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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傳統優勢
抓緊前進「新動能」

各界倡港下工夫吸金融科技文化人才 提升競爭力
香港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強調，

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而「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這是香港得天獨厚的

顯著優勢」。在面對近年複雜地緣政治等新挑戰下，香港要強化自身的優

勢，同時要積極抓緊、找準前進方向，發展「新動能」。香港各界人士近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建言獻策，建議香港扮演好聯通內地和國際的角

色，進一步鞏固香港在國際金融方面的傳統優勢，同時積極發展綠色金

融；建立統籌小組制訂科技定位藍圖；從區域的定位和長遠投資眼光出

發，勾勒文化發展前景；在全球搶人才的情況下，推出強有力的政策，特

別是照顧人才方方面面需要的政策，讓他們願意在香港安家，為香港提升

競爭力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鄭濬文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培育金融人才
處境：複雜地緣政治

香港作為外向、細小和全開放型經濟體，受地緣政治和環球經濟影響較大。國際大
格局與形勢異常複雜，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美國的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嚴重干擾到
地區局勢穩定，更打擊了正常的經濟周期及發展形態。

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具備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而全球經濟重心由
西向東移的趨勢明顯，香港的未來必須與國家發展藍圖相配合，才能釋放最大能量，
形成最大競爭力。

處境：疫下經濟元氣大傷
餐飲、零售、酒店、乘客運輸、訪港旅客的其他消費、建造及進出口是新冠疫情下香港受到較沉重打擊的

行業。根據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今年3月公布，就有關行業因疫情而導致的經濟損失所作的粗略推算，在
2020年及2021年，上述經濟活動所引致的經濟損失總和分別約3,200億元及2,460億元，相當於在沒有疫
情的假設情景下本地生產總值的10.6%及8.0%。
新冠疫情已持續近3年，市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如遠程辦公、網上教育等創科應用因疫下對社交距

離的限制而迅速發展。即使疫情消退，不少行業發展模式亦不會迅速回到疫前的水平，主動把握香港未來經
濟發展的脈搏，搶佔後疫情時代的發展先機，振興香港經濟，是特區政府必須思考的前瞻性議題。

把握疫後形勢 佔先機推創科

謀劃文創發展 打造「香港品牌」
處境：港文化產業發展滯後

香港一度對文化發展缺乏重視和系統規劃，文化人才欠缺「友好」的成長空
間等，或許都導致了香港被人誤解成「文化沙漠」。但事實上，香港曾被譽為
「東方荷里活」，中西文化薈萃，傳統與現代結合，具備鮮明而獨特的文化特
色，香港文創產業根基深厚。

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的文化發展找到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新定
位，帶來轉機，今屆特區政府亦致力將香港打造成「文化之都」。新格局下，
香港正致力增強軟實力，打造更耀眼的「香港品牌」。

完善招攬政策 提供誘因吸才
處境：政策落後鄰近地區

人口老化、勞動力減少等，都令不少國家和地區面臨人才荒。人才是發展最重要的資源，也是一座城市競爭力的
保障。與香港定位相近的新加坡近月推出新工作簽證「頂級專才准證（Overseas Networks and Expertise
Pass）」，以吸納各行業頂尖人才；一河之隔的深圳推出打破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四唯」
人才評價現象的鵬城學者計劃及吸納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孔雀計劃等，香港勢必要制定更全面高效的人才政策，才能
在這場「搶人才」大戰中取勝。

抓緊國家發展機遇
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下，香港如何應對？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譚岳衡表示，香港
作為聯通國家和世界的橋樑，金融經濟形
勢受國際環境影響顯著，要鞏固國際金融
中心優勢，關鍵在於要把握國家發展機
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粵港澳大灣
區、「一帶一路」發展時機，提升香港在
國家對內對外「雙循環」中所扮演的紐帶
橋樑角色地位，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
所需。
他建議香港應致力於提升離岸人民幣中

心地位，助力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要
深化升級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就必須主
動對接內地各級政府及政策性銀行，提升
低風險人民幣債券的在港發售規模，鼓勵
境外機構在港發行點心債、人民幣計價股
票等，繼而逐步創設多樣化基於人民幣資
產的風險管理工具，豐富人民幣金融產品
種類。
譚岳衡強調，培育、吸引和留住金融人

才是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一
環，故特區政府應針對業界人才缺口較大
的綠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領域，加強與高
校、學術機構合作，擴大現有「綠色和可
持續金融培訓先導計劃」、「金融從業員
金融科技培訓計劃」覆蓋人數，推出更多
支持青年人才發展和行業技能提升的有針

對性培訓，包括設立「綠色和可持續發展
領袖計劃」、「金融科技領袖計劃」，從
企業高管層面推動綠色可持續發展和金融
科技方面的轉型。

可於內地設保險售後中心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仲尼表示，國

家近年來的發展愈來愈好，香港應抓緊國
家發展帶來的機遇，進一步提升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包括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以及與內地進一步探討深化現有的「互聯
互通」機制，拓展新的投資管道，例如可
考慮與前海合作，讓在香港註冊的基金進
入前海，使這些基金可以在前海進行投資
及募集資金。
在保險業方面，他認為香港的保險公司

未來可在內地，特別是大灣區的內地城市
設立保險售後中心，提供跟進服務、更改
保單、索取賠償等業務，從而吸引更多內
地客戶在香港購買保險，增加營業額。
陳仲尼指出，綠色金融將會是未來金

融發展的主要方向，特區政府須與大灣
區內地城市及內地私人企業合作，鼓勵
他們來香港發行綠色債券，將整個大灣
區打造成為綠色金融中心，香港要利用
好自身作為內地和國際的雙向管道，扮
演好連接角色，引導國際資本逐漸流向
大灣區綠色金融項目。

抓疫後時代機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香港未來要善用科

技，全力發展智慧城市，包括智慧醫療、智慧生活、
智慧政府、智慧交通等，讓市民未來的生活更舒適便
捷、綠色宜居，同時為創科的發展帶來機遇。
她認為要做到這一點，特區政府須有跨部門的合
作，故政府未來應在創科發展方面設立統籌小組，同
時更積極進取，善用科技及大數據，由發展局和創新
科技及工業局牽頭通過跨部門數據互通，凝聚數據共
享文化，形成協同效應，帶動其他政策局跟隨。
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建議特區行政長官李

家超在施政報告中制訂科技定位藍圖，為香港創科的
發展譜寫出路線圖，具體及細緻地明確側重點，令香
港的創科能夠利用好本身的基礎科研優勢，形成產業
鏈，同時提供誘因，吸引內地及國際的大企業進駐香
港，從而帶動香港的整體創科發展。
他指出，香港各行各業目前都缺乏人才，未來重
點發展的創科界更是如此，而制定科技定位藍圖，
讓世界各地人才看到香港創科未來的發展，將有利
於吸引這些人才前來香港發展，又相信在制訂科技
定位藍圖及成功吸引人才後，香港的創科發展定能
更進一步。

新格局新思維新可能

如何重新搭建文化產業發展格局，提
升香港競爭力？立法會體育、演藝、文
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剛表示，香港文化
藝術發展過去沒有清晰的發展藍圖，香
港要發展文化藝術，不僅從自身角度出
發，更要從區域的定位和長遠投資的眼
光去考量，相信一個清晰的文化發展藍
圖有助建立完整的行業生態。
他建議政府成立高層次文化委員會，

匯聚業界討論文化發展藍圖，讓特區政
府認清香港自身優勢，針對性推廣軟實
力，並推動業界數字化轉型，其中包括
支持藝術科技的發展，更要有系列上下
游產業配套等。
推動文化藝術人才培養和提升藝術欣

賞水平至關重要，霍啟剛建議政府訂立
人才培養和晉升的規劃，讓有志於此的
年輕人在文化生態圈內找到出路和持續
發展。
香港春天實驗劇團行政總監高志森表

示，要將香港文化發展成產業，重點要
靠好作品。這些作品要擲地有聲，能夠
經得起時間洗禮，不斷優化，最後成為
經典，才能繼續發展成為產業。
在開拓市場方面，他強調，香港與粵

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相當重要，通
過全面合作，彼此取長補短，擦出不同
火花，才能吸引觀眾，才有市場，業界
才能健康發展。
香港文藝界人士施駿興表示，本地文

藝界面對的老問題是表演場地不足，令
小型藝團無法壯大成長。若要令香港的
文化變成一項產業，以至成為「香港品
牌」，就必須如培育樹苗般，首先要有
良好的土壤，以及空氣及養分。
他認為，香港是中西文化薈萃的地

方，擁有獨特的文化，其他地方難以仿
效，應該加以善用，建議每區成立文體
藝專員，盡量發揮區內的特色，再融入
藝術元素舉辦文化、舞蹈表演等活動。

主動出擊全球搶才
人才政策必須照顧到人才所需的方方面面。立法會商界

（第一）議員林健鋒指出，香港要維持競爭力，就必須提
供各種經濟政策及誘因，吸引人才及資金來港，建議特區
政府檢視現行稅制，包括企業繳交的利得稅及個人繳交的
薪俸稅等。
他表示，香港總商會多年來提倡引入「集團虧損寬免」

及「本年虧損轉回」，特區政府宜積極考慮引入有關安
排，鼓勵企業在香港投資，同時吸引外資將總部轉移至香
港。
他又建議特區政府考慮設立「新經濟人才庫」，向從事
金融科技、碳排放權交易等新經濟產業的境外人才，提供
更大誘因來港發展，包括提供子女教育、住屋、醫療福利
等完善配套和支援等，令他們放心在香港定居，從而推動
有關產業在香港發展。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特區政府可考慮進一步

優化「輸入內地人才」及「優秀人才入境」等計劃，配合
其他商界一直倡議的措施，例如推出「家庭遷居友善計
劃」，讓其家人可同步移居香港，增加此類人才對香港的
歸屬感。
他建議應研究較具體的策略，為發展中的行業專科人

才，提供本港永久性居民享有的部分福利，例如已連續在
港工作居住滿五年者，可豁免繳付「雙重印花稅」購買物
業及享用公立醫院看病住院優惠等，以加大計劃吸引力，
吸納更多非本地人才。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吳傑莊表示，特區政府應針對創

科產業，提供更多稅務寬免及優惠政策，吸引海外及內地
大中型企業落戶香港，從而帶動更多高端人才匯聚香港。
同時，政府應為個別人才提供誘因，例如可以為他們提供
住房津貼，或者住房的扣稅優惠，同時要全面考慮他們在
港生活的需要，例如在醫療、教育等方面，為他們及家人
提供與香港永久性居民同等的待遇。

◆多位政界人士指出，香港要維持競爭力，就必須提供各種經濟政策及誘因，吸引人才及資金來港。圖為中環鬧
市行人步履匆匆。 資料圖片

◆有立法會議員表示，香港需要一個清
晰的文化發展藍圖，建立完整的行業生
態。圖為早前國慶文藝晚會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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