專業服務、教育等
方面的發展潛力及增長幅度更高，只要政府發
揮好官方搭台角色，為商界提供準確有用的訊
息，精明的香港商人必定把握好難得的機遇，
搭乘國家 「一帶一路」 倡議的經濟快車。

透視鏡
蔡樹文

林定國總結訪星：兩地可合作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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