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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資越南環保製衣廠 廢水排放近零
越南改革開放以

來，吸收大批港商到當
地投資設廠。行政長官李家超昨率領代表團
參觀港資製衣企業聲白集團於胡志明的廠
房。該廠特點是高度自動化，令人印象深
刻，李家超亦拿起成品了解其品質，又大讚
「款款都鍾意，但今次來並非購買，係來參
觀交流。」

李家超鼓勵該公司繼續向越南和東盟夥
伴說好香港故事。他又在廠內植樹，寓意隨
着樹木茁壯成長，港越雙邊關係可以穩步的

發展。

生產奧運港隊領獎服胸章
該公司代表介紹，其總部在香港，在胡

志明市有兩間製衣廠和一間布廠，河內有一
間製衣廠，當地員工約8000人，單計胡志明
這工廠每月可生產90萬件成衣製品，又為奧
運港隊領獎服生產胸章和頸後繡花。

與傳統製衣廠不同，該公司特點在於善
用環保技術，具多項專利技術，其中一項是
透過可循環非水介質代替水進行活性染料染

色，可有效解決高污染和高耗水等問題，令
用水量大降95%，鹽用量更大大減少，廢水
排放近零。

有從事成衣的團員參觀該廠後，大讚設
備自動化程度高，又特別重視環保，是越南
政府最想引入的高增值企業，加上善待員
工，屬當地良心企業。他坦言，越南有很多
製衣廠，但不少仍技術含量不高，若不能朝
自動化生產發展，在工資不斷上升情況下，
未來經營只會愈來愈困難。

大公報特派記者 李永青

着重環保

▲聲白集團位於胡志明的工廠每月可
生產90萬件成衣製品，更為今屆奧運
會港隊領獎服生產胸章和頸後繡花。
行政長官李家超（前右）到訪參觀。

大公報特派記者 李永青（文） 何嘉俊（圖）

透視東盟機遇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指
出，要完善推進高質

量共建 「一帶一路」 機制。
香港積極響應國家發展大
計，行政長官李家超本周率

領代表團展開東盟行，馬不停蹄地推廣香港的優
勢，為香港謀發展、謀機遇。他這種為香港未來
發展不辭辛苦、奔波拚搏的精神，感染着訪問團
的團友。香港 「一帶一路」 總商會理事會會長鄭
翔玲和建銀國際董事長栗潛心接受《大公報》專
訪時表示，是次訪問成果斐然，大家一定會全力
以赴推動香港經濟不斷向好發展。

繼去年7月
訪問新加坡、印

尼、馬來西亞後，行政長官李家超再
次率團訪問東盟（老撾、柬埔寨、越
南），並簽署逾50份合作備忘錄。香
港 「一帶一路」 總商會理事會會長鄭
翔玲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讚揚是次
東盟之行可謂成果斐然，不但充分體
現特區政府敢於擔當、善作善成的務
實工作作風；尤其是李家超奔跑拚搏
的精氣神給了他們所有人極大的激
勵，大家將全力以赴做好香港的經濟
發展。

鄭翔玲指出，香港與東盟可以說
是好鄰居、好夥伴、好朋友，經貿交
流由來已久，合作基礎扎實。東盟是
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也是香港第三
大出口市場。老、柬、越三國總人口
達到1.2億，不僅是具有巨大經濟潛力
的新興市場，也都是共建 「一帶一
路」 倡議的國家，當地華人華僑同胞
數量眾多。她認為，大力發展與東盟
國家的夥伴關係，不僅對於香港而
言，是巨大的機遇，對於祖國也有着
巨大的意義。

善用資源 助力國家擴大開放
作為 「一帶一路」 總商會理事會

會長，鄭翔玲這次隨團參訪，既感到
非常榮幸，同時也體會到了肩頭的責
任重大。她進一步指出，東盟向來是
商會工作推進的重點地區，強調會號
召所有成員企業扎根香港、深耕香
港，充分發揮在金融、貿易、航運和
中西文化交流等領域優勢，不斷加強
與東盟的合作，同時作為連接東南亞
與祖國的地理和心理上的橋樑、紐
帶，也讓東盟國家的企業、科研和文
化機構更加便利地與祖國加強合作，
互利共贏，助力香港拓展以東盟為代
表的 「一帶一路」 市場，暢通雙方的
交流與合作，助力香港 「超級聯繫
人」 和 「超級增值人」 的地位進一步
彰顯，也為國家擴大開放作出更大貢
獻。

擔任香港中華聯誼會會長的鄭翔
玲補充說，會帶領香港中華聯誼會的
所有會員，利用各自資源，在促進香
港與東盟三國的經貿合作、文化交流
和人員往來等方面作出更大貢獻。

商界：特區政府務實擔當 深化東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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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一帶一
路」 總商會理事會副

會長、建銀國際董事長栗潛心是次隨東盟
訪問團出行，她形容收穫滿滿，成果頗
豐。栗潛心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說，
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高規格的特區政府代
表團和商業代表團出訪，充分體現了特區
政府對中央戰略的積極策應和高效落地。
香港作為環球資本市場的樞紐城市和「超
級聯繫人」，必將在幫助國家「走出去」、
「引進來」 方面發揮重要的橋樑作用。

香港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完善金融
基礎設施，龐大貿易投資網絡和國際一流
的金融、物流及專業服務，是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重要橋樑，是 「一帶一路」 建
設責無旁貸的排頭兵。栗潛心指出，建銀
國際將積極發揮根植香港的在港中資投行
專業優勢，深入挖掘東盟國家商業機遇，
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尋求更多互利共贏的
合作空間，為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助力共建 「一帶一路」 做更多貢獻。

栗潛心進一步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區位優勢和經濟及營商環境均具
強勁競爭力。香港擁有全亞洲最大的資產
管理市場，以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

心，能滿足東盟地區股票融資、債券融資
等資本需求。此外，包括老撾、柬埔寨、
越南三國在內的東盟國家與香港地緣相
近、人緣相親，正在構建新型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在這一大背景下，建銀國際作為
中國建設銀行全資擁有的在港投行旗艦，
擁有完整的投行產業鏈，可為全球優質企
業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

提高中資銀行在國際的競爭力
這次行程中，建銀國際分別與三個國

家、四家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當中不乏
包括當地知名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翹楚。
栗潛心代表公司分別與老撾Phongsavanh
集團、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有限公
司及ACLEDA銀行、越南VinaCapital就雙
方戰略合作簽署合作備忘錄。

栗潛心指出，此行是建銀國際落實國
家戰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提高中資銀行參與
國際競爭能力，助力地
區間合作的又一重要舉
措。出訪的成果也必將
對香港與東盟國家合作
發揮積極作用。

▲建銀國際董事長栗潛心表示，建銀國際可為
全球優質企業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

掃一掃有片睇

▲香港 「一帶一路」 總商會理事會會長鄭翔玲（左二）隨團參訪，
讚揚李家超（中）為香港謀發展的拚搏精神。

促進發展金融機遇

掃一掃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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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網絡安全
成立僅一周的特區政府數字

政策辦公室動作不斷，昨日與警
方合辦首屆 「網絡攻防精英培訓
暨攻防大賽」 ，還將於11月舉辦
「香港網絡安全攻防演練」 ，邀

請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參加，模
擬真實網絡攻擊進行攻防實戰。
這些活動對提升香港網絡基建和
安全、強化風險應對意識和能
力，具有重要作用。

上月微軟系統因為更新問題
而引爆全球藍屏事件，香港不少
企業以至機場等重要基建也深受
其害。事實上，過往香港的重要
基建和大型機構也多次傳出系統
故障或資料外洩等問題，甚至有
個別事件衍生成商業罪案。

僅是今年頭兩季，警方便已
錄得超過16000宗科技罪案，損失
金額達26.6億元。而值得留意的
是，當中有大約三成的案件，與
網絡安全有關，其中黑客直接入
侵系統的案件便有30宗，較去年增
加一倍，造成逾300萬元損失；勒
索軟件相關案件亦有26宗，最高金
額更達7800萬元。

香 港 作 為 一 個 國 際 金 融 中

心，向來以高效、安全著稱，若
網絡安全漏洞持續存在，無疑會
對本港聲譽構成嚴重影響，更損
害到市民使用網絡的權益。

其實香港要保障網絡安全，
缺的從不是技術基礎或配套，而
是確保安全的意識和危機應變能
力。一如早前香港機場系統發生
故障時，補救方法竟然是轉用手
寫方式發布航班資訊。這種落後
方法不應出現在全球其中一個最
繁忙的機場，更不應該出現在香
港這個國際交通樞紐。

正所謂 「居安思危，思則有
備，有備無患」 。 「數字辦」 舉
行 「實戰攻防演練」 ，不同於從
「硬件 」 上立法制定要求和罰

則，而是由 「軟件」 上提升政府
及不同機構的緊急應變能力，確
保業界能始終維持專業高效素
質。

在數字化時代，不論是保障
營商環境還是維護市民福祉，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把握應
對網絡安全的主動權，提升有效
應對能力，既是長遠也是當下迫
切的工作。

深耕東盟意義大 香港角色更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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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結束對老撾、
柬埔寨、越南的訪問。這是他上任兩年
來的第三次東盟之行，至今已訪東盟十
國中的七國，對於提升香港角色地位、
拓展未來發展空間、強化區域合作具有
重要意義，充分體現了本屆特區政府識
變求變、積極作為的施政作風。事實說
明，擁有 「一國兩制」 優勢的香港，仍
然具有無可取代的優勢，未來要進一步
用好獨特地位和角色，深化細化相關合
作協議，以更多更新更實的舉措，推動
香港實現更好的發展。

李家超在總結行程時，認為此行共
有三大成果，包括達成廣泛共識、簽署
豐實協議、擴闊商業網絡。但如果從更
長的時間範圍、更廣的空間而言，此行
有兩大意義尤其值得肯定。

一是大幅強化香港地位。首先體現
在會見規格前所未有，例如，在老撾分
別與總理宋賽和副總理沙倫賽會面；在
柬埔寨，分別與首相洪瑪奈、副首相韶
索卡會面；在越南分別與越南國家主席
蘇林及副總理陳流光會面。每到之處，
基本上都是與當地最高領導人會見。其
次體現在對香港加入RCEP的明確支持
態度上。這是中央政府大力支持香港拓
展對外交流合作的有力體現，也說明香

港絕非西方所抹黑的 「邊緣化」 ，地位
不僅沒有弱化，反而不斷加強。

二是大幅提升合作層次。李家超此
行在三個國家四個城市訪問，出席了超
過30場活動，還參觀多間企業和 「一帶
一路」 項目，與眾多商界人士見面互
動，結交新朋友，鞏固舊感情，促進人
文交流。但更重要的是，不是 「務虛」
式合作，在簽定的55份合作協議或備忘
錄中，涉及金融、貿易、基建、教育、
專業服務、文化合作等等，不論是層次
還是範圍都堪稱前所未有。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等 「八大中心」
的角色，再次得到了彰顯。

特區政府深耕東盟，這是形勢使
然，也是責任所在。當然，要用好當前
的大好機遇，不能停留在協議本身，必
須要有具體落實的舉措。未來要着重做
好兩方面工作。

細化協議，早見實效。2022年11月
李家超首訪泰國後，香港金管局便與泰
國中央銀行在一年後推出 「轉數快×
PromptPay」 ，實現兩地之間跨境二維
碼支付互聯。這就是有效落實的很好例
子。此次簽署協議多達55份，許多未必
能在短期內見到成效，這就需要持續有
效的政策推動。例如，此次港大與理大

分別與當地三所大學和兩間中學合作，
加強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交流，有關部門
也要考慮如何 「借力」 ，以進一步提升
香港作為區域專上教育樞紐的地位。

設立機制，有效對接。在一系列訪
問推動之下，香港與東盟間的關係從未
像今天這般緊密，而未來雙方的各層次
合作也將不斷增強，如何善用當前的大
好機遇，用好外訪帶來的有利空間和相
關資源，需要有力的統籌協調機制。這
方面可以借鑒共建大灣區的經驗，以東
盟專員或辦公室的形式，加強未來的政
策合作和措施對接。這是進一步提升香
港角色的有效途徑。

香港當前迎來嶄新的發展機遇。剛
閉幕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
定》，強調中央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
制」 方針，全力支持香港充分發揮獨特
地位和優勢，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中心地位，打造國際高端人才
聚集高地，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
作用。這對香港發展給予了更大的支
持。特區政府和各界，要以扎實的工作
貫徹落實三中全會精神，把事情一件件
做起來，不斷擦亮香港的一張張 「金字
招牌」 ，在提升自身發展的同時，為國
家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作出新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