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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董鑑滔文 匯 要 聞

香港特區政府去年年底推出全新的「高才通計劃」，並不斷優化各項輸入人才措施，積極主動「搶人才」。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信報50周年呈獻：未來香港高峰論壇」，他致辭時指出，各項輸入人才計劃反應踴

躍，截至今年6月底，特區政府收到的相關申請已突破10萬宗，差不多是每年輸入人才目標的3倍，充分證明

香港對世界人才的吸引力。他強調特區政府既會努力將香港金融、貿易、航運等傳統優勢傳承下去，亦會發掘

新的經濟增長點，敢於發展創科、文化藝術等新興產業，為香港實現高質量發展。

人才計劃火爆申請破10萬宗
特首：傳承金融貿易航運等優勢 續發掘新興產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政府
新聞處消息，《2023年
區議會（修訂）條例》於
上周四（6日）獲立法會
全票通過，特區政府昨日
正式刊憲生效。政府發言
人表示，特區政府將依法
進行組成新一屆區議會的
工作，包括有關委任議員
的任命、相關的選舉籌備
工作，以及為區議會的運
作和區議員的履職監察機
制訂立適當的指引，目標
是於2024年1月1日組成
新一屆區議會，服務市
民。
發言人指出，該條例旨在落實特區政府今

年5月公布的完善地區治理工作建議方案
中，有關重塑區議會的建議，杜絕第六屆區
議會的亂象，讓區議會重回正軌，提升地區
治理效能。
發言人強調，重塑區議會是完善地區治理

工作的重要一環。隨着該條例的落實，在制
度上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區
議會將重回基本法的初心，重新發揮其應有
的服務及諮詢功能，配合特區政府落實地區
工作，提升地區治理的效能，實現良政善
治，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民政專員走進校園解說方案
另外，適逢昨日是《2023年區議會（修

訂）條例》刊憲生效的日子，民政事務總署
持續走進校園向青年學生解說完善地區治理
建議方案。其中，觀塘民政專員林兆康來到
觀塘瑪利諾書院，向同學們進行解說工作，
深入淺出地向同學們介紹方案如何與他們息
息相關、如何提升地區治理效能，以及他們
日後可以如何為社區作出貢獻。
離島民政助理專員李豪則到可譽中學向

500多名學生解說方案，鼓勵同學們日後參
與地區事務，為地區和香港出一分力。

區會條例刊憲 新屆區會冀元旦組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警方早
前懸紅100萬元通緝8名涉嫌干犯危害國
家安全罪行的反中亂港分子，包括香港
執業大律師郭榮鏗和執業律師任建峰。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分別向香港大律
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投訴郭榮鏗和任建
峰有關專業失當行為，並批評兩人抹黑
香港的司法制度及法治，推動對香港特
區司法和檢控人員作出「制裁」，有違
作為大律師及律師的基本操守，強調自
己必須維護香港的法治及司法公義，責
無旁貸。
林定國說，郭榮鏗和任建峰利用自己

作為香港大律師及律師的身份，企圖增
加其可信性及權威性，抹黑香港的司法
制度及法治、詆毀香港的法官及檢控
官，推動和支持境外對中國及香港特
區，特別是香港特區司法和檢控人員，
作出「制裁」。「他們的行為損害香港
特區司法制度及整體利益，有違作為大
律師及律師的基本操守，行為極為不
當。我作為妥善執行司法工作和維護法
治的公眾利益守護者，必須維護香港的
法治及司法公義，責無旁貸。」

指兩人公然踐踏公義
他指出，兩人作為本地法律界的一

員，不單以失實指控攻擊香港的司法制
度，郭榮鏗更鼓吹要破壞香港的金融制
度，意圖干擾法官依法審理國安案件；任
建峰甚至提出和支持「制裁」法官和檢控
官，更以「制裁」其家人為脅迫，批評此
等行為公然踐踏公義，更會損害每一名香
港特區市民的福祉，實屬不能接受。
對於兩人的行為涉嫌嚴重違反作為法律

執業者的重要專業守則和道德，尤其是維
護其所屬專業的名譽和尊嚴的責任，他認
為兩人令業界的聲譽受損，並影響外界對
香港特區司法制度和法治的信心。
他重申，香港的司法制度一直深得國

際社會推崇並受基本法保障。正如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在2023年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上指出，他們不論是否香港國安法指
定的法官，都依據席前的證據，盡其所
能忠誠地引用相關法律判案。律政司在
基本法的保障下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
受任何干涉；並嚴謹和客觀地按照檢控
守則以證據和適用法律就每宗案件作出

獨立的檢控決定。
林定國強調，香港的大律師和律師必

須遵守其所屬專業團體所制訂的行為守
則及專業操守指引。《法律執業者條
例》及其附屬條例訂明香港大律師公會
和香港律師會分別作為大律師和律師專
業分支的監管機構。大律師公會及律師
會獲《法律執業者條例》賦權，可將有
關行為操守事宜呈交予大律師紀律審裁
組或律師紀律審裁組跟進。律政司尊重
兩個法律團體處理投訴和行業自我監管
的機制，相信兩大法律專業團體必定會
嚴謹、恰當、及時和依法按既定紀律程
序處理是次投訴。

林定國向兩律師會投訴
批郭榮鏗任建峰專業失當

◆觀塘民政專員林兆康昨日到觀塘瑪利諾書院向學生解說完善地
區治理方案。 民政事務總署Fb圖片

李家超在致辭中強調，特區政府會不
斷努力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

力。他說，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
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
勢。而香港中外文化薈萃，是唯一集合
中國優勢和環球優勢於一身的城市，亦
是世界最自由經濟體，是全球最大的離
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更擁有5間世界百強
大學，航空貨運量全球第一。「這些位
居世界前列的排名，不單是象徵着香港
的國際地位和聲譽，更重要的是時刻提
醒我們，要不斷努力鞏固和提升香港的
國際競爭力。」
提到他去年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強調特

區政府必須更積極和進取地「搶企
業」、「搶人才」，李家超表示，專責
「搶企業」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
室」，以及各個駐內地和海外經貿辦的

「招商引才專組」，已經全情投入工
作，並提到他上周訪問貴州時，在與駐
成都辦人員的交流過程中，感受到大家
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也期望有好成績。
「搶人才」方面，他指出，特區政府

推出的各項輸入人才計劃的反應踴躍，
截至今年6月底，即有關計劃推出以來的
半年，特區政府收到的相關申請已突破
10萬宗，差不多是每年輸入3.5萬名人才
目標的3倍，充分證明香港對世界人才的
吸引力。

港金融業優勢明顯
至於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李家

超表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發
表的評估報告，肯定了香港作為主要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確認了香港規管制
度嚴格穩健，資本和流動性緩衝豐裕，

聯繫匯率制度運作暢順。「香港在金融
業優勢明顯，所以我們更要擔當引導國
際資金配對優質綠色項目的重要角色，
為國家以至亞洲的綠色事業作出積極貢
獻。」
在談到香港的科創發展前景問題時，

李家超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
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金融科技正好
是匯聚香港金融服務傳統優勢和創新科
技新興發展的橋樑。而香港金融科技生
態圈發展全面，現時有超過800間金融
科技企業。特區政府又公布了《香港創
新科技發展藍圖》，提出四大發展方
向，已取得一定進展，包括在最新發布
的《全球初創生態系統報告》中，香港
在世界百強的「新興初創生態系統」
(Emerging Ecosystems)排名亞洲第一、全
球第二。「這個排名，肯定了我們促進

政、產、學、研合作共同打造優越的初
創生態系統的工作，亦展示了香港的發
展潛力。」
談及如何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李家超表示，今屆特區政府

新設立了「文化藝術盛事基金」，支持
國際和大型文化藝術活動落戶香港，為
業界提供發揮機會，打造香港成為藝術
文化之都，並強調這亦是提升香港整體
競爭力、吸引人才來港的重要一環。

◆李家超表示，金融科技是匯聚香港金融服務傳統優勢和創新科技新興發展的橋樑。圖
為中環鬧市。 資料圖片

◆林定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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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昨在一個
活動致辭時表示，相信香港能夠在
變局中育新機開新局，實現再次崛
起。鄭雁雄主任多次講話都力為
香港打氣鼓勁，鼓勵港人弘揚敏銳
捕捉商機、敢拚善戰能贏的精神特
質，在世界變局中，識變、應變、
求變，育新機、開新局，為香港在
新時代發揮優勢、貢獻國家明方
向、增鬥志，令港人對香港未來充
滿信心、全力為國家再立新功。

正如鄭雁雄主任所指出的，回顧
歷史，香港的每次崛起都是在世界
變局中實現的，世界有變數，香港
有「着數」，世界有變局，香港有
新局，香港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在
識變應變求變中實現自我超越的歷
史。上世紀五十年代，美英對新中
國的禁運政策使香港經濟陷入困
境，但霍英東等愛國商人敢於衝破
封鎖、為國貢獻；到六七十年代，
港人把握全球製造業由西向東轉移
機會，努力讓香港製造業快速崛起
起飛，並繁榮了香港轉口貿易，此
後再實現製造業由紡織、製衣向電
子、鐘錶等的轉型；七八十年代，
香港又把握國家改革開放機遇，敢
為天下先，投資內地，令香港在服
務國家改革開放中成為國際金融、
貿易、航運中心。鄭雁雄主任回顧

港人過往輝煌歷史，引導港人重溫
敢拚善戰能贏精神，感悟背靠祖
國、發揮優勢的成功之道，並思考
新時代如何肩負民族復興使命，育
新機、開新局。

當前，香港正處在從由亂到治走
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未來數年是
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
鍵期。機遇和挑戰並存，只要懂得
把握挑戰蘊含的發展機會，機遇就
大於挑戰。中央堅定不移支持香港
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中央
和祖國內地是香港最堅強後盾，香
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
優勢，在貢獻國家重大戰略如人民
幣國際化、綠色金融發展、科技強
國建設等領域，大有作為，前景無
限。鄭雁雄主任為港人鼓勁，期待
港人更主動參與世界利益格局重
構、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
優勢、貢獻國家，為新時代港人再
創輝煌引領方向、堅定信心。

香港要在新時代為國再立新功，
需要弘揚敢拚善戰能贏的精神特
質，敏銳識別新變局，捕捉新機
遇，勇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賦予港
人的時代使命，團結一心謀發展，
不斷提升香港競爭力，增強港人的
獲得感、幸福感，令東方之珠風采
更勝往昔。

識變應變求變，就能把握新機遇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

露，特區政府將促進兩地醫療體系的人流、物流、資金
流和信息流融合，為香港公營醫療體系減壓，包括資助
港人到港大深圳醫院覆診。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持續推
進，除了基礎設施「硬聯通」外，包含電子病歷在內的
數據、信息跨境流動，不斷拓展規則機制「軟聯通」，
是大灣區融合發展不可或缺的環節。特區政府有必要積
極主動和大灣區內地政府攜手合作，構建有序、高效、
可靠的數據信息聯通機制，深化大灣區無縫對接，加速
打造宜居宜業宜遊國際一流灣區。

大灣區融合進入「快車道」，「一小時生活圈」配
套多方面加強，愈來愈多港人選擇到內地工作、生活、
升學和養老。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2021年底逗留廣
東省半年或以上的香港居民人數超過52萬人，其中65
歲以上居民有 85,000 多人，約佔總逗留居民人數的
16%。港人尤其是長居內地的香港長者，要放心在大灣
區生活、工作、養老，便利而廉價的醫療服務是現實需
求和重要考慮，而實現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跨境醫
療融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過往港人北上就醫的最大障礙是病歷未能互通，特
區政府2020年11月為居於內地、需要覆診的醫管局病
人推出特別支援計劃，讓他們在港大深圳醫院診症。該
支援計劃今年5月完結後，醫衞局隨即推出「支援粵港
澳大灣區醫院管理局病人先導計劃」，使居於內地港人
繼續在港大深圳醫院覆診，亦容許居港病人選擇北上診
症。盧寵茂指出，電子病歷聯通，為港人北上診症奠定
基礎。經民聯今年6月發布的「共建灣區醫食住行」建
議書，就深化香港與其他灣區城市無縫聯通提出15項
建議，其中包括容許「醫健通」病歷跨境互通。兩地電
子病歷互通是非常關鍵的一步，為未來兩地醫療互通互

融打下重要基礎。
目前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蓮塘口岸等促進大

灣區互聯互通的硬件持續落成啟用，進一步便利大灣
區人流物流互動。大灣區互聯互通的軟件跟上「硬聯
通」的步伐，是大灣區城市無縫聯通的必然要求，也
是亟待突破的樽頸。例如推進電子病歷大灣區跨境互
通便利港人，減輕本港公營醫療壓力，但是病歷互通
涉及隱私和數據安全等問題，目前只有港大深圳醫院
可與本港醫管局對接，跨境醫療雙向合作進展未如理
想。深圳皇崗口岸正在重建，新口岸會否實施更高效
的「兩地一檢」通關模式亦備受關注，新通關模式也
涉及私隱問題，保安局表示，兩地政府正積極研究推
行「兩地一檢」。

數據安全、個人隱私當然重要，但可借助先進科技
解決，且有先例，於一些地區引入區塊鏈技術， 保障
實現數據安全互通。內地有企業運用區塊鏈技術，研發
粵澳跨境數據驗證平台，當中包括醫療服務，居民可直
接攜帶跨境病歷在大灣區內就醫，一定程度上確保數據
安全和病人私隱。特區政府上月底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
公室簽署了《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
忘錄》，探討將數據跨境流動。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東表示，香港有管理機制限制數據外流，例如《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對個人數據有清晰規範，在簽署
《合作備忘錄》後相關政策維持不變，市民無須擔心個
人資料外流；金融、醫療等亦有法律規管。

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實現灣區數據、信息互聯互
通，提供更高效優質的城市交通、能源管理、醫療健康
等公共服務，港人作為獲益者，應該消除對灣區數據、
信息互聯互通不必要的疑慮，積極支持互聯互通，從而
持續提升灣區居民生活品質，促進灣區高質量發展。

加快灣區「軟聯通」 無縫對接高效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