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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國際盛事一
浪接一浪。剛過去的
周末更是五光十色，
繽紛無限，充分體現
「 馬 照 跑 ， 舞 照
跳」，而且比以往更

加精彩。
上星期日，沙田馬場舉行「女皇銀

禧紀念盃」，是香港賽馬會每年舉辦
的國際一級賽。女皇銀禧紀念盃已有
46年歷史。首屆比賽是為了紀念英女
王登基25周年。最初，賽事只屬於香
港本地賽事；到2014/15年升格至國
際一級賽。現時，香港有十二項國際
一級賽事位列全球百大一級賽，女皇
銀禧紀念盃是其中之一。

今年香港藝術節已踏入第五十二
屆。今年邀請到世界各地的舞蹈藝術
家來港獻藝，包括上海芭蕾舞團、米
蘭史卡拉歌劇院芭蕾舞團、當代阿拉
伯的多國舞蹈家。過去的周末更有重
頭表演《法魯基托的佛蘭明高》，被
譽為「本世紀最出類拔萃的佛蘭明高
舞者」法魯基托首度來港，為香港觀
眾帶來激情四射的佛蘭明高舞蹈，更
親身向香港學員進行教授指導。

除了跑馬跳舞之外，上周粉嶺高爾
夫球場亦首次舉辦LIV Golf 職業高爾
夫球巡迴賽。LIV Golf賽事是由沙特
阿拉伯基金所投資開設的全新高爾夫
球賽事。比起傳統球賽，三天的LIV
Golf，節奏更明快、更刺激。傳統球
賽打四天，分兩輪比賽，球手輪流上
場，球迷要耐心等候。LIV是羅馬數字
54，54名世界各地的頂尖高爾夫球好
手，同時在高爾夫球場的全部18個洞

比賽，爭奪2,500萬美元的獎金。球迷
可隨時追蹤觀賞心儀球手，更能吸引
球迷多留幾日。

LIV Golf不單是體育比賽，更是宣
傳香港旅遊的好名片。舉辦方安排球
手和隨團人員遊覽香港，品嘗地道特
色盆菜。今次不少球手是首度來港。
他們對粉嶺球場環境和香港美食都讚
不絕口。香港站是今年LIV Golf賽事
的亞洲區首站，吸引不少亞洲區高爾
夫球愛好者前來香港觀賽。 LIV Golf
現場更像一個國際嘉年華會，會場內
勁歌熱舞，熱烈氣氛不輸「香港七人
欖球賽」。LIV Golf絕對有潛力發展
成新一項國際盛事，為「北部都會
區」增添活力。

特區政府全力打造盛事之都，將香
港的魅力和活力帶給市民和國際旅
客。大家樂在其中，這是「愛國者治
港」下來之不易的成果。

目前立法會加班加點，全速且謹慎地
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希望
令遲到超過26年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可以盡快完成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草案》參考西方國家現行的國家安全
法例，收集香港社會各界意見，制定一
套比西方國家更合乎人權標準的國家安
全法，將更有效防止境外勢力在香港興
風作浪，挑撥社會矛盾，煽動民眾破壞
社會穩定；同時確保基本法所保障的市
民權益不受影響，不會令無辜市民誤墮
法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通過之
後，社會更加穩定，香港必定能「馬
照跑，舞照跳，波照打」，更創高
峰。

林新強 立法會議員

有安全有穩定
才可馬照跑舞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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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兩會昨日圓滿閉幕，中央作出多項事關長遠的重大部

署。如何更好對接國家規劃部署，貢獻國家、發展香港，是香

港凝神聚力謀發展的必答題。長期以來，推動國家改革開放、

創造香港經濟成就的過程，鍛造了當代的香港精神，成為香港

社會凝神聚力謀發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在國家支持下，香港精

神再賦能，對香港長遠發展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早日順利通過，香港將更能專心一意拚經濟謀發展，以香港精神

繼續弘揚愛國主義、創新事業，提倡包容守法社會，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一國兩制」將再創輝煌。

姚志勝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今年全國兩
會聚焦很多國
家經濟社會發
展 的 重 要 議
程，國家未來

的發展機遇非常多。發揚香港精神，凝神聚力對
接國家發展部署拚經濟謀發展，成為香港未來的
重要課題。

發揚香港精神注入發展動力
香港精神是歷經艱辛奮鬥沉澱而成的一種獨

特的核心價值和觀念規範。上世紀七十年代，
香港經濟開始騰飛，香港人在物質匱乏、生活
吃苦的條件下，不僅堅持刻苦耐勞，拚搏進
取，而且靈活應變，向外創新，很多產業乘勢
而起，金融、貿易、航運、旅遊、工業等成為
香港支柱產業。香港人積極樂觀、關懷互助、
奉公守法，從不抱怨時勢艱難，造就了「獅子
山下」的香港傳奇。香港回歸祖國之後，背靠
祖國強大後盾，「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市民堅
持愛國愛港、堅守法治、同舟共濟，香港精神
注入了更加恢宏的國家民族氣魄。在中央大力
支持下，香港回歸祖國近27年來保持繁榮穩
定，成為香港精神的生動寫照。

當前，香港面對外圍整體氣氛持續疲弱，息口
持續高企、外需力度下降、周邊競爭激烈，某程
度限制了香港本地經濟的反彈力度。但香港進入
由治及興新階段，過去的泛政治化風潮一去不復
返，香港提振經濟的發展條件越來越好。深刻思
考香港精神的過去和未來，可以發現為香港經濟
社會發展注入源源動力，與香港精神密不可分：
一是要傳承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大潮中的開拓進
取精神，助力國家深化改革開放；二是要以國際

金融中心的雄厚實力，繼續大力招商引資，吸納
更多資金來港，發揮「一國兩制」下資本主義社
會和國際化優勢的良好條件；三是持續抓機遇拚
經濟，積極開拓經濟新增長點，延續香港經濟傳
奇；四是堅守法治，以法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和
最好營商環境；五是堅持家和萬事興，繼續建設
民生富足的美滿社會，人人安居樂業，獲得感幸
福感與日俱增。

融入國家大局 升華香港精神
今年兩會的許多國家工作都圍繞更好完成「十

四五」規劃的目標任務來部署落實。李強總理的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數字
經濟、擴大投資、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綠色金
融等許多國家重點工作，成為香港對接國家戰略
部署的重要着力點，是更好展現香港精神特質的
宏遠藍圖。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國家發
展進入新的歷史機遇期，香港不僅要以香港精神
弘揚愛國精神的優良傳統，更加要積極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把握國家不同方面的發展新機遇，而
且要以創新科技精神、文化藝術精神、包容及法
治精神等香港最新發展所提煉出來的新精神面
貌，為國家貢獻創新動力、講好中國故事、促進
兩地互動，在國家各項重大規劃部署中發揮更大
作用。

香港精神是活的精神，活的意義在於善於吸收
好的精華，與時並進。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過程中，香港精神得到有效升華。目前，特區政
府正全力推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立法會全
速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香港將有更
強的銅牆鐵壁，維護國家安全，全力拚經濟謀發
展。以香港精神賦能香港新發展，煥發東方之珠
精神氣質，正在其時！

新一年度財政預
算案發表之後，有
社會人士對政府的
財 政 狀 況 感 到 憂
慮，特別是對政府
發債有不同聲音。

發債只是融資的方法之一，本
身沒有好與壞之分，重要的是看
發債背後的目的。如果是因為入
不敷支，要透過發債來維持日常
開支，就不應支持。以個人理財
作比喻，若因每月收入不夠抵消
每月消費，透過透支信用卡來維
持消費，那麼債項便會累積，到
了某個時間點就會「爆煲」。政
府透過發債來支付經常性開支，
的確不合適。

不過，如果政府發債是用於投
資，又是否可行呢？這個情況就像
個人應否做投資一樣。香港樓價高
企，要全額支付買樓款項，一般人
不易做到，但透過銀行貸款做物業
按揭，就能夠迅速取得物業的使用
權，可以自住或放租。銀行按揭既是
個人債項，也是一種融資方式。利用
銀行按揭不僅能置業，也是一項投
資，物業升值能帶來可觀回報。

投資基建不屬經常性開支
政府已經說明，發債得來的資金

不會用作日常開支，只會用作投資
未來，例如投放在基建項目，包括
「北部都會區」及其他基建項目。
造地等基建項目牽涉龐大資金，而
且屬於社會投資項目，不是一般經
常性開支。

通常牽涉龐大資金投資項目的融
資方式有幾種：一、用現有資源，
例如以財政儲備支付。估計本財政
年度年結之時，特區政府財政儲備
仍有約7,000多億元，但這些儲備
對保障政府財政穩定有重要作用，
不能夠全部用光，須以備不時之
需；二、透過私人財團協助，利用

市場資金完成有關計劃。可是，基
建項目龐大，要把項目分成多個獨
立單元，其中有部分私人市場或者
會有興趣，但不能完全取代政府的
作用；三、透過發債吸納資金，集
中發展相關項目。

發債是否一個好方法，除了要看
發債集資的金額用在什麼項目，更
要看政府財政能否負擔。

評估一個經濟體的發債規模，是
以政府債務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簡稱負債比率） 計算。根據
202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
顯示，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負債
比 率 為 ： 美 國 110.15% ； 日 本
214.27% ； 英 國 100.75% ； 法 國
92.15%；德國45.95%。香港特區政
府現時負債比率少於10%，發債空
間可以很大。

當然這樣直接比較未必適合，因
為香港實施聯繫匯率，港元同美元
掛鈎，香港沒有貨幣政策的自主
權。美國、日本政府所發行的債券
多以本幣發行，如果政府缺乏資金
償還債項，可「印錢還債」。只要
債券持有人相信相關貨幣，就不會
出現債務危機。

香港因為聯繫匯率的關係，不能
隨便「印錢還債」，但不代表香港
不能發債，不過發債比率應該維持
在合適水平，不能像歐美那麼高。

根據預算案顯示，就算未來五年
每年發債950億至1,350億元的龐大
數目，債務比率仍介乎於9%至13%
之間，這個規模遠低於歐美。更重
要的是，香港發債所得的資金用於
基建項目，例如造地。土地是資
產，投資資產有回報，對經濟、社
會發展有正面作用。

香港市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就是
房屋。香港房屋供應少，原因就是
缺乏足夠土地，而且商業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都缺乏。如果政府有龐
大的土地儲備，不僅能解決居住問

題，而且可按照經濟發展的速度，
提供相應土地用於發展，把香港
GDP的餅做大做強。

特區政府已發行的債券，目的不
是集資給政府使用，而是希望把香
港債券市場做大做強，債券的息率
可供私人市場作為發債基準的參
考。例如iBond及銀色債券發行受
到市場歡迎，認購超額倍數高。
iBond及銀色債券可以對沖通脹風
險之外，還給予投資者一個最低回
報，例如上期銀色債券，最低回報
率也有4%，適合一些不能夠冒高投
資風險的市民。

經濟發展稅收增加
金管局會把iBond及銀色債券籌

得的資金，投放於低風險項目，例
如美國國債。現時美國國債回報率
比較高，足以支付香港iBond及銀
色債券的利率。

銀色債券只能賣給香港永久居民
中的長者，就算銀債付出的息率比
政府投資的回報高，亦可當作政府
給予長者的福利。銀債支出有限，
公共財政可承擔，可視為財富再分
配措施之一。

至於綠債，政府已表明，發債所
籌集的資金會投放於綠色項目，這
些債項便應該計入負債比率之中，
未來發行的基建債也屬此類。如果
政府發債比率未來五年最高只是
13%，仍屬於低水平。但最重要的
是，發債所集資的資本，投入指定
的基建項目，這些項目能夠帶來回
報、造福社會。

發債的投資回報可分為直接及間
接兩部分。直接回報，例如政府造
地之後，出售地皮收回大量資金，
可以償還發債的本金及利息；間接
回報就如政府興建的道路橋樑等基
建，增加經濟、社會發展容量，使
經濟得以發展，政府稅收隨之增
加，獲得更多財政收入。

發債投資未來值得支持
麥萃才 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

《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草案》已提交立法
會進行首讀和二讀，
並在剛過去的周末假
期 連 續 加 開 會 議 審
議，充分印證現時的

行政與立法關係是上下一心，再加
上愛國愛港力量的大力支持，當前
可謂萬眾一心，期望立法會以高質
量和高效率的表現，從速審議和三
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以堵塞國家安全缺口，使香港可以
放心安心有信心，再無國安漏洞的
後顧之憂，輕裝上陣並聚焦發展經
濟和解決民生問題。

百年變局凸顯立法必要性
面對國際局勢風雲變幻，國家安全

問題越趨重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近日在北京
兩會期間參加香港代表團會議時向與
會者指出：「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要盡早
完成這項工作，堅定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確保香港長治久
安」。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趙樂際日前在人民大會堂向與會者報
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時，也特意就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表態發聲
表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
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和法治秩序，落實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由此可見，盡早堵塞
國家安全缺口、築牢維護國安根基、
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是有其必要性、
急切性及重要性，也是國家領導人現
時就香港議題最為重視、最高關切的
一件重中之重的大事。

今年1月30日至2月28日，特區政
府已進行了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
其間收到98.58%的支持及提出正面意
見，香港支持立法民意基礎堅實。特
區政府充分吸納公眾諮詢過程中社會
各界提出的有益意見建議，積極回應
有關方面的合理關切，《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草案》凝聚香港社會各界的智
慧，為香港高水平完成立法打下堅實
基礎、邁出關鍵一步。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草案》內容亦充分借鑒其他
國家特別是普通法國家的立法經驗，
充分吸收香港社會所熟悉的現行法律
規定，明確訂明「必須保障特區居民

和在特區的其他人的合法權益，確保
特區內的財產和投資受法律保護，保
持特區的繁榮和穩定」，充分彰顯立
法內容已平衡兼顧維護國家安全和保
障權利自由及經濟發展，兩者兼而有
之。

進一步釐清「公職人員」定義
不過，我也想趁這個機會，建議立

法會把兩個地方的相關意見加進條
例，使《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更
加盡善盡美。

第一是「煽惑公職人員離叛」部
分，當中提到「公職人員」的定義，
竟不包括法定機構和公營機構的人
員。換言之，機管局、醫管局、貿發
局、旅發局、證監會等等，這些坐擁
超過或接近千億資產的大機構，他們
的人員竟然不被納入公職人員之列。
在上周末的審議當中，有幾位議員亦
已關注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是政
府官員僅以機管局、醫管局、貿發
局、旅發局、證監會的主席或一些高
層，都是「非受薪，擔心影響相關人
員擔任這些公職」、「無重大機密關
鍵問題」，或是「無須向特區政府無
條件申索機密資料」等等為由回應，
但在議員連番追問之下，當局才接納
議員的建議，指出稍後會加上一些
「兜底條款」，讓當局可以就「公職
人員」的定義，隨時進行修改。其
實，最好的方法，是把法定機構和公
營機構的名稱和重要職位直接寫入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第三分部
的「公職人員」的定義內。

第二個地方是第九部分相關修訂，
當中可見廢除不少港英年代的法例字
眼，這讓人聯想到香港應該仍有不少
港英年代的法例有待修訂。期待律政
司和其他相關部門在完成第二十三條
法例立法之後，盡快修改舊法，做到
與「一國兩制」相適應。

總的來說，香港履行憲制責任，就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本地立法，邁
出了歷史性的一步，立法既可以讓香
港堵塞國安漏洞，也讓香港法治更加
穩固，讓社會放心、安心。期望社會
各界齊心協力、全力支持立法會履職
盡責、高效高質推進審議工作，讓法
例及早生效，讓香港更有信心拚經濟
謀發展，全力推進「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實現香港持續繁榮穩定。

譚錦球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高質高效立法加固法治
香港發展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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