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全
國兩會即將召

開，代表委員們陸續抵達北京。今年有不少代表委員聚焦如何
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助力國家經濟發展，同時進一
步發揮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釋放制度紅利。

代表委員們建議推出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自由行」 ，容許
灣區內的資本流動，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為灣區內經濟增
長添加動力；推動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集資；安排2026年亞太經
合組織（APEC）會議在香港舉行，進一步擦亮香港國際金
融、航運和貿易中心金字招牌。

大公報記者 馬靜、義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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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2026年APEC會議在港舉行
強化灣區金融成焦點 代表委員紛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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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兩會聲音準確傳遞給港人
2025年全國兩

會即將召開，香港記
者紛紛踏上赴京的路

程。作為一名政治記者，我懷揣
着激動與期待，踏上了這趟意義
非凡的旅程。對於我來說，這不
僅僅是一次跨越兩千公里的地理
移動，更是一次從香港寫字樓到
國家議政殿堂的認知維度的飛
躍。

昨天晚上抵達北京後，我順
利領取了兩會記者證。這張證件
設計精美，上有國徽的莊嚴標
誌，沉甸甸的質感彷彿在提醒我
肩上的使命與責任。在 「一國兩
制」 的獨特背景下，我們香港記
者不僅要成為忠實的記錄者，更

要成為精準的轉譯者，將兩會的
聲音準確、生動地傳遞給廣大香
港市民。

今年，是 「十四五」 規劃的
收官之年，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一年。同時，我們國
家也在為 「十五五」 規劃謀篇布
局。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上，能夠
參與兩會的報道，我深感榮幸與
自豪。

我告訴自己，在接下來的日
子裏，要全力以赴，用心傾聽、
用筆記錄、用鏡頭捕捉兩會的每
一個精彩瞬間。要讓更多的香港
市民了解國家的發展動態，感受
國家的繁榮與進步。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記者
手記

外國追夢者：香港充滿機遇 吸引我們留港發展
「一帶一路」 架

起民心之橋，跟隨着
歐亞大陸上先民數千年來不斷的足跡，來自五湖
四海的遊子在這路上相遇相知。香港是投資興業
的樂土，作為千年商道在現代的樞紐，來自東南

亞、中東、歐洲乃至更遙遠土地的創業者在這裏
扎根發展。

在灣仔經營餐廳的Türkuçak兄弟、在香港科
技大學研究阿茲海默症藥物的Nam、在科學園創
立食品科技公司的Matey，他們愛上了香港便利的

都市生活、秀美的自然風光，說這裏有世界前沿
的科技，也有多元包容的社區。更重要的是，這
裏有他們的事業， 「一帶一路」 聯乘香港，讓他
們認識了更多朋友，獲得了更多機遇，在這個大
舞台上演出最亮麗的人生！

焦點新聞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陸九如

土耳其兄弟
帶來家鄉菜 活出香港心

來自土耳其的
Türkuçak兄弟在灣
仔經營 「伊斯坦布

爾」 餐廳，他們出品的正宗土耳
其菜在社區中小有名氣。據二人
中的弟弟Turgay介紹，餐廳
2011年就已經開業，2016年遷
到位於灣仔道的較大的現址。

「我們的主要顧客是附近的
社區居民。」 Turgay說一口流利
的粵語和英語，是餐廳的 「發言
人」 。哥哥Turgut則主理廚房，
說話不多但是個熱心腸的 「大
佬」 ，兄弟推薦記者嘗試了土耳其特色的
扁豆湯（Lentil Soup），口感綿密，味
清淡而不失鮮甜。

特定醬汁為本地而設
記者好奇地問，有沒有根據本地人口

味作出調整？Turgay說，餐廳還是遵從
土耳其的做法，但他指向每枱都擺着的辣
椒醬、薄荷醬等醬汁， 「在土耳其，我們
一般不會供應。但在香港，我們發現它們
特別受歡迎。」 Turgay說，每一款醬汁
都是店內新鮮製作。Turgay亦推薦土耳
其薄餅（Pide），賣相和意大利薄餅相
似，惟形狀不同，若打趣來說，更接近
「打鹵饢」 。

記者問他們為何會選擇留港創業。原
來Turgay被土耳其公司派遣來港後，愛
上了這裏的生活。 「我住在西貢，從風景
美麗的郊區來到灣仔，也不過只要半個小
時。」 他隨後便說服伊茲密爾老家的哥哥

來港創業。
Turgay說，餐廳除了可供數十人包

場，還供應到會外賣。Turgay更在港成
立了一個土耳其人協會。他說，在過去的
十年間 「一帶一路」 的發展，讓香港的土
耳其社區更大了，也有更多土耳其人希望
來香港旅遊或工作。但餐廳要做大，需要
有土耳其菜的大廚，他希望香港開放更多
工作簽證，讓他從土耳其招聘廚師。

湊巧的是，採訪期間餐廳有朋友來
訪。 「我的這位朋友在深圳開土耳其餐
廳。」 說到北上創業，Turgay羨慕地
說，他也曾到蛇口考察，那裏房租更低，
餐廳空間更加寬敞。

近年來，土耳其成為港人出遊的其中
一個熱門目的地。土耳其人又是否了解香
港？Turgay給出肯定的答覆： 「在土耳
其，我們都知道中國功夫。我們很多人都
是從香港電影知道香港。」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以港
為家

▲土國兄弟舉拇指讚家鄉菜，也表達對香港讚賞。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5年前，我並不知
道何為『一帶一路』，現在
我成為了其中一名受益

人，並希望 『一帶一路』 未來能夠促
進區域內的經濟合作，推動全球化發
展。」 來自泰國的Nam（圖）是 「一
帶一路」 獎學金獲得者，在香港科技
大學完成了生命科學專業的博士學位
後，留校擔任研究助理，她所在的團
隊目前正在進行針對阿茲海默症治療
藥物的研究。

Nam形容她的日常工作和社交群
體是 「多元化」 ，來自韓國、巴西、
越南、內地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同學
齊聚一堂，創新與交流的氛圍相當濃

厚。 「並且在香港，人
人都會使用英語，這裏
沒有語言交流的障
礙。」 閒暇之餘Nam亦
喜歡出門遠足，而香港
四通八達的公共交通網
絡讓每一處人煙稀少的
自然風光都觸手可及，
十分便利。Nam還大讚
科大優美的校園環境：
「只是推開窗就能看見群山和大海，
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讓我更加沉浸和
享受。」

2023年，Nam在香港參加了
「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 國際高峰論

壇，在論壇上她有機會
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
家各行業人士進行友好
交流，開拓了自己的
「朋友圈」 。 「香港在
『一帶一路』 倡議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這是
顯而易見的。」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高等教育）季桑

表示，來自東盟和 「一帶一路」 國家
的學生畢業後，往往與香港保持密切
聯繫，創建有價值的國際網絡，提升
香港的全球地位和影響力。

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

感恩
回饋

泰女獲一帶一路獎學金 留科大研究藥物

2022年，
香港科技大學
大三學生，來

自 保 加 利 亞 的 Matey
（圖）與他的同學共同創
立了食品科技公司Food
With Benefits Limited，
致力於使用冷凍乾燥技術
減少食物浪費，將過剩的
農產品以及食品加工副產
物轉化為具有高價值與功能性的食品
產品。Matey告訴《大公報》記者，
Food With Benefits在過去的2024年
實現超100%的增長，生意蒸蒸日
上，他亦期待在2025年實現更高的增

長。
Matey18歲來

到香港升讀大學，
至今已在香港生活
六年，他本科時期
便熱心研究食品與
生物科技，留意到
本地果蔬供應鏈中
存在普遍的食物浪
費情況，為了幫助

改善浪費情況，Matey的公司嘗試將
優化的冷凍乾燥技術推行到應用場
景，大大延長過剩果蔬的保質期，減
少不必要的浪費。Matey介紹，迄今
為止，通過銷售產品，他的團隊防止

了超3680公斤的農產品被浪費，相當
於幫助減少超過20240公斤的二氧化
碳當量的排放。

Matey認為，香港有良好的營商
環境，他與他的團隊目前獲得14萬港
元的政府補貼，並預備於接下來3年
內每3至6個月提交一次財政狀況相關
報告以獲得總額為130萬港元的補
貼。Matey說，香港因其優越的地理
位置並得益於 「一帶一路」 ，創業者
們能夠很方便 「北上」 與 「南下」 進
入內地和東南亞市場。他亦期望隨着
「一帶一路」 建設的不斷推進，可持
續發展的概念能夠被推廣至沿線國
家。 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

保加利亞青年來港升學 善用營商環境創業
把握
商機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昨日在
北京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自
由行」 具重要意義。消費、投資、
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 「三駕馬
車」 ，其中消費和投資屬於內需，
出口屬於外需。內需是中國經濟發
展的重要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金
融自由行」 就是容許灣區內的資本
流動，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為
灣區內經濟增長添加動力。投資和
消費關係密切，相輔相成，從而擴
大內需，加強國家經濟內循環。

他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
自由行」 包括：大灣區金融機構可
在大灣區內自由提供合規金融服
務；大灣區資金可在大灣區內合規
自由流動。 「合規」 是包括在香港
實行大灣區資金閉環管理，穩妥管
理風險，保障金融安全。 「粵港澳
大灣區金融自由行」 會形成大灣區
特色新質生產力，增強大灣區新發
展動能。

凸顯香港內聯外通角色
在加強金融場所互聯互通方

面，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仲尼建議
繼續推動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集資，
積極挑選現已在港上市的優質H股

企業到A股以簡易機制上市，形成
「A＋H」 的品牌效應。倘若相關

機制運作暢順成功，便可把相關概
念推廣到東盟及中東市場，以吸引
海外企業先到香港上市，再到A股
二次上市。另外，為進一步吸引A
股來港二次上市，兩地當局須商討
如何平衡二次上市的潛在風險，從
而把在港二次上市的A股納入港股
通資格。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姚志勝則
建議中央安排2026年APEC會議
在香港舉行。他說，面對美國奉
行單邊主義，大搞關稅制裁，國
際社會需要通過APEC維持全球化
經貿正常合作。安排APEC會議在
香港舉行，並提出以開放促共
融、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大會
主題，可以展示香港高水平對外
開放獨特功能，凸顯香港 「雙循
環」 內聯外通角色，推動多邊經
貿；讓與會代表和全世界的媒體
親臨香港，看到香港的 「一國兩
制」 沒有變，香港健全的法律體
制及獨立的司法制度仍然繼續行
之有效，展示 「一國兩制」 優勢
性，進一步擦亮香港國際金融、
航運和貿易中心金字招牌。

近年來，中國不斷對免簽
政策進行優化， 「中國遊」 已
成國際熱潮。多名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建議從不同層面提升出入境便利性，
發揮香港聯通中外的優勢，為中外合作搭建
雙向橋樑。

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觀瀾湖集團主席
兼行政總裁朱鼎健看來，免簽政策下，港澳
亦可以行動起來。他建議，從政策層面升級
港澳和內地簽證互通的便利性，構建 「暢遊
全中國」 免簽聯動機制，對於可以享受內地
240小時免簽的54國旅客，允許他們在免簽
期內多次往返內地和香港／澳門，打破單次
入境限制，讓國際遊客充分享受 「經港澳遊
中國」 的便利性。

旅客訪港後重回內地須再簽證
「雖然，目前有54個國家公民可以憑過

境免簽政策入境內地停留240小時，但是這
些外籍遊客在實際來華安排上，還有一些不
甚便利的地方。」 朱鼎健解釋道， 「他們如
果從內地入境後想去香港或澳門，再從香港
或澳門回內地，則需要再次簽證。國際遊客
從香港和澳門進入深圳等內地城市後再次返
回港澳視為出境。這對於那些既想在內地深
度遊玩，又想體驗港澳魅力的國際遊客來
說，還是存在諸多不便。特別是在粵港澳大
灣區已成為一個世界級經濟區域的形勢下，
越來越多的商旅客人需要高頻進出內地和港
澳開拓業務合作，而目前進出內地和港澳的
簽證政策難以讓他們實現高效通行。」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杜家駒則建議設立國
外華僑來往內地通行證，讓更多海外華僑能
更便利地往來內地，凡華僑二、三代能證明
父或母、祖父或祖母、外祖父或外祖母任何
一方具中國籍身份，即有資格申請。他建議
持證人可使用 「自助查驗通道」 ，大大縮短
過關時間，增加出入境次數，方便他們往來
居住地和中國做生意、旅遊及探親，此舉有
助於發揮聯通中外的優勢，為中外合作搭建
雙向橋樑。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凱雷、義昊

發揮
優勢

▲香港致力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