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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善用優勢助灣區成聚才高地
特首：可為內地把外資「引進來」助力內企「走出去」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

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企業家、智庫

和政府搭建高層對話與交流合作平

台，「2023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論

壇」昨日在深圳舉辦。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李家超以視像致辭表示，大

灣區的前景光明、機遇處處，特區

政府將善用香港優勢為其他大灣區

城市以至內地省市，把國際資金

「引進來」，並助力計劃開拓海外

業務的企業「走出去」，讓大灣區

成為匯聚全球創新專才、年輕企業

家的人才高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總結赴美國三藩巿出
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財長會議，以及獲
行政長官委派代表參與經合組織第三十次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的觀察。他表示，大部分經濟體連年出現
赤字，惟政府必要開支如社福、醫療等可調整的空
間不多，而且人口高齡化令開支增加和稅收減少，
加上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和進行基建等都需要投
資，未來的財政挑戰不能輕視，「一些APEC成員
正思考如何在不影響投資和競爭力的情況下，增加
稅收來源。」

與會代表認為高利率長時間維持
陳茂波在網誌中指出，是次APEC會議，是全球
疫情過後各APEC成員步入全面復常後的首次會
議。當前，全球政經局勢複雜多變，世界經濟面臨
多重風險，與會代表普遍認為高利率會維持較長時
間，而全球經濟在明年的增長將較今年緩慢， 而且
下行風險較高。展望中長期仍然疲弱，不少國家可
能需要兩三年才可以回復到疫情前的增長軌道。
他分享會議期間的一些觀察，指出過去幾年，為

應對美歐通脹高企，其央行急促收緊貨幣政策，不
少經濟體亦無奈跟隨，短期內較難以寬鬆的貨幣政
策促進經濟發展；加上新冠疫情相關開支不少，大

部分經濟體亦連年出現赤字，政府債務水平不低，
財政空間亦所餘有限。在此情況下，經濟金融體系
韌性變得脆弱，需要重建緩衝的空間，以抵禦萬一
出現突發事件的衝擊。
他又指，過去數十年，全球經濟一體化，一些先

進經濟體雖然因此快速發展起來，但貧富差距一直
擴大，為社會埋下了動盪不安的因素，令民粹主
義、保護主義等抬頭，阻撓了國際自由貿易與投
資，也加劇了地緣政治衝突的風險。
陳茂波說，在會議中，不少APEC成員都呼籲世

界必須重回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機制，並就數
字經濟、電子商務等的快速發展，對規則作出更
新。此外，又意識到在推動經濟發展時，把蛋糕做
大的同時，也必須注意把蛋糕分好，讓人民能真正
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唯有這樣，發展才能持
續、社會才能長遠穩定繁榮。

各代表爭相與我國傾談證影響力
是次APEC會議，中美兩國元首會面成為全球焦

點。陳茂波說：「我國的經濟發展情況以及其對全
球經濟的影響，亦是APEC成員非常關注的議題。
中美關係牽動的不單是兩國的政治和經濟，更影響
全球經濟的盛衰。與會各成員代表對這次會議期間
兩國領導人的會面都非常關心。會場內外，不少代

表都表示，對兩國領導人的會面和促成往後的更多
溝通，感到高興和期待。此外，各經濟體代表爭相
與我國代表接觸傾談，足證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地
位。」
他強調，香港是自由、開放、細小的經濟體，能

出席這些國際高層活動，通過參加會議、交流和觀
察，加深香港對國際政治和經濟形勢與最新動態的
掌握，有助香港更好謀劃自己的發展和定位，並廣
交朋友，更好發揮「一國兩制」下國際化的特色和
獨特優勢，更好貢獻國家、也讓香港發展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
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利用市
場力量加快「北部都會區」發
展，擴大「加強版傳統新市鎮
發展模式」至所有新發展區，
優化「原址換地」安排，由只
限住宅及商業擴至指定產業和
私營社福設施用地，其中古洞
北及粉嶺北私人發展商換地發
展申請年底截止。特區政府發
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表示，相
關地區已接獲十多宗申請，有
7宗申請符合換地條件，強調
政府不會延長計劃，屆滿後會
由政府入場主導收地。

不延長計劃
屆滿政府主導收地
甯漢豪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
示，為鼓勵私人發展商參與發
展「北部都會區」，特區政府
接受發展商申請在古洞北及粉
嶺北「原址換地」，允許發展
商自行收地發展房屋，目前古
洞北及粉嶺北等地區已接獲十
多宗申請，7宗符合條件，當
中6宗正與政府商討補地價金
額，預計涉及9,000伙私人住
宅單位，餘下一宗已選擇標準
金額。
有關計劃將於今年 12月 31
日截止，她表示政府不會延長
計劃，若最終未能達成協議，

政府便要進場收地。
她強調，換地計劃秉承公開透明原
則，「我們一定是公開，不會自己暗地
裏講，以及會有原因。每件事做了出
來，都是這個社會想有的土地，社會想
有的發展，而私人發展商又要補足地
價，所以我認為一切在陽光下進行。」
至於早前公布的「北都行動網領」，
甯漢豪指行動綱領將提供3,000公頃土
地及50萬個單位，粉嶺北、古洞北等地
現時已開始發展，目標是未來10年內提
供1,400公頃熟地用作建屋，強調「北
都」並非僅是願景，而是現實發生的事
情。

不因一次流標更改土地用途
對於近期發生地皮流標或零入標情
況，甯漢豪回應表示，政府不會因一次
流標就考慮更改土地用途，她並形容投
標如跳舞，需要根據雙方的反應互動配
合。根據過往現象顯示，土地流標後相
隔一段時間重推，更改少許條款或將土
地拆細，投標情況或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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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區重建局2017
年底啟動的深水埗
通州街市區重建項

目，已於今年中落成，其中5層約3,600平方米的
商業樓面預留為「設計及時裝基地」，亦已於上
月交付予香港設計中心營運。市建局行政總監韋
志成昨日發表網誌表示，「基地」會用作培育青
年設計師、時裝設計師和初創企業，同時亦將發
展為旅遊景點，帶動深水埗區旅遊發展，為地區
經濟帶來新動力，故準備營運首年舉辦50場活
動。
韋志成指出，建設「基地」冀達至三個目標：

為新晉設計人才及時裝設計師提供培育和交流的
地方，協助他們入行或創業；提供展覽及開放予
公眾使用的活動空間；以及作為香港設計業界的
工作站，牽頭推廣時裝和其他不同設計的項目和
活動。

建築設計進行針對性優化
為實現有關目標，市建局團隊在「基地」建築

設計上進行針對性優化，包括盡量擴闊「基地」
柱與柱的距離，以提供無間隔空間，增加舉辦大
型展覽的靈活性；另外將2樓和3樓部分樓層打
通，提供樓底高達9米的展覽場地，並在展覽空

間設置主樓梯，方便訪客穿梭或在樓梯上坐立觀
展；以及在室外設置大型顯示屏及在地面樓層採
用全開放式玻璃摺疊門設計，為日後「基地」的
宣傳推廣工作提供設施配套支援。
韋志成指出，今次通州街重建項目屬「需求主
導」，與市建局早年採取的「項目主導」模式不
同， 更注重持份者意見，從規劃層面為地區帶
來長遠效益。該局今年初曾進行深水埗地區規劃
研究的基線研究，探討如何彰顯區內原有的時裝
業及其他地區特色和文化。
研究顯示，當區市民期待深水埗區加強成為特

色美食、電子及科技產品集中地，同時認為深水
埗屬於布藝、文創集中地，有潛力吸引遊客到
訪，期望該區成為本地時裝和設計集中地。
研究團隊亦訪問本地設計及時裝業代表，有持
份者認為深水埗製衣和時裝產業歷史悠久，區內
已有多條與服裝和設計有關的特色街道和布藝市
場，相信「基地」可與區內其他特色景點發揮協
同效應，吸引更多市民和旅客到訪。長遠而言，
持份者建議透過「地區為本」規劃更新深水埗舊
區，釋出更多土地以配合更整全的發展策略和設
施配套，包括美化行人街道和加強地區的連接性
和暢達性等，支援「基地」以及設計及時裝業在
深水埗的全面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台胞在灣區台胞在灣區官員有官員有SaySay

「今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廣東考察時指出，
大灣區在全國新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

地位，要使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
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李
家超表示，當前，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單邊保護主義嚴重、經濟下行
壓力增加。本次論壇聚集粵港澳大灣區的專家學
者，共同商討大灣區的企業家如何應對國際變局帶
來的挑戰，並把握大灣區獨特的發展機遇。
李家超說：「大灣區是國家經濟發展活力最為強
勁的地區之一。去年，大灣區的人口已達 8,600

萬，經濟總量超過1.9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第十
大經濟體。在『9+2』城市群協同發展下，大灣區
的前景光明，機遇處處。」

具條件為國家高質量發展獻力
他表示，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5周年。大灣區是

國家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無論廣東、澳門，還是
香港的商家，一直都充滿企業家精神，善拚敢贏，
遇強愈強。在世界經濟重心西往東移的同時，大灣
區具備充分條件為國家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擁有世界前列的自由營商環境，是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更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
業務中心。」李家超說，特區政府全力對接大灣區
建設等國家重要戰略，善用香港的優勢為其他大灣
區城市，以至內地不同省市，把國際資金「引進
來」，並助力計劃開拓海外業務的企業「走出
去」。

爭取內地對港進一步開放釋潛力
他說，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正積極尋求豐

富《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的內容，針對香港特別具優勢的領域如

金融服務，爭取內地對香港在大灣區以至全境進一
步開放，為港商拓展全國內銷市場釋放更大潛力。
李家超強調，創新對企業家精神至關重要。中央
今年8月發布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
區發展規劃》，打造河套合作區為世界級創新平
台，成為帶動周邊城市創科發展的引擎。深圳創新
科技要素聚集，香港基礎科研實力雄厚。他表示有
信心深港兩地將善用合作區「一河兩岸」下「一區
兩園」的優勢，全力推進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
願景，讓大灣區成為匯聚全球創新專才、年輕企業
家的人才高地。

財爺：APEC成員研增稅收來源

「設計及時裝基地」首年將辦50場活動

◆在歡迎酒會上，陳茂波（左三）與澳洲總理阿爾
巴尼斯（左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左一）、馬
來西亞總理安華（右二）和文萊蘇丹哈桑納爾（右
一）等交談。

◆市建局協助建立的深水埗設計及時裝基地已竣工，上月
交付予香港設計中心營運。

市建局網誌圖片

▲「2023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論壇」昨日
在深圳舉行。李家超透過視像致辭表示，
大灣區前景光明，機遇處處。 視頻截圖

▶李家超表示有信心深港兩地將善用合作
區「一河兩岸」下「一區兩園」的優勢。
圖為河套地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