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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支持Web3生態
圈的發展，數碼港在今年初已成立
Web3基地。今年財政預算案也宣布
撥款5,000萬元推動Web3生態圈發
展，包括促成跨界別業務合作及舉

辦國際大型研討會。為了學習和掌握Web3的前沿
發展與行業趨勢，筆者在過去一年與數百個創科
團隊交流，可以肯定地說，Web3尚在萌芽階段，
前景大有可為。

現時一些Web3的應用方案備受憧憬，但真要落
實到大規模在民間流行，三個因素缺一不可：第
一是底層技術尚需要時間發展得更為成熟；第二
是市民認識Web3的應用場景，以及適應新科技為
社會和生活帶來的種種轉變；第三是政策和法例
要配合跟上，支持Web3有序和合規發展。

香港數據流通監管完善有利開發
香港絕對有潛力發展成為全球Web3樞紐。首

先，Web3的骨幹是分布式分類賬技術(DLT)，它從
根本上改變了諸多數據(個人資料、交易和資產數
據等)的產生和儲存的方式，因此一個地區的自由
程度和健全制度對培養Web3生態圈至關重要。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其法律及
司法體系質素為國際社會認可。香港作為具競爭
力的國際金融中心，金融監管體制達到國際級水
平，在數據自由流通和私隱方面也享有穩健的法
例保障，令香港成為發展Web3業務的理想地點。

其次，華人是當今這股科技潮流的生力軍，在
底層技術開發方面尤其出色。他們雖然散落在世
界各地，不過一旦有大型Web3相關企業進駐香
港，便可能引起群聚效應，吸引這批人才來港發
展，令香港享有核心技術人員的紅利。

最後，隨着2022年底發布的《有關虛擬資產在
港發展的政策宣言》，以及今年6月1日起由證監
會推行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VATP)發牌制度(設有
一年寬限期)，不少Web3業者憧憬更多貼合虛擬資
產及代幣化的政策將會出台，鼓勵他們投入金融
創新，推出Web3相關產品測試市場反應，又或透
過沙盒形式獲取不同應用場景的實際經驗。

目前是香港發展Web3的關鍵時刻，穩健有序之
餘，又要鼓勵科技創新，這樣才能吸引各路精
英。可是，近月有不良分子藉特區政府推動Web3
發展的時機，來港進行違法活動，例如以傳銷手
法推銷一些「空氣幣」進行詐騙。另一些則經營
非法平台募資。這些營運者最終潛逃或破產，令
香港蒙上污名，大大打擊Web3健康發展的勢頭。

因此，監管機構應與執法部門密切留意，切勿讓不法之徒借Web3
之名在港斂財。

要令大眾對Web3有正確概念
具體而言，證監會應盡快披露無意申領牌照或不獲發牌的營運

者，讓市民避免與「末日」平台交易。特區政府亦應針對一些平
台發放誇張誤導的廣告內容，警惕零售投資者。此外，很多市民
並不深入認識Web3各式各樣的應用，以及Web3對個人生活和財
務的重要性，片面以為Web3就是炒賣加密貨幣。偏見和缺乏相關
知識，會增加市民受騙的機會，也令正當的Web3產品難以普及。
政府應加強公眾教育，帶頭推出可靠的Web3應用方案及場景，讓
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熟習，長遠更要透過立法規範Web3產品，讓市
民在透明、合規、安全的情況下使用或購買Web3產品，這樣才是
合理的保障。

最近金管局前總裁陳德霖提到，「虛擬資產」(virtual asset)這
個名稱容易讓市民誤解，以為這等同加密貨幣，故此應正名為「數
字資產」(digital asset)，筆者深表認同。「數字資產」的內涵比
起純粹的虛擬資產或加密貨幣更廣更深，它代表在Web3新時代，
各類有形及傳統資產、商品、服務和權利等均可代幣化，藉DLT技
術和智能合約創造出許多前所未有的應用場景。希望香港迎來
Web3發展成熟的一天，並擔當起這股科技潮流的重要角色。

推動夜經濟生生不息 聚焦發展需統籌兼顧
夜經濟是香港經濟發展重要一環。為了給經濟注入

新動能，行政長官李家超引領特區政府積極籌備搞活

夜經濟，宣布系列夜間活動，有理念、重方法，集思

廣益，坐言起行，體現特區政府聚焦推動香港發展。

香港需要推動實體經濟和產業發展，才能以日間經濟

支撐夜經濟，同時推出整全政策措施統籌兼顧，盤活

香港特色資源，支持商戶經營推陳出新，為營商拆牆

鬆綁，促進夜經濟可持續發展，成為香港旅遊文化新

亮點，有利鞏固香港零售市道和旅遊產業，全面發揮

夜經濟的發展動能。

姚志勝 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李家超日前宣布，今年國慶日恢復舉辦煙花匯
演，希望連同一系列的慶祝和優惠活動使香港晚
上不斷「活起來、動起來」，又預告會推進一連
串搞活夜間經濟的活動，最快下周公布細節和內
容。今年年初，香港與內地恢復全面通關，逐步
走出疫情陰霾。如何搞活搞旺夜市進一步提振香
港經濟，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和討論。

環顧世界各地，紐約、倫敦、柏林等大城市
相繼實施部分地鐵路線24小時運作，以刺激深
宵消費；深圳、長沙、武漢、濟南等內地多個
城市的夜間活動更成行成市，人氣旺盛，成為
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帶動就業、提振消
費，夜間經濟作為城市消費的「藍海」，已經
成為擴大需求、促進消費的重要舉措之一。特
區政府提出搞活夜經濟，促進夜間活動，繼續
豐富消費和旅遊資源，活絡經濟互動，更坐言
起行，迅速落實，務實推動，為香港經濟注入
新動能踏出重要一步，體現特區政府全力促進
香港經濟發展。

日間經濟支持夜間經濟
值得注意的是，夜經濟是經濟活動的重要組

成部分，與日間經濟相輔相成，夜經濟的繁榮
程度，儼然成為城市經濟活躍度的晴雨表。綜
合世界各地的夜經濟，有兩個顯著特點：一、
日間經濟是維持夜間經濟的重要動力，日間經
濟帶動的需求，可以延續到晚上，帶動夜經
濟，必先推動日間經濟，讓市民有更多收入去
消費，一些城市的夜經濟規模收縮，原因就在
於日間經濟同陷低潮；二、夜經濟與城市經濟
特點和形象相配合，緊扣當地特色產業和獨特
文化，以多元夜間活動產生集聚效應，製造連
鎖消費作用，而非只靠單一和臨時性質的活
動。香港要搞活夜經濟的重要前提，在於實體
經濟對市民生活有更好支持，以建設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北部都會區」等促進產業發展，
創造就業，增加收入，充實市民「荷包」，同
時以夜間特色活動激活夜間環境，吸引市民走

出來消費，製造每日經濟活動在日間活動以外
的另一個高峰。

近年來，內地多個城市紛紛出台相關政策舉
措，促進夜經濟發展。夜經濟逐漸由單一化走
向多元化，從小規模走向大規模，最終形成
食、遊、購、娛、體、展、演等在內的多元化
夜間消費市場。借鑒內地經驗，香港發展夜經
濟，需要做好宏觀設計和長久規劃，檢視香港
獨特環境，盤活特色夜市資源，系統協調社會
力量，明確夜經濟發展目標，配合不同政策，
充分利用香港的食、遊、購、娛、體、展、演
的互動優勢，為搞活夜間活動提供充實支持。

夜市成功關鍵在於多樣化
隨着時代改變，香港夜經濟已不限於消夜和大

笪地式攤檔，購物、美食及音樂等結合的消費模
式，更好回應市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期許，成
為夜經濟的一大亮點。夜市的一個成功關鍵，在
於提供多樣化的活動，吸引市民和遊客到場參

與。曼谷、新加坡、內地和台灣的不同夜市都各
有特色，人們很容易會聯想起不同夜市的獨特氛
圍，令人想一去再去。夜市結合香港十八區經濟
文化本土特色，做好夜市選址，做到香港一區一
特色夜市，其間增加燈光秀、市民互動環節、非
遺文化傳承人擺攤等體驗元素，以旅遊文化新亮
點，可以帶動夜經濟持續發展。

商戶提供夜間活動，是支持夜經濟的重要環
節。商戶願意引入世界各地創意創新活動，延長
經營時間，需要行業規管、店員人手、經營成本
等方面的配合。過去幾年，英國夜經濟經營活動
持續收縮，電費加價增加經營成本，造成物價
越來越高，是原因之一。為更好激活夜經濟，
特區政府應以夜經濟商戶特別補貼支持商戶晚
上繼續經營，並因應新業態適度放寬衞生、噪
音等營商限制，鼓勵商戶引入更多特色活動，
深挖世界各地潮流玩意，打造夜間新場景，提高
消費性價比，帶頭搞旺夜晚氣氛，刺激消費需
求，促進夜經濟生生不息，活水循環流動。

筆者從去年9月起在香港文匯報刊登「剛
好有理」文章，分享對於本地文化體育的看
法，不知不覺已持續了一年。文化藝術已經
成為香港閃耀的名片，國家在「十四五」規
劃綱要中確立了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定位，善用香港
「一國兩制」制度的優勢，為香港在新時代
新征程定下了新的使命。西九文化區設施近
年陸續落成，M+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先後
開放，內地和海外遊客來港，可以感受文化
之都的魅力。接下來，啟德體育園及其他表
演場館將會相繼落成，硬件設施已經逐步完
善，為實現上述兩個中心定位打下了更穩固
的基礎。香港需要推動文創產業化，加強粵
港澳大灣區之間的合作，讓文化藝術成為香
港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產業，為傳播中華
文化作出貢獻。

讓文藝走進社區
人文精神與文化藝術密不可分。文化藝術

能夠陶冶性情，也能抒發內心思緒。文化藝
術創作的靈感，大多時候不是悶在房間拍拍
腦袋激發出來，而是透過生活觀察，與社會
不同層面交流逐漸積澱，關懷社會的心不可

或缺。香港文匯報一直心繫群眾，
關懷社會弱勢，積極傳播愛國、愛
港、愛社區的信息，正是人文精神
的具體體現。透過香港文匯報的文
章，讓我們了解到香港市民生活的

挑戰與收穫，特別是文化類消息，報道在各
個藝術領域默默耕耘的文化工作者，他們的
創作與表演心得，讓我們知道香港的文化基
礎所在，抓住其發展脈絡，向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的目標奮進。

文化存在於城市的每個角落，正如「剛好
有理」專欄的初衷：文化體育的發展「有
理」，也需要「有你」。人人可以參與文
化、享受文化和創造文化，為文化帶來創新
的表達方式及活力，同心協力打造出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文化藝術不等於曲高和
寡，而是要融入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帶入
社區，讓生活充滿文化藝術，是推動文化持
續發展和產業化的重要一步。文化藝術工作
者要多到社區與市民交流，了解他們的興
趣，以更有效地推展文化藝術，為社會建立
出一股文化氛圍。

建設「人文灣區」增進彼此了解
今年筆者在深水埗開設一處人文藝術空

間，不足千呎的展覽空間加上咖啡茶座，地
方有限卻思維無限，在6月中開幕後，舉辦
過不同主題的展覽及工作坊，鼓勵藝術工作
者向市民展出作品，使這空間能扮演橋樑角

色，讓藝術走入社區，融入生
活，讓市民接觸文化藝術，了
解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
「人文灣區」，「人文」二
字，也是筆者對這個藝術空間的期望，讓它
不只是一個展示的空間，更重要是將文化藝
術變成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以文化藝術支持
社區、服務基層，加強人文交流，透過展
覽、工作坊、讀書會、放映會等等不同活
動，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成就彼此的了
解，共同創造連結，促進社區的和諧發展。

事實上，香港也不乏相同理念的人士或更
加創意的點子，單是深水埗就有不少以社區
文化為賣點的小店，也有越來越多設施開始
加入文化藝術元素，比如以文化藝術改造的
公園設施、遊樂場，以及以藝術為主題的商
場，還有2011年市區重建局推出的「藝術
文化融入舊區」夥伴項目，都給市民的日常
生活帶來創意和活力。期待將來會有更多人
願意嘗試和參與，商界願意投資其中，而政
府的文化藍圖能夠在政策上給予支持，讓城
市有更多文化空間。

人民是國家的根基，而文化是凝聚民眾的
力量，盼望香港文匯報、筆者的專欄和人文
藝術空間可以拋磚引玉，讓更多同路人思考
如何推動文化發展、文化普及，思考如何將
中華文化以創新的方法傳播出去，在國家發
展的道路上貢獻力量。

塑造文化之都 打造人文香港
霍啟剛 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

國務院在8月29日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受到特區政
府和科技業界的熱烈歡迎。這塊源自深圳河
治理工程所出現的土地，港深雙方在過去十
多年就其用途進行了大量研究與商討，例如
提出作為高等教育和高新科技研發等用途。
然而好事多磨，雖然在數年前港深雙方已有
了發展創新科技園的共識和一定程度的基礎
工程進展，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一度拖
延。如今河套規劃正式出台，可視為河套區
的發展進入實質建設的新階段，別具里程碑
式的意義，也對於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區
域融合產生多重積極意義。

有助港深發揮潛力
科技發展意義方面，雖然香港擁有大量研

發能力出眾的科研團隊、豐碩的研發成果和
強大的國際網絡，然而受制於市場規模和經
濟結構，在商業轉移和量產方面相對薄弱，
需要通過深圳等其他城市把科研成果轉化，
例如知名的無人機品牌便是港深兩地的互動
結晶。多年來特區政府、業界和社會賢達均
就加強港深兩地科研合作提出不少建議，如
筆者多年前亦曾初探港深如何在生物醫藥領
域分工合作。縱然建議有多理想、雙方合作
意願有多強烈，惟現實上始終受制度與空間
的限制。河套規劃正好解決上述限制，從根

本上打通兩地實體無縫互動、暢通科研要素
的集聚、流動與配置，以及支持由研發、轉
化到量產的全鏈條過程的在地實現。此外，
從國家的高度看，科技發展是民族復興和經
濟持續健康增長的重要手段之一。港深兩地
的科研成果本身已驚艷世界，例如香港的創
新醫療技術、深圳的新能源汽車和通訊科技
等；在河套區建立世界級創新平台，將有助
港深兩地共同發揮巨大的潛藏科研力量，為
大灣區和國家的高新科技發展作出更大的貢
獻。

雙城發展意義方面，自香港回歸祖國後，
港深兩地就深化融合和雙城發展已展開不少
討論和工作。雖然兩地簽署了不少備忘錄和
協議，但雙城發展的效果未見突出。明顯的
例子有八達通與深圳通的雙卡合一，此事討
論經年，但兩地市民到今年8月底才盼來
「深港一卡通」的推出，享受此卡帶來的跨
城支付的便利。同理，河套規劃的出台，正
好針對雙城發展中有強大科技基礎但存在空
間和制度方面的弱點，通過制度的創新、硬
基建的對接、軟基建的互聯互通，以及明確
的近期(2025年)和遠期(2035年)發展目標，支
持相關創科要素更暢通地在雙城有序的流動
和更具效益的集聚，並使雙城對全球的人才
和資金等要素產生更大吸引力。區域融合
上，河套規劃對香港參與雙城乃至整個大灣

區不同領域的合作帶來重要的參考意義，包
括合作項目的規模和質量、合作的模式和制
度創新的方向，有利完善對「一國兩制」的
認識和豐富其實踐內涵。河套區的開發，也
有望成為對接深圳的「北部都會區」的首個
增長引擎。

用好香港獨特優勢
政治經濟意義方面，香港傳統支柱行業之

中，金融服務業和貿易及物流業在日益動盪
的全球政治環境下面對更大程度的壓力與不
確定性，加上其他外部挑戰和內部困難，香
港急需找到新的發展動力，以支持經濟的可
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新型工業和高
新產業作為新發展動力的來源，創科是必不
可少的投入。特區政府對河套規劃出台的熱
烈歡迎和可以預期的配合工作，讓整個河套
區在不久將來可步入大興土木的階段，發展
可期。本屆特區政府的積極有為，在香港由
治及興的發展過程中帶出重大的政治經濟訊
息，既展現出特區政府全力以科技振興經
濟，對香港長遠發展作出的主動承擔；又展
示出香港可以結合整個大灣區的科研力量、
並用好香港在科研和國際網絡等方面的優
勢，以創科產業執行好雙循環和「一帶一
路」倡議等國家發展戰略，扮演好香港的超
級聯繫人角色。

河套規劃力促大灣區融合發展
紀緯紋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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