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
怡、帥誠佛山報道：香港萬千
社工看祖國—— 「心連心」 佛
山交流團（下稱 「交流團」 ）
昨日正式啟動，來自超過90間
香港社福機構的400多位社福界
社工一同來到佛山，走訪佛山
的長者、青少年、復康和社區
服務等社福單位，亦會到鄉村
進行考察，從中了解內地社福
服務的現況，親身感受國家的
發展和成就，並促進兩地社福
界的專業交流。

多位社工機構負責人告訴
《大公報》，這次行程最期待
了解大灣區如何將AI等先進科技
應用到社福機構的日常運行
中，認為引入科技元素可以緩
解香港資源、人手緊張的困
境。他們亦很期待與內地社福
機構交流學習，加強合作。

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孫玉菡在香港舉行的交
流團啟動禮上致辭表示，今次
交流團已是第四團，首三團已
達成 「萬千社工看祖國」 的第
一個 「千」 ——參加者合共已
逾千人。 「由這團400人開始，
就由千到萬進發。」 他希望，
大家能夠用雙眼去看看內地的
飛速發展，並多交朋友，將好
的實用經驗與對方分享。 「若

有內地做法值得參考，不妨借
鑒並在香港試試，令服務提供
做得更好、更到位。」

在佛山舉行的交流團歡迎
禮上，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福利
署署長杜永恆表示，香港現時
有超過兩萬名社工，他們肩負
着社會的重要使命，工作任重
道遠。他指，香港特區政府去
年設立了專項基金，當中1億元
便是用作資助社福機構員工參
加內地交流團和國情研習班，
期望香港社福界繼續善用專項
基金，舉辦更多內地交流團，
推動兩地社福事業的發展。

期待與內地機構緊密合作
交流團下午分別考察了南

海區西樵鎮社區康園中心、南
海區西樵鎮儒溪村和南海黃飛
鴻紀念館。

「你好呀！歡迎你們！」
在西樵鎮社區康園中心，迎接
交流團的是該中心成員的一張
張笑臉，他們熱情地向交流團
揮手打招呼，很難看出他們其
實是一群殘障人士。在內地，
社區康園中心是面向殘障人士
提供照料服務的基礎公共設
施。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康
園中心看到的笑容。」 香港協
康會區域經理曾皓謙告訴《大
公報》，該中心打破封閉模
式，通過手工藝作坊等創收項
目，讓他們獨立生活和工作，

真正融入社區。 「這個中心還
與巴士系統有合作，為學員提
供訓練。初期僅有20%學員能
獨立乘坐公交，現在80%學員
能獨立乘搭巴士往返家和中
心。這種社企機構合作模式值
得香港學習。」

還有不少社福機構負責人
都希望 「取經」 大灣區社福機
構在科技應用方面的經驗。
「很驚喜發現今天參觀的機構
原來有到過香港交流，說明大
灣區社福機構之間交流合作越
來越緊密。」 香港仁愛堂社會
服務經理戴秋華表示，她在這
次考察交流中最希望了解到內
地社福機構在AI等科技應用方面
的先進經驗。 「我是負責安老
服務方面的工作，所以亦特別
希望了解內地資訊科技如何可
以及時溝通了解長者的需求並
提供服務。」

新生精神康復會屯門長期
護理院院長雷藹雯表示： 「內
地社會服務發展很迅速，院舍
服務空間、地方都很大，技術
都非常發達，希望這次能到大
灣區內地城市找到合適的技術
提供方尋找合作機會。」 新生
精神康復會安泰軒（油尖旺）
副主任羅穎欣表示： 「內地在AI
等資訊科技發展非常發達，希
望透過這次參觀，了解一些對
情緒安撫有幫助的技術，將其
帶回香港。」

【大公報訊】大公文匯全
媒體記者康敬報道：香港法律
界2025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昨
日舉行，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
林定國致辭時表示，政府工作
報告中首次提到香港要 「深化
國際交往合作」 ，具有特別的
意義。他指出，香港不同制度
優勢的最大公因數就是國際
化，香港國際化的環境亦是最
能協助祖國對外開放的一環。

林定國指出，美西方一些
敵對勢力在企圖打壓國家發展
時，其中一個策略就是把香港
去國際化、去功能化，令人誤
以為香港與內地其他城市已無
異、 「一國兩制」 已不復存
在。因此，通過深化國際交往
合作，保持及增強香港的國際
化是極為關鍵的一項任務。他
強調，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的基
本前提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兩
者並無任何衝突。香港的維護
國安法律都是極具針對性，僅
在充分理據下才會運用。

林定國表示，深化國際交
往合作首先加強國際朋友對香
港法律和法制的認識，建立互
信，再發展合作關係。

他提到交往合作的具體方
向，包括須向外間解釋及推廣
粵港澳大灣區 「一國、兩制、

三法域」 的優勢；律政
司去年底成立國際法律
人才培訓學院，培訓涉

外法律人才加強涉外法治建
設；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支持
下，律政司將會在今年9月底主
辦中國東盟成員國總檢察長會
議。律政司今年最大任務是主
辦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的簽約
儀式、完成調解院總部的建築
工程及協助國際調解院在本年
底或明年初運作。

向國際講好「一國兩制」故事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副主任、選舉委員會
法律界委員代表黃玉山致辭表
示，政府工作報告對今年經濟
社會發展作出了全面精準的部
署，他希望法律界共同守護好
香港法治的金字招牌，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法律
部部長劉春華分享了三點體
會，香港法律界要心懷 「國之
大者」 ，更好發揮 「一國兩
制」 制度優勢；要目有祖國山
河，更加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要胸有凌雲之志，更加積極主
動變革求新。

活動上，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李慧琼、全國政協常委譚
錦球、全國政協常委姚志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作主
旨宣講。現場還有香港律師會

會長湯文龍律師、香港大律師
公會內地事務常委會聯席主席
許偉強資深大律師，以及多位
青年律師分享兩會體會。

李慧琼表示，香港可以將
國際仲裁中心、國際調解院打
造成為自身品牌，同時進一步
提升業界在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上的優勢。姚志勝指出，在
「全國一盤棋」 的理念下，香
港的角色是 「內聯外通」 ，以
外訪、新媒體、舉辦國際盛事
等多元方式，加強在國際層面
講好 「一國兩制」 故事。

譚錦球表示，香港要深化
國際交往合作的核心優勢，拓
展國際影響力。陳曉峰說，國
家重視 「人工智能＋」 的發
展，希望透過亞洲—非洲法律
協商組織制定示範法律和標
準，以香港為跳板，擴大國家
在人工智能發展上的影響力。
湯文龍透露，香港律師會的年
度訪京行程將到訪國家數據
局，希望能助力香港成為促進
內地及國際數據流動及互通的
關鍵樞紐。許偉強表示，隨着
國家進一步對外開放，內地律
師接觸到的涉外案件會愈來愈
多，有很大合作空間。

兩名青年律師吳瑋、陳楚
傑在分享時表示，會更主動促
進跨境法律服務合作，用香港
法律專業在複雜的國際博弈中
詮釋中國方案的價值內核。

助力國家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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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香港法制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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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蟬聯全球金融中心第三的重要啟示
英國智庫Z/Yen集團與中國（深

圳）綜合開發研究院20日在英國倫敦和
中國深圳同時發布 「第37期全球金融中
心指數報告」 （GFCI 37），香港繼去
年9月重回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第三後，
今年再度位居第三。值得注意的是，香
港得分較上次大增11分至760分，領先
第四名的新加坡10分，與第二名的倫敦
僅差2分。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
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夏寶龍3月20日在北京會見香港
歐洲商會訪京團一行時表示，香港歐洲
商會一直看好中國、看多香港，積極參
與香港建設，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推動歐洲企業長期投資香港，為歐
洲商界和香港深化合作搭建橋樑作出的
貢獻表示讚賞。

夏寶龍表示，中國政府始終堅持全
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
針，全力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
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
加強和拓展同世界各國各地區的交流合
作，為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各地企業在
香港發展創造更好條件。

香港歐洲商會代表表示，對中國推
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高質量建設粵港澳
大灣區和香港未來更好發展前景充滿信
心，將推動更多歐洲資本、企業、人才
來港投資興業發展。

香港蟬聯全球金融中心第三，且得
分大增，這體現出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
心地位依然穩固，這不是英美等國家
「賞賜」 的，而是在中央大力支持下，

香港打拚出來的。
事實證明，只要我們一心一意拚經

濟、謀發展，埋頭做好自己的事情，就
不怕抹黑、不懼打壓、不畏挑戰，就一
定能取得舉世公認的佳績，就能吸引各
國投資者來港發展。

「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
任他橫，明月照大江」 ！

「香港玩完論」徹底破產
曾幾何時，「香港玩完論」、 「金融

遺址說」 甚囂塵上，某些西方政客出於
「見不得香港好」的陰暗心理，炒作國安
法令香港經濟窒息，稱 「外資逃離香
港」 、 「國際金融機構看衰香港」 ，等
等。當時，筆者就曾在《大公報》撰文
指出，這是把疫情導致的負面影響，嫁
禍於香港國安法，並提醒人們要留意：
隨着疫後經濟復常，外資外企陸續返港
是大勢所趨。事情的發展果然如當初所
料，香港金融業再次呈現繁榮景象。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為什麼如此穩
固？因為，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三
大要素始終沒有變。

其一，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制度體系
沒有變。香港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
市，開放程度在全球並不多見，作為全
球金融中心，香港擁有自由開放的市
場，貨幣兌換、自由出入；香港實行普
通法，與許多發達國家的法律銜接順
暢，並擁有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國際
信譽度高；香港的金融產品豐富，服務
效率高。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並沒有令
這些優勢絲毫受損。

其二，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沒
有變。 「一國兩制」 使香港擁有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特殊優勢，給香港金融
業注入活力。截至2024年底，在港交所
上市的內地企業有1478家，總市值佔比
超 過 80% ， 每 天 的 成 交 額 佔 比 接 近
90%。近年來，中央政府支持香港與內
地金融互聯互通，比如，繼 「滬港通」
「深港通」 之後，相繼開通了 「債券

通」 、 「跨境理財通」 、 「ETF通」
等，為香港金融業注入活力。

其三，香港金融創新的活力沒有
變。 「GFCI 37」 公布的指標顯示，香
港的 「金融科技」 排名躍升5位至全球
第四。香港在綠色金融領域同樣取得顯
著進展，2024年，香港發行的綠色及可
持續債券總額為500億美元，為亞洲最
大綠色債券市場。此外，香港近年來還
舉辦一系列國際金融盛事，為全球投資
者提供了合作交流的平台。

以上 「三個沒有變」 ，說明支撐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支柱堅強有力，一時
的市場起伏，不會傷及根本；再長的

路，只要我們一步步走穩，定能抵達終
點。那些抹黑香港的人總是捕風捉影、
危言聳聽，一派胡言最終淪為笑柄！

香港在全球金融格局中角色吃重
在 「GFCI 37」 排名顯示，香港的

「投資管理」 「保險業」 「融資」 三項
指標位列全球第一，這再次展現出香港
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不妨看
看香港這三個領域的實力。

其一，看 「投資管理」 的實力。香
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總資產規模超過4
萬億美元，2024年淨資金流入增長
3.4倍；家族辦公室業務持續增長，目
前，約2700家單一家族辦公室在港經
營，其中逾半家辦所管理資產規模為
5000萬美元。

其二，看 「保險業」 的實力。根據
瑞士再保險發布的2023年世界保險業
Sigma報告，香港的保險滲透率全球排
名第一，保險密度全球排名第二，毛保
費總額全球排名第十六；全球前十大保
險公司中有七家在香港獲授權經營保險
業務；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度，港元與
美元保持穩定的匯率，保單支持多種貨
幣自由轉換，吸引了全球投資者。

其三，看香港 「融資」 的實力。香
港的融資實力主要體現在IPO市場和再
融資市場。香港的IPO市場在全球範圍
內表現活躍，2024年新股集資額達到
829億港元，排名躍至全球第四位，
2025年預計將有80家公司來港掛牌，集
資額在1000億至1200億港元之間。香港
的再融資市場同樣活躍，2024年，香港
市場再融資規模達到890億港元。

「投資管理」 「保險業」 「融資」
主要體現當前的實力，香港表現出色；
「人力資本」 「基礎設施」 及 「金融業

發展水平」 主要體現發展後勁，香港這

三項指標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二； 「營商
環境」 及 「聲譽及綜合」 主要體現客戶
評價，香港這兩項指標排名上升至全球
第三。

由以上主要指標可以看出，香港在
全球金融格局中的角色日益吃重、地位
越來越高。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去年10月公布的
施政報告中提出深化 「互聯互通」 、強
化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地位、強化國際資
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地位、優化證券市場
等一系列具體措施，再次體現出特區政
府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決
心堅定不移。

香港金融業前景看好
香港蟬聯全球金融中心第三，給香

港社會注入極大信心。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日於社媒發文

表示： 「本港要不斷推動改革創新，提
升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和效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近日
在社媒發文表示： 「我們將積極強化金
融互聯互通，拓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推
動綠色金融、資產管理及金融科技創
新，進一步提升市場活力與競爭力。」

「金融互聯互通」 、 「離岸人民幣
業務」 、 「綠色金融」 、 「資產管
理」 、 「金融科技創新」 ──這些方面
正是推進香港金融業高質量發展的着力
點，也是香港金融業的潛力所在。香港
若能在這些方面繼續 「精耕細作」 ，定
會收穫滿滿。

其一，金融互聯互通。自2014年
「滬港通」 啟動以來，中國通過雙向互

聯互通機制探索出風險可控的金融高水
平對外開放路徑，未來，隨着中國經濟
規模不斷擴大， 「互聯互通」 的業務量
會持續增加，將給香港金融業注入 「活
水」 。

其二，離岸人民幣業務。香港是全
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結算中心。
2024年前10個月，跨境貿易結算的人民
幣匯款總額超過12萬億元，同比增長
34.9%。隨着國際貿易用人民幣結算的
業務越來越多，未來，香港的離岸人民

幣業務的增量十分龐大。
其三，綠色金融。香港 「綠色金

融」 領域已走在世界前列，隨着全球對
可持續發展的重視，香港在綠色金融領
域的機遇多多。比如，在 「一帶一路」
的基建投資中，許多項目與環保相關，
香港與相關企業攜手，可在 「綠色金
融」 領域贏得先機。

其四，資產管理。目前，瑞士是全
球最大的財富管理中心，香港排名第
二。國際金融界人士普遍認為，香港若
繼續以每年7.6%的速度增長，到2027年
至2028年，香港有望成為全球最大財富
管理中心。

其 五 ， 金 融 科 技 。 在 「GFCI
37」 的 「金融科技發展水平」 指標中，
深圳位列全球第三，排名未變；香港排
名上升5位，達到全球第四；廣州排名
上升3位，達到全球第十一。粵港澳大
灣區3個城市進入金融科技前20名，再
次印證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活力。世
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全球創新指
數》顯示， 「深圳─香港─廣州」 科技
集群連續5年居全球第二，香港作為其
中一員功不可沒，未來，香港繼續在
「金融＋科技」 上加力，有望成為全球

金融科技創新的領導者。
夏寶龍主任3月3日晚上在北京看

望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時，傳達了
習主席、黨中央、中央政府對港澳同
胞的關愛。他再一次希望香港擦亮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 「金字招
牌」 ，鞏固提升傳統優勢；希望港澳委
員立足港澳，胸懷大局，為國家及港澳
發展積極建言獻策。

香港蟬聯全球金融中心第三且得分
飆升的 「成績單」 ，表明香港作為全球
金融中心的這面 「金字招牌」 閃閃發
光，把污衊香港的謠言擊得粉碎！

星光不問趕路人，時光不負有心
人。國家給力，香港努力， 「一國兩
制」 的香港實踐必能更加輝煌！

屠海鳴
點擊香江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
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
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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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考察

內地AI經驗可借鑒
萬千社工看祖國

佛山交流團促進兩地專業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