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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港發揮優勢 當好超級聯繫人
第五屆一帶一路稅收徵管合作論壇在港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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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出席聯合國未來峰會：大國要做世界團結推進器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當地

時間9月23日，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紐約
出席聯合國未來峰會，發表題為《把握
共同命運 共創美好未來》的致辭。

王毅指出，未來承載着人類發展的
希望。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舉
行未來峰會，發表未來契約，為世界和
平發展凝心聚力，為人類前途命運擘畫
藍圖，具有重要意義。人類只有一個地
球，各國應當齊心協力，精心呵護地
球家園。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重大理念，以及高質量共建 「一
帶一路」 、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
議、全球文明倡議，為應對人類共同挑
戰提供新方案，為建設美好世界繪就新
藍圖。

王毅闡述了中方的四點主張：
要建設和平安寧的未來。當今世界

變亂交織，風險挑戰層出不窮，沒有任
何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國際社會加
強團結合作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
各國應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
的安全觀，以對話解爭端、以協商化分

歧、以合作促安全。大國尤其要作出表
率，打破地緣政治小圈子，超越衝突對
抗小集團，做世界團結的 「推進器」 、
國際和平的 「壓艙石」 。

要建設發展繁榮的未來。世界發展
到今天，各國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的大
船上，要共享發展機遇，謀求合作共
贏。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讓人民享
有發展成果，讓各國實現共同繁榮。片
面追求贏者通吃，執迷打造 「小院高
牆」 ，只會禁錮自己、割裂世界。

要建設公道正義的未來。各國無論
大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
國際上的事情要由各國商量着辦。要推
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強化國際法
治權威，抵制恃強凌弱的叢林法則，反
對單邊制裁等霸權行徑，維護發展中國
家正當權益。

要建設更加美好的未來。新一輪科
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為人類社
會和全球治理帶來全新機遇和挑戰。要
與時俱進，開拓新疆域新實踐，追求更
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中國支持聯合

國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發揮主渠道作用，
將提出 「人工智能能力建設普惠計
劃」 。要鼓勵青年發揮創造力，為推動
人類社會進步貢獻青春力量。

願攜手各國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王毅強調，今日之中國，正在堅定

不移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偉業，這將為世界和平與
發展提供新機遇。我們願同世界各國攜
手同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
創更加和平美好的明天。



稅務數字化 節省人力資源
【大公報訊】記者蔣去悄報道：香港稅

務局副局長陳施維在論壇上表示，數字化發
展有助稅務局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提供更高
效的稅務評估，允許企業在任何時間地點處
理稅務事項，無需親自排隊向稅務局提交納
稅申報表，將節省出的人力資源投入到其他
安排中。他指出，稅務局及企業在推行數字
化的過程中會面臨挑戰，例如許多從業者習
慣使用紙質文件，不願意在稅務申報中做出
改變，而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有可能面

臨資源不足的問題，需要稅務局提供支持。
他表示，稅務局將與利益相關方舉行更多接
觸、諮詢，為業界提供支持，並從大型企業
開始階段化推行。

埃及稅務局副局長埃爾薩耶德．薩卡爾
相信，數字化轉型能從多個角度惠及稅務領
域，不僅優化服務、提升溝通效率，有助納
稅人實現成本效益，更通過電子化的遠程辦
公程序，減少腐敗和糾紛，並建立信任。他
建議，業界可以制定數字化轉型的目標和路

線圖，用更先進的技術強化基礎設施，並建
立機制進行監督。

國際稅收與投資中心主席丹尼爾．威特
提到，稅收政策應當有助於政府投資重要項
目、僱用工人，從而提振經濟，兩者應當保
持一致。他認為，能促進經濟增長的稅收政
策應當具備四大特點，包括對所有納稅人公
平；能預測納稅人推動投資的努力；便於理
解以達到高水平的合規性；足夠簡單，便於
稅務機構管理。

合作機制五周年 架起促進經貿暢通橋樑
【大公報訊】2024年9月24日至9月26

日，第五屆 「一帶一路」 稅收徵管合作論壇
在香港舉行。春發其華，秋收其實。今年是
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新十年的起點，也是
「一帶一路」 稅收徵管合作機制成立五周
年。五年多來，中國稅務部門堅持以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與各
國稅務部門、相關國際組織和學界業界攜手
同行，推動 「一帶一路」 稅收徵管合作機制
建設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為各方架起了一
座促進經貿暢通、提升稅收治理能力的橋
樑，共同繪就了一幅跨越山海、美美與共的
壯闊畫卷。

跨越山海， 「一帶一路」 稅收徵管合作
機制如春風化雨，推動破解一個個跨境稅收

難題。合作機制運行5年多來，共建 「一帶
一路」 國家稅收營商環境持續優化，不僅推
動越來越多的企業積極 「走出去」 ，也吸引
着越來越多的外資 「引進來」 。數據顯示，
2018年-2023年，中國與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貨物貿易從1.9萬億美元增長至2.8萬億
美元，年均增長8.1%，佔比由40.6%提高
至46.6%。中國對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直
接投資累計超過1800億美元，年均增長
5.9%。

奏響各方合奏交響曲
國際稅收與投資中心主席丹尼爾．威特

表示，自2019年建立以來， 「一帶一路」 稅
收徵管合作機制始終致力於提升各國稅務部

門能力水平，創造增長、投資友好型稅收營
商環境。他認為，在推動全球貿易和投資增
長中，合作機制的影響力將會進一步擴大。

「一帶一路」 稅收徵管合作機制發起於
中國，機遇和成果屬於世界。 「一帶一路」
稅收徵管合作機制在各方支持下，正迸發出
旺盛的生命力。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
中國稅務部門將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黨的
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以更高站位、更寬視
野、更實舉措，在全球稅收治理的舞台上與
更多國家（地區）攜手相伴，同向而行，將
這首各方合奏的交響曲彈奏得更加響亮，共
同創造 「一帶一路」 稅收合作更加繁榮美好
的未來！



▲第五屆 「一帶一路」 稅收徵管合作論壇9月24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圖為出席嘉賓合影。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9月24日下午，第五屆 「一帶一路」 稅收徵管合作論壇
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開幕，來自近50個國家和地區

的稅務部門負責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等13個國際組織，40餘家中外跨國企業代表共
500餘人出席論壇。與會代表聚焦 「深化稅收徵管合
作 服務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 主題，共商 「一帶
一路」 稅收合作美好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
家超出席開幕式並致辭。

李家超指出，香港作為中國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與大部分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法律制度相似，支持
資訊、貨物和人員自由流動、提供簡單稅制及高度開放
和國際化的市場，而相關優勢也確保了香港作為超級聯
繫人及超級增值人的角色。

大公報記者 蔣去悄

李家超表示，中國香港很榮幸舉辦今年的 「一帶一路」 稅收徵
管合作論壇，聯合共建 「一帶一路」 經濟體，攜手為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作出貢獻。在 「一國兩制」 的基本原則下，香港同時擁有全
球優勢和中國優勢，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共建 「一帶一路」 中扮
演着關鍵角色。自2003年以來，香港已簽訂50項全面避免雙重課
稅協定，其中超過60%是與共建 「一帶一路」 經濟體簽訂的。香港
將繼續致力於擴大稅收協定網絡，打造透明和公平的稅收政策，加
強與共建 「一帶一路」 經濟體的聯繫與合作。

各方增進聯繫 應對風險挑戰
格魯吉亞稅務局副局長帕塔．基拉澤表示，隨着國際社會相互

聯繫日益緊密，通力合作、互惠共贏已經成為各國稅務部門應對風
險和挑戰的時代訴求； 「一帶一路」 稅收徵管合作論壇作為國際稅
務領域的一個關鍵平台，能夠幫助合作各方增進聯繫、交流經驗、
凝聚共識，並通過協作找到應對風險挑戰的有效方案。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胡靜林表示，在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
的引領下， 「一帶一路」 稅收徵管合作機制已走過五年多的發展歷
程，各方攜手共進，取得了豐碩成果。中國稅務部門全面落實歷屆
論壇達成的系列共識，深入推進依法治稅，嚴格規範稅收治理方
式，深入推進以數治稅，切實提升稅收治理效能，深入推進從嚴治
稅，有效防範稅收治理風險，深入推進協同治稅，持續凝聚稅收治
理合力，積極作務實高效合作機制的建設者、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營商環境的維護者和加強全球經濟稅收治理的貢獻者。

堅持開放包容 強化合作機制
胡靜林強調，世界經濟正經歷曲折的復甦過程，和平、發展、

合作、共贏的趨勢不可逆轉。各國稅收制度和徵收管理的差異性對
跨境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具有重要影響，深化稅收徵管合作
對消除跨境貿易投資壁壘、促進全球經濟包容性增長、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具有重大意義。中國國家稅務總局願與各方一道，在
深化稅收徵管合作上同向而行、持續加力，不斷推動共建 「一帶一
路」 實現新發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貢獻。

胡靜林就進一步深化 「一帶一路」 稅收徵管合作提出了三點倡
議：一是堅持開放包容，持續強化合作機制建設。不斷拓展合作機
制 「朋友圈」 ，加強稅收政策和徵管協調對接，將合作機制打造成
國際一流的多邊稅收合作平台。二是堅持交流互鑒，不斷提升稅收
徵管能力。加強學習培訓、課題研究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助力各
方進一步提升稅收徵管能力，推動全球稅收治理更加公正合理。三
是堅持合作共贏，攜手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圍繞提高稅收確
定性、優化稅收營商環境等重點，推進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
層次的合作，為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貢獻更多更大稅務力量。

中國首列氫能城際動車問世 行駛零排放今年國債支持設備更新總投資近8000億
【大公報訊】記者任芳頡北京報

道：國家發改委24日召開專題新聞發
布會，介紹大規模設備更新行動的最新
進展。

國家發改委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
司司長劉德春表示，目前，1500億元
支持設備更新的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
已分2批全部安排到項目，共支持了工
業、環境基礎設施、交通運輸等領域的
4600多個項目。初步測算，今年國債
資金支持的設備更新項目，總投資近
8000億元，可以帶動各類設備更新超

過200萬台（套），形成節能量2500萬
噸標準煤／年。

住房城鄉建設部城市建設司一級
巡視員邢海峰介紹，各地自籌資金400
多億元投入建築和市政基礎設施設備更
新。全國累計完成6400多座供水廠、
污水處理廠等設施相關設備更新；完成
住宅老舊電梯、供排水設備、環衞設
備、建築施工設備、生命線工程等方面
2100萬套／件（計數包含整體設備中
部件）設備更新；完成建築節能改造
2200萬平方米。

【大公報訊】記者丁春麗報道：
24日，由中車青島四方股份公司自主研
製的中國首列氫能源智能城際動車組
CINOVA H2在柏林國際軌道交通技
術展發布。該車採用氫動力，行駛全程
實現 「零碳」 排放，而且運行速度、載
客能力、續航里程等關鍵性能優於國際
同類產品。

該車採用4輛編組，全列最大載客
量超過1000人。配置高達960kW的大
功率氫燃料電池，持續運營時速160公
里，最高運行時速可達200公里。列車

擁有全球最長的續航里程，以時速160
公里、120公里、80公里運行時，續航
分別達到1200公里、2000公里、3000
公里。同時加氫速度快，列車注滿一次

氫氣只需要15分鐘。
車上氫燃料電池整個反應過程只生

成水，車輛行駛全程 「零」 碳排放，不
產生任何空氣污染物。中車四方主任設
計師梁才國介紹，按照年均運營30萬公
里估算，該車每列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約730噸，相當於植樹造林567
畝。

◀中國首列氫能源智能城際動車組
CINOVA H2在柏林國際軌道交通技術
展正式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