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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港專業服務走在「一帶一路」前沿
今率團上京出席高峰論壇 指港匯聚多元人才獻力「一帶一路」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第三屆「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10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北京舉

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今天率高規格70人代表團參與論壇。李家超

行前接受中通社訪問時表示， 香港匯聚了多元化橫跨不同專業的服務提供

者，能為企業提供「一帶一路」項目所需的高素質專業服務，亦提供金融

投資等一站式方案。「香港不少企業及專業服務提供者於『一帶一路』國

家興業發展，充分體現香港專業服務走在『一帶一路』的前沿。」

據香港中通社報道，李家超表示，今
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十周

年。在習主席的親自謀劃、親自部署、
親自推動下，這項重大倡議促進了國際
間互聯互通、合作共贏，現已成為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平台。

代表團達70人高規格
李家超說，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

合作高峰論壇為國家今年的重點主場盛
事，亦是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最高
級別的國際活動。「很榮幸率領高規格的
70人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積極參與高峰
論壇。我們期待向國際社會更好展示香港
各方面的優勢，充分顯示香港全面助力國
家共建『一帶一路』工作。」
中央於10月10日發布的《共建「一帶
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
踐》白皮書指出，共建「一帶一路」倡
議不僅給相關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
益，也為推進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破
解全球發展難題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作
出積極貢獻。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重
視區域合作。目前，香港已與20個經濟
體簽訂自貿協定，並與31個經濟體簽訂
投資協定。「我們正爭取盡早加入全球
最大的自貿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並與更多國家和經濟體商討
簽訂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等。」
「香港是共建『一帶一路』的參與
者、貢獻者、受益者。」李家超表示，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擁有「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不單在國
際項目投融資，更在離岸人民幣業務、
專業服務支援和經貿及人文交流合作等
各方面，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
區共同發揮互惠共贏的作用。
他以中東外訪團的一家顧問公司為例
指出，這家公司早於1874年正式在香港
註冊為設計顧問公司，以香港為總部；
目前在全球多地設有辦事處，並參與不
少「一帶一路」項目，包括卡塔爾多哈

的AL SHAQAB馬術學院、卡塔爾的多
哈政府大樓、巴林的ISA體育城表演場館
等，充分體現香港專業服務走在「一帶
一路」的前沿。他表示，在「一國兩
制」下，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的獨特優勢，不單在國際項目投融
資，更在離岸人民幣業務、專業服務支
援和經貿及人文交流合作等各方面，與
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共同發揮
互惠共贏的作用。

出訪中東東盟開拓合作空間
特區政府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
導組」，李家超任組長，三位司長任副
組長，高層領導香港特區主動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整體部署和落實。
李家超說，在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

議上，自今年全面通關以來，他先後率領
香港特區高級別代表團出訪中東和東盟三
個成員國，開拓合作空間，包括新能源汽
車、城市設計和酒店合作項目等。
他表示，香港匯聚了多元化橫跨不同
專業的服務提供者，不單能為企業提供
「一帶一路」項目所需的高素質專業服
務，亦提供由金融投資、會計、風險管
理、法律及爭議解決、知識產權保護，
以至建築及工程、規劃等的一站式方
案，同時業內人才濟濟，又熟悉國際市
場規則，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
供有力支撐。
李家超舉例說，保險業監管局於2018
年12月成立「一帶一路保險交流促進平
台」（BRIEF），現時已有43間國際及
內地的保險公司和行業協會加入，包括
再保險公司和保險公估機構，為「一帶
一路」項目風險管理作出貢獻；特區政
府亦配合業界需要，在2021年3月修訂
相關法例，便利在香港發行保險相連證
券，又於2021年5月推出為期兩年的保
險相連證券資助先導計劃，至今促成了
四宗保險相連證券以巨災債券在港發
行，涉及總金額達5.6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禮賓府與訪問香港的巴
布亞新幾內亞總理詹姆斯．馬拉佩會面。李家超表示，期待兩地能繼續加
強聯繫，共同探討進一步的合作空間，達至互利共贏。
李家超歡迎詹姆斯．馬拉佩訪港。他表示香港和巴布亞新幾內亞一直保

持密切的經貿往來，即使面對新冠疫情的挑戰，兩地的商品貿易在過去3
年有顯著的增長，從2019年的6,500萬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8,700萬美元，
增幅高達34%。
他又指，巴布亞新幾內亞於2018年成為太平洋島國地區率先與中國簽署

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的國家，他鼓勵更多當地企業利用香港的制
度優勢，包括優良的法治傳統、資訊和資金自由流通、簡單和具競爭力的
稅制等，把握「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禮賓府與訪港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理詹姆斯．
馬拉佩（左）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70人代表
團，今日前往北京參與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治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香港
代表團成員涵蓋政府官員、專業服務、商界、青年創業和文
化藝術界，屆時將於多個論壇上分享，與其他「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就綠色發展、數字經濟和民心相通等不同範疇深入
討論，深化合作空間，讓未來工作做得更聚焦，為香港建立
更廣闊的「一帶一路」朋友圈。
何力治表示，今屆代表團成員多元，較過往更廣和更深，

除了傳統商界，亦涵蓋不同新興行業、新能源和科技公司等
代表。他認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夥伴在碳中和技
術、減碳、綠色發展標準和融資方案，以及技術人才方面有
需求，相信代表團屆時可以與他們互動交流。至於法律方
面，代表團將在論壇分享香港在「一國兩制」和普通法、仲

裁法律服務方面等優勢。
他提到，香港具有全面綜合專業服務平台等獨特之處，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企業希望與香港合作，將他們的項
目以高質量發展、高標準融資和營運，亦希望捕捉大灣區的
商機，因此特區政府希望協助他們用好香港的平台，進入大
灣區市場。
他說，未來十年發展非常重要，香港要探討如何推動本地
中小企多參與相關國際合作項目，以及在「一帶一路」倡議
中擔當的角色。
他認為，過去十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鐵路、工業
園和機場等多個大型項目建成和投入運作，形容現時是「收
成期」，有助解鎖和加強沿線區域潛力，締造更多商機，有
利全球中小企和國際專業服務發展，希望日後的設施聯通和
政策，可讓他們更容易捕捉沿線國家的商機。

何力治冀「一帶一路」論壇助港擴闊朋友圈

溫 馨 心 意

晤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理
特首盼探討合作空間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下周
三（25 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
告。他昨早在社交網站展示一張近日
收到的幼稚園師生心意卡，相當溫
馨。他說：「上月我到訪荃灣探望街
坊，為 2023 年施政報告進行公眾諮
詢。我們途經一間幼稚園，並在校門
前與師生互動。小朋友們活潑好動，
令我印象深刻，我當時還鼓勵他們要
努力學習。最近，很高興收到幼稚園
師生們繪畫的可愛心意卡，卡上還有
不同的祝福語，令我心暖！」

◆文：香港文匯報
圖：李家超Fb圖片

卡

��	���(�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社
評

反中亂港劣跡斑斑的民主黨，昨

宣布派出6人參選區議會。完善選舉

制度後，參選區議會須符合愛國者

標準是基本政治原則。民主黨在區

議員宣誓的問題上語焉不詳、避實

就虛，被問及會否與反中亂港勢力

「割席」，主席羅健熙則不斷「耍

太極」、「遊花園」，僅稱會聽取各

方意見並願為市民服務。民主黨在

政治上冥頑不靈，拒不接受香港在

由治及興新階段的基本政治要求，

根本不符合「愛國者」的要求。

區議會是「一國兩制」下本港管

治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進入

新階段，區議員作為公職人員須宣

誓效忠，既是政治要求，也是法律

要求。2021 年 5 月生效的《2021 年

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

條例》規定，區議員需要宣誓擁護

基本法及效忠特區。區議員作為公

職人員及法定機構成員，同樣須按

照規定，在就職時作出指明誓言，

拒絕或忽略作出誓言及違反誓言者

要承擔法律後果。這是特區政府按

照基本法第 104 條及全國人大常委

會相關決定，履行憲制責任的重要

舉措，也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的重要體現。

此次多名擬參選的民主黨成員是

前區議員，並在此前區議員被要求

宣誓時辭任區議員。昨日羅健熙解

釋，不宣誓的原因很多，並非代表

拒絕宣誓，或拒絕認同基本法和特

區政府，他指，區議員參選時已簽

署聲明要擁護基本法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更大言不慚宣稱，民主黨一

直都擁護「一國兩制」、效忠香港

特區，「出選黨友都符合『愛國

者』原則」云云。但連宣誓效忠這

個最基本的問題，羅健熙都躲閃、

迴避、不敢直面回應，憑什麼讓人

相信民主黨的出選者符合「愛國

者」原則？更惹人質疑的是，此次

多名民主黨出選者有在區議員宣誓

前辭職的前科，民主黨還推舉他們

出選，等同挑戰選舉底線，企圖蒙

混過關，暴露民主黨表面謙恭，實

質不接受香港在新階段對從政者的

政治要求。

民主黨長期與海內外反中亂港勢

力沆瀣一氣，尤其是 2019 年修例

風波中，與黑暴關係密切。香港已

經重回正軌，但民主黨至今仍未與

反中亂港勢力徹底切割。胡志偉、

林卓廷及尹兆堅等民主黨人，涉違

國安法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而

被還押，民主黨沒有和他們劃清界

線；民主黨前黨徒許智峯潛逃海

外，在海外唱衰香港，民主黨從未

發聲予以譴責。社會各界嚴厲批

評，民主黨不洗心革面，沒有公開

表明過放棄亂港政治取態，更沒有

實際行動證明自己已悔改、努力成

為合格「愛國者」。如今為了選

舉，民主黨「忽然」「愛國」，完

全自欺欺人。

鴿黨說「愛國」，誰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近日在

廣東深圳調研，前往河套調研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和園

區整體規劃建設情況時表示，要堅持以體制機制創新

促進科技創新，力營造高度開放的國際化科研制度

環境；協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園區運營管理，促進

科技資源深度融合，廣泛吸引國際頂尖科技人才，加

快建設國際一流科技創新平台，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

際科技創新中心。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透露，局方已計劃向國家爭取於河套

香港園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立香港首家、以生命

健康與人工智能（AI）兩大領域相結合的「國家實驗

室」。在港建立「國家實驗室」，積極佔領創科高起

點、最前沿領域，將香港建設成具全球影響力的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強化香港在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的創

科優勢，為國家科研進步貢獻「香港力量」。特區政

府積極落實創科藍圖和「產學研1+計劃」，打破制約

科研成果加快產業轉化的樽頸，一定能為香港經濟轉

型升級注入強勁動力。

丁薛祥強調，要認真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和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堅持創新是第一動力，

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

關，以科技創新開闢新領域新賽道、塑造高質量發展

新動能新優勢。「十四五」規劃綱要確立香港發展成

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

圳園區發展規劃》明確定出時間表，2025年「基本建

立高效率的深港科技創新協同機制」、2035年要「成

為世界級的科研樞紐」。國家規劃的支持，凸顯了國

家對香港創科的期許和信心，也顯示香港發展創科既

是使命職責，也是難得機遇。

發展高水平創科，科研基建是重要抓手。國家實驗

室是代表國家最高水平、具有國際影響的大型綜合創

新平台。孫東解釋，有別於現時香港擁有的16所國家

重點實驗室，「按照現在國家最新的規定，共有兩個

層面，第一就是『國家實驗室』，是最高級別的實驗

室，現時全國共有十多所，香港還沒有。」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葉玉如在今年兩會提

出建議，希望在香港成立聚焦生命健康和人工智能領

域的國家實驗室。她指出，有關香港國家實驗室的成

立，可以提高香港科研人員參與國家創科發展的積極

性，有助香港科研人員更積極地承擔國家重大研發任

務，支持和促進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內

地和香港的科研合作交流。

河套區是推動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重要平

台。高質量、高標準、高水平推進河套區建設，發揮

河套區「一國兩制」「一區兩園」的優勢，打造協同

創新高地，對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河套區是

「國家實驗室」的最佳選址，將吸引國內外一流的科

研人才、技術、資金等創科資源匯聚，提升河套區的

核心競爭力。

建立「國家實驗室」之後，如何把研發出來的國家

乃至世界領先水平的科研成果，轉化為提升生產效

率、促進經濟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關乎到創科的可

持續發展。近年本港不少資本、企業都重視創科，也

願意投資，但苦於難以評估、找到具有潛力的創科項

目；另一方面，本港的大學、科研機構有不少專利被

束之高閣，未能充分發揮其提高生產力、創造財富的

創科價值。

特區政府投放100億元的「產學研1+計劃」本月中

正式推出，具備完整的評選機制，由大學推薦高科技

含量、市場拓展性強的創科項目，特區政府以配對形

式資助團隊完成項目，並且優化大學和投資者在創科

項目產生知識產權收益佔比，從而大大提升企業投資

的積極性和回報率，形成科研成果產業轉化的良性循

環，實現大學、企業、整體社會共贏發展。相信通過

持續的制度機制創新，香港創科的活力和動能都將進

一步加強。

加快促進河套創新發展 塑造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