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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走出疫情、穩定政治經濟環境；在中央支持下，主
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 『一國兩制』 的優勢，積極開拓新

市場、搶企業、搶人才；面對關稅戰，危中尋機，努力實現更好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行
政長官李家超昨天接受《大公報》訪問，談及上任三年來的感受，深感 「一國兩制」 有強大生
命力，特區政府要繼續加油實幹！

香港回歸28年，發展成績有目共睹。這三年，香港經濟逐步復甦，2025年香港首四個月
出口及進口較上年同期上升11.9%及11.4%；資金活水湧入，2025年首季融資額高達205億美
元、150間企業排隊在港上市，截至5月21日，港交所新股上市IPO募資規模為84.2億美元，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總排名穩佔第三位、《202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
港躍居第五。

經濟紅利，市民共享，家庭月入中位數上升11%達3萬元。李家超表示，
面對全球不明朗局勢，只要社會上下齊心，就可化危為機： 「心意一致，其利
斷金」 。

大公報記者 陳玥、李雅雯（文） 張凱文、許棹傑（攝製）

相關新聞刊 A2

特首專訪

掃一掃有片睇

A1 要聞

化危為機謀突破
李家超：「一國兩制」有強大生命力

Ta Kung Pao

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乙巳年五月十一 第43761號
今日出紙二叠六張半 零售每份十二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2025年6月6日 星期五

習近平：美應撤銷對中國實施的消極舉措 A3

責任編輯：鄭小萍 美術編輯：譚志賢

9729 8297報料熱線
newstakung@takungpao.com.hk

督印： （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 www.takungpao.com

電話總機：28738288 採訪部：28738288轉 傳真：28345104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廣告部：37083888 傳真：28381171 發行中心：28739889 傳真：28733764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大公文匯 大公網

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26℃-30℃
間中有陽光

實現香港更好發展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
示，面對全球不明朗
局勢，只要社會上下
齊心，可化危為機。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良政善治新氣象

由上任時經濟負3.7%到2024年度增長達2.5%，預計2025
年維持2%至3%。反映出香港在全球經濟環境中逐步恢
復。

2024全年訪港旅客數字達4450萬人次，較前年上升
30%。2025年第一季（1至3月）共有約1220萬訪港旅客
人次，較去年同期多9%。

5月中東訪問期間，李家超與卡塔爾、科威特合共達成59
項合作備忘錄和協議。

自2022年至今年4月底，高端人才計劃合共收到逾47萬份
申請，並已批出逾31萬份申請，有近21萬名人才抵港。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於今年4月與18間重點企業簽約，連
同早前引進的66家重點企業，它們未來數年會在香港合共
投資約500億元，創造超過20000個就業機會。

2025年首四個月出口及進口較上年同期上升11.9%及
11.4%。

國際調解院總部設於香港，為香港成為國際法律和爭議解
決服務中心的發展發揮重要作用。5月30日舉行《關於建
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共33個國家代表簽署公
約。

在今年的國際仲裁調查報告中，香港成為亞太地區最受歡
迎的仲裁地點，並與另一個司法管轄區並列全球第二位。
在《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在商業法規和國際貿易範
疇名列第一。

特區政府發售約270億港元綠色債券及基礎建設債券，吸
引超過30個環球投資者參與，錄得總認購金額約2370億港
元等值，認購額為發行額的約3.3倍至12.5倍。債券預計在
2025年6月10日交收，並於港交所和倫敦證交所上市。

截至2025年3月，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結算中
心，佔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約79.3%。

國際評級機構標普、穆迪及惠譽5月發表報告，分別維持香
港 「AA+」 、 「Aa3」 及 「AA-」 的信貸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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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後多次出訪，積極擴大經貿朋友圈，為香港
帶來更多商機。

應約同特朗普通電話 雙方同意盡快舉行新一輪會談

面對地緣政治
變幻莫測，保護主
義、單邊主義破壞

全球經濟秩序，李家超表示，
在當今全球局勢下，要有強、
弱、危及機遇的分析及處理。
對於關稅戰及保護主義造成的
貿易壁壘，他指出香港要作最
壞打算，重新定位，很多企業
家、商人在今次美國關稅戰，
醒覺到不能只聚焦美國市場。
李家超強調，會與美國繼續發
展經貿關係， 「今次醒覺，我
們既做美國市場，亦發展非美
國市場」 。

歐盟自2010年起一直是香
港主要貿易夥伴之一，是香港
的固定市場；至於新市場東
盟，則是香港在2024年的第二
大貿易夥伴。香港與東盟的商
品貿易總額達港幣12896億
元，相當於香港全球商品貿易
額的13.6%，是大貿易夥伴。
中東更是發展蓬勃，資金充
裕，李家超指出中東為分散投
資風險，正將資金投資東移，
而亞洲是未來的經濟引擎，中
國內地、香港便成為中東國家
投資的主要地方。要把握新市
場機遇，李家超指要強化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優勢；有足夠

的流動性，香港是自由經濟
體，國際貿易全球排行第一，
所以香港要繼續維持零關稅
區，保持自由港的優勢。

多元金融產品激活市場
香港要有多元金融產品，

激活市場，所以互聯互通很重
要。香港的雙貨幣櫃台，一方
可用港幣購入或出售金融產
品，另一方則可用人民幣結
算，李家超指出，很多跨境貿
易是用人民幣結算，特別是中
東國家，很多用人民幣交易，
所以債券等金融產品的投資，
經香港入內地有增值機會。

「香港交易所要造大」 ，
李家超表示，香港交易所已與
全球15間交易所建立相互確
認，近年再增加5間，達到20間
不同交易所互認，股票互掛，
不同的交易所的各自金融產品
可互相交易。

他舉例5月的中東行，中東
沙特與港交所建立互認制度，5
月29日首隻伊斯蘭國債ETF在港
上市，同樣沙特亦可投資香港
的金融產品、指數，包括香
港、內地及國際等，反映香港
金融市場產品不斷創新，不斷
壯大。

應對
貿戰面對新形勢，李家超上任後推出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下稱引進
辦）及 「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下稱
高才通）等政策，成效斐然。李家超透
露，引進辦已吸引84間重點企業落
戶，當中有不少計劃在香港設立國際或
地區總部。未來數年這些企業會在香港
合共投資近500億元，創造就業機會逾
20000個。

吸引企業來港發展 創造就業機會
投資推廣署致力吸引各行業企業來

港發展。今年1月至4月期間，投資推廣
署成功協助223家內地及海外企業在港
開展或擴充業務，較去年同期增長
13%，首年可帶來逾223億港元的直接
投資額，並創造逾4900個工作機會，
當中超過四分之一企業表示將在香港設
立國際或地區總部。這些企業的首五大
來源地是內地、美國、日本、英國和新
加坡；行業則集中在金融服務及金融科
技、家族辦公室、創新及科技、旅遊及
款待以及消費產品五大領域。

李家超認為， 「搶企業會帶來整
個企業的團隊，但與此同時搶人才都
要做。」 數據顯示，各項人才計劃自
推出截至今年4月底，申請數目已突破
47萬大關，其中31萬宗成功獲批，彰
顯香港對全球人才的強大吸引力。尤

為可喜的是，已有超過21萬獲批人才
選擇落戶香港，為社會經濟發展注入
源源不斷的活水。李家超進一步透
露，通過此計劃來港的人才結構多
元，不僅涵蓋具備高技術背景的專業
精英，更吸納了寶貴的文化產業人
才，為香港建設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添磚加瓦。

人才帶來的經濟效益十分可觀。據
權威機構評估，高才通計劃預計每年可
為香港經濟增長帶來超過1%，並帶動
了創新創業氛圍，促進產業升級轉型。
更令人鼓舞的是，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已
大幅超越原定每年吸納35000名人才的
目標，充分證明政策的有效性和香港的
吸引力。

香港競爭力持續躍升
特區政府多管齊下提升香港競爭

力，持續獲得權威國際評級的積極印
證。《202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
香港從第七躍居第五；在《2024年世
界人才排名》中，香港更從第16位急
升至第9，是2016年以來首次重返十大
之列。這一重大突破，不僅肯定了香港
在吸引、培養和留住頂尖人才方面的顯
著成效，也凸顯了特區政府將香港打造
成國際人才樞紐策略的成功。

在今年新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

數》報告中，香港整體評分上升11分
至760分，總排名繼續維持全球第三
位，並在亞太區繼續居首。香港在 「人
力資本」 「基礎設施」 及 「金融業發展
水準」 方面的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二，在
「營商環境」 及 「聲譽及綜合」 方面的
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三。特區政府多管齊
下提升競爭力，正通過國際評級獲得有
力驗證，展現香港作為國際樞紐的持久
優勢。

招海外優秀學生 拓多元人才庫
面對全球搶人才趨勢，特區政府推

出多項措施應對挑戰。美國早前宣布向
哈佛大學國際學生的簽證限制措施引發
關注，而香港則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優
秀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資源配置等優勢吸
引更多人才落戶。李家超指出，香港擁
有多所世界百強大學，學科覆蓋廣泛，
多個學科在世界範圍內名列前茅，為學
生提供優質的教育資源。此外，政府還
致力於與 「一帶一路」 國家開展教育交
流與合作。李家超指，早前宣布增加
「一帶一路」 獎學金名額，力求通過多
管齊下的措施保持競爭力，吸引更多不
同國家的學生來港，促進文化與教育的
交流，豐富香港的人才資源，為香港的
國際化發展注入
新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