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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17日上午在京出席民
營企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這次與會
的主要是民營經濟掌舵人，都是國家新質
生產力的代表。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充分
體現中央對民營企業發展的關懷和支持，
充分肯定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
確中央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並抓
好6個方面政策舉措支持企業，極大地振奮
了各界的士氣和信心，讓企業真正吃下定
心丸、安心謀發展！

習主席的重要講話激勵民營企業再建
新功，更特別提到民營企業還要拓展國際
視野，增強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形成
更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創
科企業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
培育更創科企業壯大發展，需要為他們提
供更有力的支持，營造更有利的土壤，政
府也要更好地發揮引導推動作用，內地的
成功經驗值得特區政府借鏡。建設 「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 是香港高質量發展的重中
之重，香港應用好河套園的發展機遇，汲
取杭州等成功城市的經驗，充分結合 「有
為政府」 和 「高效市場」 ，多策並舉積極
扶持創科企業成長。

提供寬鬆政策和稅務環境
近期出自民營企業之手的DeepSeek和

《哪吒2》橫空出世，受到全球關注，更令
到民營企業在國家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再
次凸顯，尤其在中美科技競爭的大環境之
下，民營企業接連成功突圍，對於中國經
濟的高質量發展，提振市場信心，都有重
要的推動作用。這次習主席出席座談會，
既是對民營企業所取得成績予以肯定，更
是表達對民營企業的支持，激勵企業再接
再厲，實現跨越式發展。

民營經濟一直是中國經濟的重要一環，
中央一貫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正如習主席
在會上強調： 「黨和國家堅持和完善社會
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
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
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近年中央不斷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
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的靈活與創新，從而在
發展上實現彎道超車。其中，DeepSeek就
以低成本開發出不輸於世界前列的AI大模
型。這個 「大資料」 + 「大算力」 + 「強演
算法」 結合的產物，從來都是美國一枝獨
秀，但DeepSeek卻一舉打破了美國的壟
斷，震驚美國政商界。其他如製造人形機
械人產品的 「宇樹科技」 、開發現象級國
產遊戲《黑神話：悟空》的公司遊戲科學
等，都在各自領域上實現跨越式發展，成
為國家發展新產力的生動註腳。

事實證明，中國人的才智不輸於外國，
中國企業更具有國際先進的競爭力，關鍵
是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引導。就如杭州這
個城市近年成功湧現了多間極具潛力的科
企，當中有開發機器人，有聚焦研發雲設
計軟體系統，也有深耕腦機介面領域等，
這六間企業被稱為 「杭州六小龍」 。

這樣密集的科企出現在單一城市，最
重要固然是中央大政方針的引導，但同時
杭州政府的經驗卻值得包括香港在內的城
市借鏡學習，包括發揮好政府 「有形之

手」 ，對科企發展有全盤發展戰略和政策，
建構產業鏈和產業園區，從而讓企業、人
才集聚共同發展。又如打造優質的營商環
境，政府既要有所為，積極支持扶持企業，
也要有所不為，盡量提供寬鬆的政策和稅
務環境，讓企業可以集中精力投入發展。
更重要是要作出長期投入，要發揮市場資
本的作用，久久為功，推動科技革命。

發揮優勢培育更多創科企業
杭州的經驗同樣值得香港借鏡。建設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大力發展創科產
業是中央對香港的明確定位，也是香港持
續發展的必要之路。香港在創科發展上具
有眾多優勢，粵港澳大灣區更擁有完整的
先進製造業生產鏈，在中央的支持下，香
港完全有條件培育更多具國際競爭力的創
科企業，打造出 「香港六小龍」 ，為國家
新質生產力發展作出貢獻。

創科發展爭分奪秒，新質生產力本質
是先進生產力，不爭先就難領先。習主席
在座談會上對民營企業的關心和支持，對
於創科發展的看重，提示香港更加不能落

後，必須發揮好獨特優勢，深化與粵港澳
大灣區的創科合作，更重要是用好河套合
作園區的重要平台。國家科企的發展，很
多都是受惠於各個高新產業園區的培育和
推動，可以說園區正是培育科企的一大 「孵
化器」 。今年河套區發展將進入重要的發
展階段，基本建立深港科技創新協同機制，
推動深港科技創新合作。但同時，香港園
區的發展卻明顯慢於深圳，這需要特區政
府加快園區的建設，同時盡快制定園區的
發展大綱，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香港要在創科發展上後發先至，政府
的角色至關重要，需要發揮好指導、推動
的作用，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科平台，
更要為企業和人才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在
支持政策上要更加有力。創科企業初期投
入大，風險高，政府不支持一般企業很難
承擔，中央對民營企業的支持更值得香港
借鏡，特區政府需進一步解放思想，更要
以時不我待的心理，推動河套園建設，讓
更多科企能夠在香港成長壯大。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香港總會會長

香港連續三年錄得財政赤字，即將發表的新一份
財政預算案如何處理財赤問題備受關注。就如何滅赤，
各界提出不少建議，值得特區政府認真考慮，擇其善
者而納之。但在香港 「開源」 措施有限的情況下，過
分 「節流」 節省支出，難免會打擊消費信心，更會影
響特區政府推動各項發展規劃。事實上，香港財政依
然穩健，我們沒有必要自陷財赤恐慌，反而要用辯證
的、發展的、長遠的眼光看待財赤問題。緊緊抓住國
家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機遇，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北
部都會區建設和創科發展，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這是解決財赤問題的根本之道。

為應對新冠疫情和外圍環境的挑戰，特區政府過
去幾年為穩經濟、保企業、惠民生推出了一系列逆周
期措施，這是很有必要的，其效果也立竿見影，但庫
房亦因此減少。連續三個財政年度，香港財赤佔GDP
的3%。但我們也應看到，相比之下，美國的財赤相
當於該國GDP的7%、意大利約7.45%、法國為
5.5%、比利時為4.4%、波蘭的5.1%，可見香港的
赤字水平其實不算高。香港現有財政儲備6千多億元，
相當於政府10個月的財政支出，這在國際上仍處於
高水平，實在沒有必要談財赤而色變。

提振信心改革破局
根據基本法有關規定，香港特區的財政預算以量

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 「量入為出」 、 「收
支平衡」 的大原則不會改變，但也不能機械式理解，
而應該就具體問題作出具體分析。香港當下是挑戰與
機遇並存，一方面，經濟正處於加快復甦階段，已連
續兩年實現經濟增長，且增幅高於發達經濟體平均水
平；另一方面，外部需求減弱，內部消費信心不足，
私人投資亦見保守。客觀環境需要特區政府以更積極
的財政政策，在風險可控之下，適度擴大財政赤字，
拉動經濟增長。從這個角度來說，財政赤字不僅是一
串數字，它反映的是政府對未來的承擔，是積極主動
識變、應變、求變的體現，是提振信心的必要之舉，
是改革破局的應有之義。

需要指出的是，赤字財政的焦點應該是用於創科

發展以及相應的基建，這不是單純的支出，而是投資
未來，可預期得到更大的回報。譬如說，最近震撼全
球的國產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由一家初創公
司在一年半內研發出來，重新定義了全球AI的發展方
向，市場對其估值節節升高。有機構估計，其市值可
達逾一萬億港元。顯而易見，投資新質生產力帶來的
直接回報以及隨之而來的市場漣漪效應，是無法估量
的。

就以經常被拿來與香港作比較的新加坡來說，這
兩個經濟體有諸多相似之處，這些年來，新加坡的發
展速度、GDP總量已後來居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新加坡不斷加大投資發展新興產業，在不少領
域早着先機。新加坡的主權基金淡馬錫，在全球投資
並獲得龐大的收益。新加坡現時對外大量舉債，相當
於其GDP的175%，比例之高，在全球位列前茅。然
而，新加坡的 「債台高築」 並沒有影響國際社會對它
的信心，也沒有引起新加坡人的焦慮感。反觀香港特
區政府的債務只有200多億美元，不足GDP的一成。
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香港前些年沒有好好運用自己
的財富用於推動創科建設，非常可惜。現在要迎頭趕
上，可以通過適度擴大發債規模，加大投資教育、創
科等領域，加快形成香港的創科生態鏈。

很高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最新網誌中提出：我
們也會透過發行政府債券融資，確保北部都會區這個
對香港未來發展至關重要的項目進度，不會因公共財
政狀況而受到制約。他進一步表示：發行債券以支持
基建工程、投資未來，是國際慣常和普遍做法。並強
調：發債籌資是用在投資未來，不會用在日常開支，
這是我們一直嚴守的財政紀律。

增加投入加快發展
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金鑰匙，

也是解決香港財赤問題的根本之道，而加快發展就要
增加投入。歸根究柢，財政預算案通過籌謀未來一年
的收入和支出，為施政報告提出的各項政策和目標安
排資源。該開的 「源」 一定要開，該節的 「流」 一定
要節，但要實事求是。我們期待這是一份聚焦香港高
質量發展的預算案，是一份鼓舞市場信心的預算案。
為了投資未來，為了香港的美好明天，一定的財赤預
算不僅合理，而且必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

高質量發展是解決財赤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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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盛事經濟到盛事之都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表示，過去兩
個財政年度出現的赤字屬周期性，主要是
由於疫情及地緣政治等因素引起，並指對
未來幾年恢復收支平衡充滿信心。另一方
面，也有人擔心是否已陷入結構性財赤。
筆者認為，無論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開
源節流都是必要之舉，香港要強化發展動
能，為經濟增長提供更多支持，未來更應
堅定推動 「盛事經濟」 。

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即將於本月底公
布。新民黨於1月15日會見了財政司司長並
提交新民黨2025/26年度的預算案建議書。
我們提出了十六項建議，主要集中於穩定
樓市及刺激樓市股市、開拓收入來源、壓
縮公共開支和促進經濟發展四個範疇。我
持續關注文娛及體育文化活動的發展，認

為將香港打造為 「國際盛事之都」 ，不僅
能提升香港的國際聲譽與軟實力，還能透
過吸引人流振興周邊的酒店、餐飲和零售
業，有助促進實體經濟增長，因此提出了
多項有關促進本地經濟發展的建議。

展示國際金融創科中心魅力
香港一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國際會展

之都，每年舉辦的世界級活動吸引非同凡
響的專家、頂尖人物參與。其中，已舉辦
多年的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 「一
帶一路高峰論壇」 以及 「亞洲臨床藥學大
會」 等更已在國際間樹立極高的聲譽和影
響力。舉辦大型國際會議不僅能帶動航空、
酒店和高端餐飲等相關行業發展，還能鼓
勵跨國企業的高管和投資者親自訪港，了
解香港的真實情況，深掘商機，鼓勵國際
資金流入。近年，新加坡、澳門、東京等
鄰近地方亦積極投入資源舉辦高水準國際
會展活動，區域競爭白熱化，香港流失了

一些重要會議至鄰近地區，今後必須加把
勁。

隨着人工智能（AI）技術的興起，內
地人工智能企業開發的DeepSeek（深度求
索）更是引起全球科技界的轟動。若香港
能把握這一機遇，積極舉辦更多以探索人
工智慧、Web3、穩定幣及去中心化金融等
科技創新主題的國際峰會，並發揮內聯外
通的橋樑作用，邀請內地及海外創科企業
的領袖和專家來港分析當前發展趨勢，相
信可吸引全球行業精英的積極參與。香港
正需要這類高端、具國際影響力的會議，
藉此展示作為國際金融及創科中心的魅力，
講好香港故事，增強香港的優勢。期望特
區政府與業界緊密合作，積極引進以往流
失或從未在港舉辦的盛事，增添人流和新
商機，提升大型國際會議及盛事的經濟價
值。

體育產業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容小覷，
除了商業贊助、門票收益以及相關的賽事

運動商品，還能促進周邊產業的發展。啟
德體育園將於3月正式投入使用，日前順利
舉行開幕前最後一次演練，不少參與測試
的市民均對場地設施予以正面評價，並對
場內氣氛讚不絕口。第十五屆全運會亦將
於今年11月在粵港澳三地舉行，其中香港
承辦了劍擊等八個競賽項目。

更好發揮啟德體育園功能
筆者認為，若香港能夠汲取全運會和

以往舉辦大型體育活動的經驗，往後持續
完善周邊配套，有力將啟德體育園打造為
世界級文娛體育場地，開拓香港的體育旅
遊經濟新格局，為香港打造成國際演藝之
都提供重要助力。

隨着 「一帶一路」 互聯互通不斷深化
及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特區政府可主
動與中央政府商討，研究爭取在2027年與
大灣區城市共同舉辦首屆 「一帶一路」 運
動會，貢獻 「一帶一路」 的建設。舉辦大

型國際會議及與 「一帶一路」 城市合作舉
辦運動會，將對本港經濟及旅遊業的長遠
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並且有助提升香
港的國際地位與聲譽。更重要的是，相關
政策能夠充分發揮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
世界」 的獨特優勢，符合國家的發展大局，
加快 「一帶一路」 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與融合發展。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需深化改革，多
管齊下，加大開源措施。新民黨提出多項
刺激本地股市及樓市的建議，期望在短期
內刺激香港的消費，增強業界信心。中
長期措施同樣至關重要，除了鞏固傳統
產業，還需及早建立新興產業。只要特
區政府善用香港的獨特優勢，抓住國家為
香港提供的各種資源及惠港政策，加速經
濟高質量發展，並提供切實的開源節流措
施及相關的時間表，香港必能實現更好的
發展。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

留才有道 用才有方
香港應與人才雙向奔赴

入境處處長郭俊峯早前指出，在2024年共有
14萬宗人才入境計劃簽證獲批，比2023年多4000
宗，其中90%是內地人。其中，專才計劃和 「高
才通」 計劃是獲批最高的兩個項目。

特區政府 「人才戰」 打得轟轟烈烈，戰績亦
是令人欣喜。根據立法會資料研究組發表的《選
定地方引進人才的支援政策》文件，相對比德、
英、日、星等地推出的特定高技能人才入境計劃，
香港的 「高才通」 在各地計劃中反應最為熱烈，
至去年12月有9.2萬宗獲批。而據特區政府早前評
估， 「高才通」 計劃的抵港人才，每年可為本港
經濟貢獻（即透過新投資及高薪職位）340億港元，
相當於GDP1.2%。

但是在搶到了人才的同時，如何能夠留下人
才，用好人才，這或許是特區政府在擴大人才引
進的數量之際，更需要思考的質量問題。

關注人才訴求助融入本地
首先，人才抵港後，特區政府要有意識地幫

助他們克服生活上的 「水土不服」 ，更好地融入
本地社會。香港雖然有為人才入境提供相關的語
言服務和招聘會信息，但是在進一步協助人才簡
歷優化、職業培訓和資歷認證方面還有可以大幅
度提升的空間。此外，特區政府亦可以就人才的
就業情況、子女教育、配偶工作以及長期的定居
意向進行調查和追蹤，以此進一步建立和評估人
才計劃的成效。

正如立法會議員、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創會
會長尚海龍所言，香港應該關注來港人才各項訴
求，例如研究如何幫助他們將資金順利流入香港，
同時還需提供就業和創業機會，構建多元化人才
體系，促進人才融合，加強身份認同。以政策引
人來港，更要以政策定人心於港，這是創造可持
續人才後備軍的 「核心」 關鍵。

其次，特區政府慕才、引才，亦如 「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 ，講的不僅是 「兩情相悅」 ，更
要精準匹配，在人才吸引和香港社會轉型之間做
到 「門當戶對」 、相互成就，更要在 「引才」 、

「留才」 的同時，做到 「用才」 的章法有度，利
港利才。有議員曾批評政府的人才政策沒有對症
下藥，只在金融和商貿招攬到人才，但這兩個領
域根本不缺本地人才，自然令外地人才難以找到
合適工作。此外，特首政策組專家、澳門科技大
學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雷鼎鳴更直言香港欠缺 「整
合人才政策」 。

特區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將以高新科技為
拉力產業所需與人才吸引的政策相匹配，將人才
的專長扎扎實實地服務於建設香港的長遠發展，
這或許是一個比 「搶才」 、 「引才」 更具有挑戰
性的議題。尤其是目前香港在經濟發展方面出現
了結構性的產業 「窪地」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
大數據分析、資訊科技等領域。特區政府必須思
考如何通過 「引才」 、 「招才」 、 「留才」 來匹
配本地市場對特定工種和技能的需求，實現將人
才的拉力戰轉變為香港自我革新的策略戰。

做好宣傳解讀遏制「污名化」
在加強自身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軟硬實力之際，

特區政府亦要警惕部分黑心中介將香港人才政策
簡單化、利益化。自2023年開始，不少內地和香
港的媒體都注意到，在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出現
一些涉及香港人才入境計劃的虛假廣告，甚至是
出現有關 「高才通」 計劃的不實消息，試圖混淆
大眾視聽，這都體現出特區政府在進行人才政策
的宣傳和解讀過程中需進一步打破信息壁壘，更
要與內地合作，打擊虛假新聞，遏制對香港人才
政策的 「污名化」 。

與此同時，筆者亦要強調， 「高才通」 計劃、
優才計劃並不是 「一通」 而 「永逸」 ，人才留港
亦是需要付出自身的努力，申請人才計劃之前更
是要對香港的政策和社會環境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戀愛講究你情我願，工作亦是如此，若是抱
着 「享福」 、 「抄捷徑」 的心態來港，終究是不
得 「良配」 ，自我折磨。人才之戰是匹配之戰，
亦是雙向奔赴的考驗。無論是人才還是香港，
都要做到知己知彼、心甘情願，這樣才能在建
設香港、成就自我的方面做到情投意合、相互
成就。

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僑聯委員、資深評論員

焦點評論

吳志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