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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雖然是彈丸
之地，卻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人才匯聚、成熟
的融資體制、背靠祖國和聯通國際的地理位置。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香港在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大數據、
新能源和新物料方面也大有可為。特區政府將帶
領港人朝着提升新質生產力的方向轉型，「我們
會把轉型時間縮短，把中間的不穩定性減到最
低，每次我們再走出來都是火鳳凰。」
李家超解釋，傳統生產需要大量土地、人力，
這是香港的短板，但新質生產力加入大數據、智
慧化，即使投入四分之一的土地人力，也能生產
同樣的總量和質量，「要用好我們的強項：人
才、資金、地理位置，不應該忘記香港的地理位
置，坐飛機5小時可到全球一半人口覆蓋的城
市。」
加上兩文三語、簡單稅制、市民素質、生產能
力等使香港成為福地，「這些要發揚光大，我想
全世界只有香港有這三個優勢，其他經濟體都沒
有。」

灣區各市可互補長短
香港最強的優勢是背靠祖國，與大灣區內地城
市親密如親兄弟，可互補優勢，錯位發展，「每
個地方在新質生產力方面的起步點不一樣，強項
不一樣，基礎建設不一樣，資源不一樣，例如香
港（若要）生產氫能、氫氣是不切實際， 但國
家很多地方特別大灣區內地城市在這方面很前
衛、先進。我們優勢互補，可以錯位發展……他
跑得遠、我跳得高，我們大家合作時優勢互補就
又跑得遠又跳得高。這些是大家錯位發展，互補
長短最重要。」
李家超認為，整個大灣區涉及新能源的合作領
域多，香港最缺的土地、人力會有大灣區兄弟城

市提供，香港則提供高端人才、科研技術、資金、國際化、
聯通世界等，過去也有不少成功例子，例如香港機場管理局
與東莞市簽署《關於「東莞—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暨空側海
空聯運碼頭」項目的合作框架協議》，落實和促進兩地之間
「海空貨物聯運」模式的長遠發展。
在聯運模式下，內地出口貨物可於上游物流園內預先完成
航空安檢、裝箱或打板及收貨，然後以符合香港空運貨物保
安的方式，在嚴密監管下無縫地運抵香港國際機場空側的貨
運碼頭，無須重複安檢程序便直接轉運到世界各地。外國的
空運貨物亦可套用上述相反路線，經香港進口內地。
「這個貨物聯運利用內地土地、人力、器械價格優勢。香

港則提供管理、作為航運中心的優勢。這是一個互利共贏，
大家都好。我們投資的，也有好的回報，這是多贏方案。會
搞多些類似這類型的合作。」李家超說。
他表示，留意到目前的企業雖然追求量，但更追求質，包括
針對高端客，特別照顧某一類市場定位最大的顧客，「在互動
中累計了大數量，引擎自己就會轉，不需要刻意推動。相信我
們大家共同努力之下，香港這麼多年善拚敢贏的態度，一定會
讓我們盡快創造新的發揮空間、新的氣象出來。」

善
用
三
優
勢

轉
向
新
質
生
產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教育是軟
實力之本，陸地面積僅 1,100 平方公里的
香港卻擁有 5所躋身全球百強的大學，是
世界最多優質高等學府的城市之一。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香港的大學在影響力、科技創
新方面一直提升、被認同，特別是國際化
方面，體現在教職員國際化、學生國際
化、共融理念國際化，「我們沒有歧視，
我們全部人都擁抱他們來港，這個很重
要。」他強調，在香港教育質量進一步提
升的同時，特區政府亦會致力讓教育產業
「走出去」，為世界輸出更多人才。
近年「留學香港」品牌效應持續，在最
新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分析機構（QS）世
界大學排名中，香港有 7所大學上榜，其
中 5所打入全球百強，每年更為全球各地
輸出大批優秀的畢業生，成為「國際教育
樞紐，未來人才搖籃」。
李家超認為，國際化是香港高等教育的最
大特徵，這種國際化體現在教職員、學生，
以及共融理念的國際化上：學生來自不同地
區，有已經發達的國家地區例如歐美，也有
來自新興市場，尤其是「一帶一路」國家的

學生。同時，受地理因素影響，香港
特別受內地留學生歡迎，但不論哪些
地區的學生，香港的大學無任歡迎。
「我們開闢『一帶一路』的國家市

場，希望教育方面大家可以共同發
展，特別歡迎東盟國家，是我們的鄰
居，在文化、認知方面，大家更容易
融合。我們在發展空間方面，除了自
己的質量提升，將領域提升，『走出
去』。」他說。

港對外地師生均有吸引力
同時，香港教育產業近年正努力
「走出去」， 李家超表示：「過去經常講去
外國留學，其實香港有優勢，其他人可以來
香港留學。我們也在推展，8間受資助大學
校長會推動國際化，去美國，教育局局長也
帶團去美國推廣香港教育，也都去澳洲，推
廣我們的教育。」
他希望擁抱所有人來香港接受教育、升讀
大學，進修博士研究生課程等，政府的推動
力度不下於其他地區，「除了獎學金還有助
學金，香港和外國比，我們在這方面也很有
競爭力。」同時，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

城市也有無限空間合作，包括許多學校在大
灣區內地城市共同辦學。

不歧視不政治化 多方位照顧
在海外學者方面，香港包容性同樣巨大，
李家超說：「外地來的學者知道香港不會歧
視，知道香港在教育方面不會政治化，這也
是我們的吸引力。」特區政府會以實幹、資
源、機會等吸引國際化教職員來港。「香港
是那麼懂得體會其他人的地方，所以我們會
多方位照顧他（學者、教職員）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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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在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由政務司
司長領導的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

會會將職能擴大至涵蓋愛國主義教育，成立愛
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協調政府部門和非政府
機構推動國民教育，與國家的愛國主義教育法
內容對接，在不同層面加強國家歷史文化和國
情教育，傳承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特區政府今年4月宣布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
組成立，由相關決策局局長和部門首長，以及
來自社會相關界別的翹楚組成，從學校教育、
本地社區、歷史政經文化、傳媒宣傳四個範疇
着手，助力督導委員會全方位開展愛國主義教
育工作。早前，工作小組更面向全民集思廣
益，收集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方法。

指感性愛國教育可即做
李家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談及自己
的「愛國教育經」。他說，愛國教育可以分
為理性和感性。理性教育，包括通過書本、
活動等推廣介紹什麼是總體國家安全觀、香
港國安法、國安條例等。
他認為，感性教育會更能有效激發情感的

自發性，「當你唱歌的時候，會融入歌詞，
會感受歌詞中的歷史，帶來沉浸式的感
受。」歌曲、電影、電視劇都是可以潛移默
化影響受眾的媒介。
他說，自己是內地的間諜劇迷，並坦言香
港這方面題材的劇不夠多，未來或可在這方
面做嘗試和推廣。
內地有不少具備感性特質的愛國主義教育
素材，李家超認為，對港人這方面的愛國主
義教育可以即刻做，「我感受過的，侵華日
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看到，很
自發感性就來了……再加上我們書本一些文
章，講當時很多民族英雄如何為國家付出，
看到他們和家人、太太寫的書信，這些感性
教育，比一些較為理性的教育更潛移默化、
深入民心、更自發。」
他舉例說，在北京看圓明園遺址公園，或
者看電影了解曾經被欺凌、侮辱的歷史等，
這些較為直觀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教
育」。
「當然，我們做這些教育，都是要保護自
己，不侵犯人。」他說，但要明白，雖然香

港是君子，惟這個世界小人很多，「很多人
會不時想辦法侵犯你，我們要防他們。」李
家超強調。
今年10月1日將迎來新中國成立75周年，

香港社會各界一早開始謀劃慶祝活動，特區
政府亦有「新橋」。李家超表示，傳統的慶
祝活動「要做、要大做」，而且有幾個新方
向，要做到年輕化、全政府化、全民化、增
加中華文化元素。

各部門均會參與國慶活動
李家超強調，青年是香港的未來，要大力
提升青年在慶祝活動中的參與度，是正確方
向。特區政府有約40個部門在做青年工作，
除教育局外，紀律部隊等都可以參與其中。
他表示，特區政府不同政策局、部門都和
市民有接觸，可在他們各自範疇推動一些國
慶活動，而十八區可以透過區議員、關愛隊
全方位接觸市民共慶國慶，又希望透過在活
動中增加中華文化元素，以提升宣傳效應和
吸引力，「相信當我們全民推廣的時候，一
定有很多新的構思。」

完善的法律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底線，特區政府未來

將着力做好愛國主義教育，激發更多市民的愛國情懷。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關於認識國安知識的「理性教育」推廣一定會有，但他認

為「感性教育」會更有效，歌曲、電影、電視劇等可帶來

沉浸式體驗的媒介，更能激發市民的愛國情，又特別提到

香港可嘗試製作、推廣間諜片。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

年，李家超透露，除傳統慶祝活動外，特區

政府還將把慶祝活動做到年輕化、全政府

化、全民化，同時增加中華文化元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文森掃碼睇片

即場背誦《我是中國人》歌詞
沉默不是懦弱 忍耐不是麻木

儒家的傳統思想 帶領我們的腳步

八年艱苦的抗戰 證實我堅毅的民族

不到最後的關頭 絕不輕言戰鬥

忍無可忍的時候 我會挺身而出

同胞受苦河山待復 我會牢牢記住

我不管生在哪裏 我是中國人

無論死在何處 誓做中國魂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談及歌曲是
感性的愛國主義教育方式時，當
即背誦出這首《我是中國人》的
部分歌詞，「當你唱歌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這段（抗戰）歷史，
帶來沉浸式的感受。」
同樣帶給李家超沉浸式體驗的

還有內地的間諜片，更自爆曾看
過很多內地的間諜劇，「好好
看」，甚至一度「煲劇煲到不睡
覺」。他直言，香港很少出間
諜片，理解相關的故事題材不
夠多，但認為香港也可以積極
在這方面探索、推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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