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日
全國兩會看點

16：30 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
新聞發布會在人民大會堂一層新聞
發布廳舉行，大會新聞發言人郭衛
民向中外媒體介紹大會有關情況並
回答記者提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在京港青盼灣區利好政策擴全國
暢談兩會期待 關注資金流通平台身份註冊等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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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兩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根據黨中央有關規定，
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
院、全國政協黨組成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
院黨組書記每年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書面述職。近
期，有關同志按規定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書面述
職，習近平認真審閱了述職報告並提出重要要求。
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有關領導

同志每年向黨中央和總書記書面述職一次，就增強「四個
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履行全
面從嚴治黨責任、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推進本職工
作、廉潔自律情況作出報告，是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
一領導的重要制度安排。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
歷史性變革，根本原因就在於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堅持

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不動搖。2023年是全面貫徹黨
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必須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
動、步調一致向前進，努力實現良好開局，為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好基
礎。

中央政治局委員等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書面述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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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燁 北京報道）在全國兩會

即將召開之際，多位在北京

的港青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訪問，其中有在當地創業扎

根的港青，對於疫情之後內

地經濟復甦看好，更期待政

府工作報告能帶來更多提振

經濟利好消息。他們亦關注

大灣區利好港青的政策，期

待相關政策能進一步推廣到

內地其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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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在北京創業的鄭斯方
（左二）希望政府可以幫到在京香
港小企業，如派發消費券，支持他
所經營的酒店從疫情中走出來。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新聞中心2日
發布通知稱，預計將

於7日上午舉行記者會，邀請外交部長
秦剛出席並回答中外記者提問，這將是
秦剛首次以外長身份在全國兩會記者會
上正式公開亮相。按照近年安排，重要
場次的記者會通常會在大會開始後陸續
公布日期，鮮少在會議開始前就先行預
告。對於這場外交新聞「盛宴」，媒體
記者們普遍高度關注，紛紛期待能通過
這位新外長首場記者會，進一步洞察中
國外交的最新動向。

世界關注中國對外開放新舉措
多年來，外長記者會一直都是中國全

國兩會上的一大重要看點。記者會當
天，各國記者們都會很早起床，扛着
「長槍短炮」，提前搶佔記者會有利位
置，可容納上百人的發布會現場每次都
是座無虛席。國際社會對中國外交的關

注，由此也可窺見一斑。
去年底，秦剛正式成為新中國第 12

任外交部部長。出任外長後短短兩個多
月時間裏，秦剛分別同俄羅斯、巴基斯
坦、韓國、土耳其、日本、伊朗、新加
坡等十多個國家外長通電話，出訪埃塞
俄比亞、加蓬、安哥拉、貝寧、埃及和
非盟總部、阿盟總部；應邀訪問印度尼
西亞，主持召開中印尼雙邊合作聯委會
機制第四次會議，並走訪東盟秘書處；
兩會召開前夕，他還遠赴印度新德里出
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

今年開年，菲律賓總統、土庫曼斯坦
總統、柬埔寨首相、伊朗總統等接踵訪
華，年內還有多個國家的元首計劃訪
華。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
年，中方正考慮在年內舉辦第三屆「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今年也是
中國改革開放45周年，世界均密切關注
中國對外開放將推出哪些新舉措。可以
預見，今年注定會是中國外交濃墨重彩

的一年。

中美關係等成關注熱點
今年的外長記者會上，預料中美關

係、烏克蘭危機、「一帶一路」等將成
為中外記者們關注的熱點，而秦剛如何
作答，無疑是外界觀察今年中國外交的
一個重要風向標。值得一提的是，儘管
每年記者會關注的外交熱點會有變化，
但有一點卻始終未變，那就是中國始終
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
交政策宗旨，致力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

正如秦剛年初在向各國駐華使團發表
新年視頻致辭時指出，中國期待世界更
加團結合作，摒棄分裂對抗。命運與共
是人類社會的客觀現實，團結合作是開
創未來的人間正道。他說，2023年，中
國將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夥伴
關係，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深化
同周邊國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厚植

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友誼，推動國
際社會營造團結大家庭、唱響合作主旋
律，拋棄冷戰舊思維、反對排他「小圈

子」，集眾智、匯眾力，更好造福世界
各國人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作
為國際仲裁訴訟爭議解決方面的律師，海問
律師事務所香港辦公室合夥人劉洋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兩地始終是兩個司法管轄區，因
此必須促進兩地法律界的交流，更重要的是
要推動「港資港法港仲裁」的步伐。「港資
港法港仲裁」，即內地港資企業可先試點選
用香港法律作為民商事合同的適用法律，並
且可在香港進行仲裁。
「對於一些設在內地、但股東是港資的企

業，按照現有的法律規定，目前除上海自貿
區和深圳前海外，其他地方是不能夠選擇港
法港仲裁的。」劉洋呼籲，至少在所有的自
貿區內，可以先行試點推進「港資港法港仲
裁」，讓股東來自香港的企業，能夠選擇香
港的適用法律和仲裁。「期待在今年兩會或
者未來幾年中能夠有所突破。」
在北京從事法律行業16年之久的港人鄒

兆麟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希望代表、
委員能幫助香港的律師爭取更多在內地交
流的機會，也給香港律師爭取更多的機會
參與金融市場的法律工作。他還希望，未
來能將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一些好政策拓展
到內地其他城市。「比如目前，香港律師
在內地基本上只能從事香港法律工作，而
不能從事內地法律工作。而在大灣區，香
港律師可以通過考取內地執業資質在大灣
區內執業。」他呼籲將這個政策拓展到內
地其他地方，也相信會為香港律師在內地
發展創造更好的未來。

自2008年來北京創業的鄭斯方現在經營着聯合辦
公空間與咖啡廳，並且在2021年疫情嚴重時開

了一家酒店。他笑着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稱，「過去
三年因為疫情，酒店業和文旅業都經歷了困難的一
段時間，希望政府可以看到在京香港小企業，幫幫
我們，比如派發消費券，可以支持到我們的酒
店。」
CBD迷你倉創始人曹肇棆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過去幾年，國家給粵港澳大灣區很多政策上的
支持，我們也希望這些好政策能夠適用於北京。關
於勞動法方面，曹肇棆則表示，希望能有一些完
善。對此，醫療領域的創業港青、醫線通創始人張
卓瀚也有同感，「內地的勞動法和香港的法律有些
差異，很多時候會遇到水土不服的現象，比如對勞
動法的解讀方面，可能會與員工和用人單位有分
歧，因此，在這方面需要有關人士的專業指導或者
政策指引。」

微信小程序不識港人內地證照
「我們主要做跨境的線上諮詢，裏面有很多機

會，但是推廣上有些問題。」張卓瀚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比如雖然在港註冊的醫生已經做了

內地證照轉換，但卻沒辦法用這個證照在小紅
書、抖音等平台上進行認證。」他期待着，未來
國家能協助香港醫生或者海外專家在內地拓展發
聲推廣的途徑和渠道，去分享他們的醫療理念。
「認證的問題還包括微信小程序，其實在 『一帶
一路』倡議下，香港可以在東南亞和內地之間發
揮樞紐的聯通作用，但在香港註冊的公司或者是
香港人作為法人的公司，在申請小程序上都會受
到限制。」

「創業資金從香港匯內地困難」
談及資金流轉，張卓瀚表示，這也是自己創業面
臨的一個難題。「創業公司有時候會面臨一大筆資
金周轉，而香港公司的資金需要由海外匯入內地，
根據國家對外匯的管理要求，每匯一筆款項，資金
所有的來龍去脈都需一一證明，對很多公司而言有
一定的難度，這也增加了我們短期資金周轉的壓
力。」
對於這個問題，體育領域的創業港青、凰石體育創

始人余恒知也有同感，以他自己為例，「資金從香港
過來內地會很困難，初創企業對資金需求量不大的時
候還好，到了創業第二年，需要在場館、人員上進行
擴充時，就感覺到了資金不能及時到位的壓力。」

作為一名科技從業人員，北京真機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聯合創始人、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副理
事長暨科技委員會主任委員李興龍，最期盼的是能
有更多的香港同胞來北京發展。他對香港文匯報記
者說：「祖國是逐夢的理想地，我希望可以發揮橋
樑作用，把更多所見所想傳遞給香港同胞，特別是
到北京學習、工作的香港青年，鼓勵更多港青來到
內地從事科技行業，希望更多港青在科技領域大有
作為。」

冀香港有關方面與內地多交流
疫情防控政策優化後，李興龍敏銳地感知到，面
對疫情之後的大變局，市場相應會誕生一些新的商
業模式，包括人工智能創新也會產生很多新的需
求。他非常期待今年兩會釋放的政策、信息能對創
新創業者給出更明晰的政策指引，也期待國家出台
一些創新創業政策，鼓勵香港年輕人來內地發展。
他希望，香港創科局、香港科技園、數碼港等機構
與內地有關方面有更多的交流。李興龍及其創業團
隊專注於機器人研發，其公司研製的防疫機器人、
測溫機器人因疫情防控需要廣受市場歡迎，甚至得
到服務北京冬奧會的機會。「我希望未來可以繼續
探索其它能幫助社會發展的應用。」

◆2月22日，中國外交部長秦剛（中）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集體會見東盟常駐代表
委員會成員。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