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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包容多元 非洲人扎根作貢獻
津巴布韋難民推廣非洲文學 盼重塑港人對黑人看法

小彬紀念基金會昨日發表《多
元名單2024》，選出來自人力

資源、銀行金融、法律等專業範疇的21
名具備才能，同時有志服務社會的少數族
裔人士，向香港特區政府推薦，期望政府委任
他們為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
津巴布韋人Innocent是《多元名單2024》的其中

一人。他於2013年以難民身份到香港，2017年成為香
港居民。他昨日在《多元名單2024》發布會上表示，初到
港時的印象是這個城市有很多人，建築物亦很高，人們看起
來很忙碌。
然而，由於來自非洲的他膚色與香港人十分不同，自己坐車時
明顯感覺到其他人害怕甚至躲避自己。
面對這種區別對待，反而令Innocent得到更多學習與奮鬥的
力量。他形容歧視是自己的「燃料」，「我會讓自己變得更
好，他們愈歧視我，我就愈富有，我用它作為『燃料』。」

倡政府為少數族裔提供更多機會
他強調，教育非常重要，因此他在港地建立了香港非洲中心，
希望重塑一般市民對非洲人或黑人的看法，同時致力於向本地學校
介紹非洲文學，包括非洲作家的作品，「不少人了解非洲打鼓、舞
蹈和很多藝術，但卻沒有多少人了解知識分子的一面。」
Innocent坦言，如果要讓在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生活得更好，香
港特區政府應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更多教育及就業等機會。

尼泊爾裔港人讚社會包容度增
有不少少數族裔人士在香港出生、生活，與本地市民相處融洽，

但有時亦會遇到被歧視的情況。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尼泊爾裔
Deepmala表示，對香港感情深厚。在學生時期，雖然有些同學對
她很好，但亦有部分同學因她的膚色不一樣而作出歧視行為，「學
校內只有我一名少數族裔人士，不論學習抑或與同學相處時都會感
到有些困難……他們不喜歡和我玩。」
不過她認為，香港社會近年包容度上升，一般市民對待少數族裔

人士的態度好了很多，「在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多了，大家了解多
了，包容性亦提高了不少。」
對成為《多元名單2024》的其中一人，Deepmala 感到十分開

心，希望未來有更
多少數族裔人士成為特
區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成
員，甚或進入政府部門工
作，為少數族裔群體發聲，
「只有少數族裔人士才最了解在香
港的少數族裔需要什麼方面的支
援。」
小彬紀念基金會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馬夏邐

表示，多元名單的人選應是香港的代言人和代
表香港故事，以及作為海外看香港的形象，他們
亦有助政府了解非華裔港人的經歷及國際化生活，
是「未被善用的資產」。
她表示，基金會過去曾發表5份多元名單，向特區政府推

薦合共122人，至今有33人獲委任，涉及73個諮詢及法定組織
職位，佔總人數27%，成效理想。

香港是一個具包容

性、多元文化的社會，有不同膚

色、不同種族的少數族裔人士在香港生

活。在積極融入社群的同時，他們更積極投身

社會服務，貢獻香港。有十多年前從津巴布韋以

難民身份來港的少數族裔人士把當年遭歧視作「燃

料」，現已在港建立香港非洲中心，致力向本地學

校介紹非洲文學，期望重塑一般市民對非洲人或黑

人的看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面對陌生的
環境，為數不少的少數族裔在融入社區時均遇

到困難。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梁熙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少數族裔在接收特區政府資訊上會
出現較大落差，「雖然特區政府的法定語言是中文或英

文，但部分少數族裔人士可能未必完全理解。」
梁熙舉例說，就垃圾徵費的宣傳工作，他就要求特區政府提

供更多少數族裔語言的宣傳單張，以加強少數族裔對政府政策的
認識，「這樣才可以真正有助他們融入香港社會。」
為促進少數族裔更好地融入香港，梁熙十分歡迎特區政府繼續委任
少數族裔擔任諮詢和法定組織成員，「這是對他們作為少數族裔代表

的一種肯定，以及認同他們可以為少數族裔族以至香港社會作出重要的
貢獻，讓他們一同建設香港。」
他同時建議特區政府應在現有的關愛隊中鼓勵加入少數族裔成員，以

加強對少數族裔群體的覆蓋和了解。

葉傲冬：市民需尊重少數族裔生活習慣
油尖旺區本身便有為數不少的少數族裔人士聚居，該區區議員葉傲冬坦
言，少數族裔在融入香港主流社會時往往會遇到語言障礙，生活習慣、
宗教不被尊重等困難。若要長遠做好幫助少數族裔融入香港主流社會的
工作，香港市民需要共同努力，不能置身事外，「市民需要了解並尊
重少數族裔的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
他相信，新增兩間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和8支少數族裔關愛
隊，有助加快少數族裔融入香港主流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特區政府近年致力建立關愛共融社會，並為
少數族裔人士全面提供支援。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在基金會發布
會上致辭時透露，兩間新的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預計於今年底投入服
務，令總數增至10間，而8支少數族裔關愛隊亦將於下月起提供服
務。

陳國基：加強對少數族裔支援服務
陳國基表示，香港一直是文化多元的大都市，有逾

30萬名少數族裔居民，佔總人口4%以上。
根據最新人口普查結果，截至2021年有
15.2%的少數族裔人口在香港出生，
比十年前增加約兩個百分點，少數族
裔人口亦更年輕化，年齡中位數約
為37歲。

他指出，特區政府與小彬紀念基金會有共同願景，即為少數族裔提供平等機會並
幫助他們融入更大的社區。由他擔任主席的少數族裔事務督導委員會，在廣泛領域
上加強對少數族裔的支援和服務，包括加大對非華語學生的支援，協助他們學習中
文，措施包括提供多樣化的線上學習材料和自學資源，以及課外漢語課程。
同時，特區政府已調整了逾50個公務員職系的中文能力要求，包括18個專業職

系，盼增加少數族裔的就業機會。勞工處的「多元種族就業計劃」亦已為逾270名
少數族裔求職者提供服務。未來，特區政府
會致力滿足少數族群的社會需
求，以促進香港的社區和
經濟發展。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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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支少數族裔關愛隊下月起提供服務
◆小彬紀念基金會（The Zubin Foundation）公布最新多元名單，合共21 位具才能、願為公共政策出謀獻策的少數族裔獲挑選。

◆Deepmala

◆Inno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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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與團結香港基金

聯合發表《香港青年於廣州創業的機

遇與挑戰》報告，顯示港青對內地行

業運作、創業模式，以至兩地政府的

資助形式和補貼政策並不熟悉，申請

政府資助時遇困難，又認為內地創業

政策轉變快。大灣區內地城市基建硬

件配套充足，加上腹地廣闊，港青有

一大片施展抱負的舞台，惟資訊分

散，令他們在北上發展遇到挑戰。香

港特區政府應加強與內地政府合作，

積極構建暢通資訊的協助機制，令港

青可以放下顧慮，全力書寫精彩人

生。

目前，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的港

人眾多，廣州等地設有多個專門面向

港澳人士的創業園區以及孵化基地，

涵蓋創科、文化藝術等。以廣州南沙

為例，截至2021年，當地累計落戶港

資 企 業 2,747 家 ， 累 計 投 資 總 額

1,137.27 億美元，發展漸趨成熟。當

地創業青年和企業已形成一定規模的

群體，所需要的支援也相應變得多元

紛繁。有關報告指出，北上創業港青

遇上困難，其中最主要是缺乏人脈和

推廣渠道，無法精準營銷、融入當地

的市場、推廣生意。有港青就反映，

他們對廣州創業環境仍然陌生，對各

種創業補貼政策缺乏認識，也有人認

為孵化基地發展同質化。

大灣區內地城市擁有8,000多萬人口

的市場，創業成本較香港低，兩地政

府近年都對北上發展的港青提供更多

優惠政策。不論特區和中央政府、

省、市，以至一個區，都各自有針對

北上創業港青的措施。例如，廣州市

有「五計劃一平台」15項措施，廣州

轄下的黃埔區政府聯同廣州開發區管

理委員會也出台「港澳青創10條」，

補貼和支援涵蓋面甚廣。不過，各種

優惠措施的資訊比較零散，容易令北

上港青錯過。對於使用微信、小紅書

等內地時興的營商推廣平台進行產品

介紹，不少港青對這方面的實際操

作，仍然有待進一步協助，兩地政府

宜施以援手。

有意見認為，特區政府應提供短

期就業技能培訓，以「先就業，後

創業」模式協助港青北上創業。要

持續燃起港青創業的雄心壯志，及時

到位的支援更為需要重視。去年 4 月

特區政府駐粵辦設立「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推廣中心」，旨在協助港人及港

企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既然駐粵辦

新增了機構和資源，應及早在傳遞惠

港政策資訊、援助港青創業所需發揮

更大作用，以利打破資訊障礙，讓

有意北上探索的港青更好把握灣區

機遇。特區政府宜與內地政府深入

研究，整合優惠措施資訊，為港青

提供更貼身扶助，為他們北上就業

創業增強信心。

促資訊暢通 增強港青灣區發展信心
2024年陸家嘴論壇在上海舉行，本次論壇主題定

為「以金融高質量發展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各地

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高層領導、全球重要金融市場

負責人和知名專家學者，聚焦如何推動中國金融制

度型開放等議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

場穩定、運作成熟、國際化程度高，近年持續深化

與內地的互聯互通機制，要進一步用好成熟的金融

基建，做好資金的「引進來」和「走出去」雙向融

通，助力國家的金融開放大格局和現代化建設。

今年陸家嘴論壇的其中一個議題，是「推進金融

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黨委書記

霍穎勵昨日在論壇上表示，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目前

的現狀和金融強國的目標還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下

一步將不斷豐富金融產品體系，提升人民幣金融資

產的全球定價能力，持續拓展開放渠道，優化規則

機制，深化國內外金融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在構建開放的金融市場方面，香港有着豐富的經

驗和行之有效的機制。香港特區政府財庫局局長許

正宇在論壇上表示，香港實施聯匯制度超過40年，

貨幣匯率穩定，並建立起非常成熟的自動調節利率

機制；香港在金融監管方面遵循高標準，包括資本

充足率、流動性和風險管理要求都遠高於國際水

平。這些都為香港服務於國家金融高水平開放構建

了得天獨厚的基礎。

近年，香港在服務國家金融開放發揮了不可取代

的獨特作用，一方面是持續深化兩地互聯互通機

制。今年是兩地推行互聯互通10周年，自2014年滬

港通開通以來，跨境理財通、ETF通、互換通、理

財通2.0相繼落地。兩地的互聯互通機制得以持續深

化擴容，可交易的產品已從交易所掛牌股票及場外

交易的債券擴展至場外衍生品領域。許正宇談到，

特區政府下一步將爭取將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

讓內地投資者直接以人民幣交易計價投資港股，免

卻匯率兌換的麻煩。相信隨着互聯互通機制持續完

善，必定能為境內外投資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

融服務和金融產品，進一步促進資本雙向流動。

同時，香港作為重要的融資理財中心，一直為國

家發揮着資金的「引進來」和「走出去」雙向融通

的作用，尤其是不斷鞏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角色，

助力人民幣國際化。在「引進來」方面，近年國際

市場上美元利率高企，相反人民幣利率較低，因此

不少企業透過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融資。去年在港

發行的人民幣債券接近5,000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九成，創下新高，可見香港金融市場能夠全方位服

務國家實體經濟。

在「走出去」方面，香港成為內地企業和個人進

行境外財富管理的首選地點，投資銀行瑞銀預測香

港有望在 2025 年底前成為全球最大的財富管理中

心。與此同時，香港更可憑藉其國際化優勢和優秀

的營商環境，成為內地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橋頭

堡。

當前，全球經濟復甦的基礎仍很脆弱，尤其是部

分西方國家在民粹主義左右下推動逆全球化，加劇

了經濟調整的深度和長度。中外經濟界人士在論壇

上都認為，世界需要加強協調、合作共贏、高水平

開放，才能贏得高質量發展。在這個大背景下，香

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又是區內主要的國際

金融中心，必須持續發揮獨特優勢，加快推動與多

元 國 際 市 場 如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RCEP）、中東國家、金磚合作機制等區域合

作，全方位提升香港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更好地服

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深化互聯互通機制 助力國家金融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