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即日起實施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計劃，
為來自東南亞國家聯盟國家的特邀人士提供更便利的出入境安

排，促進香港與東盟的經貿往來和人文合作。據悉，首批獲邀人士包括為香港經濟發展帶來
相當貢獻的東盟商界和法律範疇領袖。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新計劃方便東盟的獲邀人士更積極參與在香港舉辦的國際盛事，
來香港投資和營商，亦可以吸引他們以香港為進軍內地和環球市場的跳板，貢獻香港的經濟
增長。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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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東盟人士出入境香港更方便
新措施促進投資營商及參與國際盛事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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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與東莞
市委書記韋皓會面，就深化香港和東莞市合作
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交流意見。李
家超表示，他有信心香港與東莞會繼續優勢互
補，提升兩地更高水平合作，為建設國際一流
灣區作出更大貢獻。

李家超歡迎韋皓書記率團到訪香港。李家
超表示，香港與東莞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兩
地一直在經貿和航運等多方面緊密合作。東莞
是國際製造業名城，香港會繼續發揮內聯外通
的優勢，擔當 「引進來、走出去」 的雙向平台
角色，可提供服務助力東莞企業開拓和發展國

際市場。
李家超說，港莞現時在東莞營運的海空貨

物聯運空港中心，是港莞兩地成功合作的典
範。特區政府正與東莞市政府進一步推進「香港
國際機場東莞空港中心」的永久空港中心發展，
擴容擴量，結合香港航空物流優勢和東莞土地
及人力資源優勢，建造成大灣區合作成功典範
項目，同時進一步促進大灣區物流互聯互通，
提升大灣區製造業和進出口的國際競爭力。

出席會面還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
國衞、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葉文娟和特首政策
組組長黃元山博士。

莞港加強合作 助力灣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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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大熊貓龍鳳胎
「家姐」 「細佬」 將於本周六（22日）起，首度與
媽媽 「盈盈」 一起在香港海洋公園 「大熊貓之旅」
展館與公眾見面，為方便公眾參觀，當日起展館會

實施新安排，包括必須先領取指定時間票。
海洋公園周一晚在社交網站公布，經過護理員

多日對 「盈盈」 以及一對龍鳳胎的觀察及訓練，牠
們已經逐漸適應，可以一起在展區活動。

開放延長至下午四時半
展館由3月22日起實施新安排，開放

時間延長至下午四時半，訪客需於 「大嘜
礦石場」 領取 「進入展館時間票」 ，按票
面列明時間入場，每人參觀時間約三分
鐘，探訪安排因應人流情況作出調整。

海洋公園除了飼養大熊貓，園內的
「香港賽馬會四川奇珍館」 育有多隻川金
絲猴，同樣屬於國家一級重點保護物種。
今年一月中，川金絲猴 「樂樂」 誕下一隻
猴寶寶，園方邀請公眾前往探訪，並預告
即將在社交平台專頁公布猴寶寶名字候選
名單，讓公眾投選。

大熊貓龍鳳胎 首偕媽見公眾
3．22起新安排：先領指定時間票

▲大熊貓 「家姐」 「細佬」 周六首次與媽媽 「盈盈」 一起與公
眾見面。

計劃下，相關政策局和部門會主動邀請能為香
港經濟發展帶來相當貢獻或已獲邀來港出席重要活
動的東盟人士。有興趣的獲邀人士可透過網絡遞交
和完成相關申請。入境事務處會透過電子平台一站
式處理特邀人士的相關申請，並放寬自助通關的申
請資格和簡化簽證申請所需提交的資料。

首批包括商界法律界領袖
據悉，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包括律政司、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創新科技及工業
局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其中，律政司和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已於昨日率先發出邀請信，邀請為香港經
濟發展帶來相當貢獻的東盟商界和法律範疇領袖參
加計劃。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介
紹計劃。李家超說，東盟現時是香港在全球關係最
密切的經貿夥伴之一，是香港第二大貨物貿易夥
伴。新計劃方便東盟的獲邀人士更積極參與在香港
舉辦的國際盛事，來香港投資和營商，亦可以吸引
他們以香港為進軍內地和環球市場的跳板，貢獻香
港的經濟增長。

根據入境事務處網站，特邀人士可享有的具體
便利措施包括：可申請逗留期限長達兩月的多次來
港旅遊簽證，並且在申請有關簽證時可放寬部分申

請要求；獲發電子通行證，在香港辦理出入境手續
時可使用香港各管制站的禮遇通道；可憑電子通行
證和不少於6個月有效期的護照登記使用e-道服務。
特邀人士獲發的電子簽證及電子通行證有效期均為
三年。

帶動多方面交流 互惠共贏
行政長官2024年施政報告提出會為東盟十國與

商貿和發展活動等有關的特邀人士提供自助通關服
務，並透過專櫃一站式處理其自助通關及簽證申
請。政府早前公布一系列東盟相關的簽證便利措
施。繼2023年公布放寬越南國民旅遊和商務 「一簽
多行」 申請門檻，2024年施政報告亦放寬了柬埔
寨、老撾和緬甸人的 「一簽多行」 申請門檻，並將
「一簽多行」 簽證有效期由兩年延長至三年。為便

利這些東盟國家的團體旅客，入境處亦增設了經本
地旅行代理商遞交訪客簽證申請的特快通道。

政府發言人表示，東盟與香港的關係源遠流
長，亦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特區政府非常重視
與東盟國家的合作。計劃下，特邀人士在香港的口
岸可享自助通關服務，將大大提升通關效率和體
驗。特區政府期望透過計劃主動為東盟的商界和其
他範疇的領袖提供更多來港便利，以促進多方面交
流，達至互惠共贏。

建築物能源效益修例 周五刊憲
慳電減碳排放 促進綠色經濟

【大公報訊】《2025年建築物能源效益
（修訂）條例草案》將在星期五（21日）刊
憲。環境及生態局發言人昨日表示，《條例
草案》旨在加強本港建築物的能源效益管理
制度，通過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益，減少對用
電和發電的需求，一方面減少碳排放，同時
減輕因使用更多潔淨燃料發電而對市民所造
成的財政負擔，助力香港在2050年前實現碳
中和。

要求更多建築物定期能源審核
《條例草案》共分五個部分，包括將把全

港數據中心全面納入建築物能源效益標準的規
管範圍；要求更多類型的建築物定期進行能源
審核；縮短能源審核周期；公開能源審核報告
中若干技術資料；以及擴大符合註冊為註冊能
源效益評核人的資格。如《條例草案》獲得立
法會通過並全面實施，估計到2035年將每年可

額外節省五億度電，相當於15萬個三人家庭的
每年用電量。

3‧26提交立法會首讀
發言人補充： 「今次修訂《條例》的目標

是希望能夠達致三贏局面：一是為建築物節省
電費，二是減少碳排放，三是促進綠色經濟發
展。」

環境及生態局已就修例建議廣泛諮詢相關
持份者，包括行業商會、物業管理業界、建造
業界、專業團體、公共服務機構和立法會環境
事務委員會，並已適當地將收到的意見納入
《條例草案》。持份者整體上對建議表示支
持。

《條例草案》將於3月26日提交立法會進行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政府會全力配合立法會
的審議工作，期望立法會支持並通過《條例草
案》。

加快新型工業發展深刻把握兩會精神 展現香港擔當作為
由香港工業總會和另外七間

機構共同創辦的新型工業發展聯
盟昨日成立，旨在促進 「政、
產、學、研、投」 緊密協作，構
建香港新型工業合作平台，致力
實現香港發展國際創科中心的願
景。這一聯盟的成立，是香港發
展新產業的重要一步。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蛇年春
節後，以DeepSeek大模型及宇樹機
器人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企業閃
亮登場，驚艷世界，推動股市大
漲，讓香港社會深刻認識到何謂
科創 「硬核力 」 。全國兩會期
間，國家領導人叮囑香港加快
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新產業、
新賽道，在香港社會引發強烈共
鳴。

發 展 新 型 工 業 不 能 單 打 獨
鬥，而是需要政府、產業、學術
界、科研機構及投資機構的緊密
合作。增加資源投入是第一位
的。以深圳為例，新型工業對該
市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35%，原因
是研發投入比重大，約佔GDP的
5.5%-6%，主要來自私人企業。再
看近年在創科領域異軍突起的杭

州 ， 研 發 投 入 佔 該 市 GDP 的
4.2%-4.5%，而新型產業對GDP的
貢獻則達到兩成五至三成。

相比之下，香港新型工業對
GDP的貢獻低及1%，原因是香港
研發投入對GDP佔比長期徘徊在
0.9%。現時提高至1%，且主要是
政府投資。這足以證明，沒有耕
耘，就沒有收穫；沒有研發投
入，就沒有創科產出。

香港是全球一流高校最集中
的城市，人才濟濟，科研實力強
勁，這讓港人引以為榮，但由於
產業基礎弱，科研成果難以轉化
落地，無法變成實實在在的經濟
效益，遑論用科技改善人們的生
活。

香港在創科發展方面蹉跎多
年，令人惋惜。但 「有心不怕
遲」 ，近年特區政府決心以新型
工業作為香港經濟未來增長點，
以科技引領創新，正在加大對創
科的投入。中央支持和大灣區建
設則為香港創科發展帶來了前所
未有的良機。新型工業聯盟的成
立，反映了業界的責任感和使命
感，其他領域也要快速跟上。

今年的全國兩會是在「十四五」規
劃收官之年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
議，對於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
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大而
深遠的意義，也為香港以己所長貢獻
國家所需提供了清晰指引。全國兩會
期間，丁薛祥副總理參加了港澳地區
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和香港人大代表
團審議，夏寶龍主任專門看望港澳地
區代表委員，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高
度重視、對香港工作的充分肯定。
丁副總理在講話中對香港工作作出全
面指示，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
需要準確領會把握、抓好貫徹落實。

香港特區要深刻把握兩會對香港
工作的重要部署，站在政治和全局的
高度把握好香港角色、香港方向、香
港擔當，履行好職責義務。在當前複
雜多變的國際政經形勢下，香港機遇
與挑戰並存，各界將全國兩會精神學
習好、貫徹好、落實好，既是 「一國
兩制」 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抓緊國
家發展機遇、開創更美好未來的關
鍵。

深刻把握全國兩會精神，就必須
深刻把握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期間的
重要講話；深刻把握過去一年國家各

項事業取得的重要成就；深刻把握中
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把
握2025年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要求和工
作任務；深刻把握修改代表法的重大
意義；深刻把握兩會對香港工作的重
要部署。

香港社會掌握好、貫徹好全國兩
會精神，能夠進一步堅定信心，更好
地主動作為推動香港實現更大的發
展。事實上，全國兩會不僅將推動內
地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更為世界各國
帶來巨大的機遇。兩會傳遞出來的是
明確的方向、清晰的信號、堅定的信
心，對於香港而言，更是發展的動能
和重大的機遇。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十大工作
任務，很多都與香港息息相關。例
如，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
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因地制宜發展
新質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
系等等。這些重要的國家政策，都為
香港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關鍵在
於如何有效結合自身優勢與國家所
需，因地制宜、因勢制宜，扎實有效
地推進。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明確提出
支持香港 「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這

是國家對香港獨特作用的支持和寄予
的期望。香港對接好國家發展戰略，
需要充分發揮好 「三中心、一高地」
的地位，發揮好普通法制度接軌國際
的優勢，充分發揮香港 「超級聯繫
人」 和 「超級增值人」 的重要角色，
在助力走出去、引進來的 「雙向奔
赴」 中，為國家推進高水平開放作出
更大貢獻。

就在昨日，特區政府宣布，將落
實為東盟十國推行的特邀人士入境便
利計劃，一站式處理獲邀人士的申
請，並放寬申請資格。這項舉措既能
推動香港與周邊地區的商貿合作，也
是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的新進展，值得
肯定。就是要以這種應變、求變的態
度，主動創新、創造，才能取得實效。

深刻把握全國兩會精神，既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的需要，更是推動香港在新階段實現
新發展的關鍵。香港各界要站在國家
全局的高度，發揮制度優勢、堅持改
革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強化內聯外
通、完善特區治理、嚴密防範風險，
努力實現香港更好發展，為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踐行好
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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