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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率領由香

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和其他相關業界

代表組成的約20人代表團，昨日在深圳出

席由律政司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的解決爭

議．共創雙贏─香港法律服務 共享發展機

遇會議。林定國致辭時表示，在《粵港澳大

灣區法治建設行動綱領》的方針下，律政司

積極推動大灣區的法治建設工作，務求透過

機制對接、規則銜接，以及人才連接這三個

範疇作為「三連」，推動灣區法治建設硬

件、軟件互通，利用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

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角色，助力大灣區

共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行政長官在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舉辦
「青年發展高峰論壇」，作為2024年「青年節」
的開幕及亮點項目。論壇以「攜手起航 共譜新
篇」為主題，上午環節的主題演講聚焦「賦能新
生代」。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來自不同地區推動
青年發展的主要領導官員，分享青年人在社會經
濟發展中的關鍵角色，以及各地政府在培育人
才、促進創新和鼓勵社會參與方面的政策及措
施。演講嘉賓亦會就青年人如何貢獻地區經濟和
社會發展分享真知灼見，並探討國際間在促進青
年發展方面的合作機會。

下午環節
有三場專題論
壇，首場以
「積極推動科
技創新 加快
發展『新質生
產力』」為
題，匯聚來自
航空、創新科
技、醫療保健
和金融業界的
商界翹楚，探討科技創新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影
響，以及青年在當中所擔當的重要角色。

次場聚焦「啟發青年創意 共建可持續未
來」，為業界翹楚提供一個互動交流平台，探討
創意、文化及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緊密關係。演講
嘉賓將剖析文化創意產業蘊含的新機遇，並聚焦
它們如何啟發青年人的創意思維及推動創新發
展。

最後一場邀請推動青年發展的社會領袖，以
及來自演藝、體育和慈善公益
領域的演講嘉賓，分享如何通
過正向思維的力量啟發和賦能
青年，旨在「培育青年正向思
維 共創美好明天」。

論壇的主要目標參加者為
年齡介乎12至39歲的青年人，
除了本地青年外，民青局亦邀
請內地和海外，包括新加坡、
日本、老撾、馬來西亞、菲律
賓和印尼等不同國家的青年朋
友來港參與，就青年關心的議
題與本地青年交流和互相學
習。論壇期間亦會安排各項考

察活動、歡迎晚宴及交流午宴等，促進各地青年
參加者相互交流，豐富他們的體驗，並認識香港
的發展機遇。

民青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民青局在2022年年
底發表的《青年發展藍圖》（《藍圖》）是特區
政府推動青年發展的重要政策框架，願景是培育
青年成為愛國愛港、具備世界視野、有抱負和具
正向思維的新一代。政府會全力按照《藍圖》的
工作方針推進青年發展工作，為青年搭台、搭
梯，與青年攜手起航、共譜新篇。

今次舉辦論壇的目標是為參與的青年構建一

個全新的高層次跨地域交流平台，讓各界領袖分
享他們在不同界別、跨地域交流合作方面的成功
故事及經驗，為青年與會者提供全新視角，幫助
他們準確認識和理解當前的局勢及未來的挑戰與
機遇。麥美娟希望青年朋友能把所學的融會到日
常生活和工作當中，以己所
長，成為社會的參與者和貢獻
者。

更多「青年發展高峰論
壇」活動詳情，可瀏覽青年節
專屬網站。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青局)將於8月10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青年發展高峰論
壇」(論壇)，行政長官李家超將親臨主禮開幕環節。來自不同地區主管青年政策的領導官
員、科技創新專才、創意產業專家、青年企業家、青年組織代表及業界精英等擔任演講
嘉賓，與來自本地、內地及海外的不同青年參加者分享他們在科技創新、可持續發展、
文化創意、青年公益等領域的寶貴經驗及最新發展，助力青年掌握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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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林定國：積極推動灣區法治建設
以機制對接規則銜接人才連接作「三連」推動軟硬件互通

香港文匯報訊 發展局副局長林智文昨日應立法
會議員楊永杰及梁文廣的邀請，乘坐遊船視察九龍
海濱，途經觀塘碼頭、啟德郵輪碼頭、紅磡青洲英
泥碼頭、尖沙咀海濱、西九文化區、新油麻地公眾
貨物裝卸區、長沙灣副食品市場及長沙灣海濱。
林智文表示，政府近年積極提升海濱暢達性，並
增加公共空間讓公眾享受海濱。在規劃海濱時，局
方會繼續考慮在適當地點加入商業元素，以增加海
濱的吸引力，並為遊人帶來方便及更好體驗。
發展局將於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修訂《保護海
港條例》草案，林智文期望《條例》盡快通過，

以提升海濱暢達性、優化海濱地帶供市民享用或
強化海港功能，為優化海濱可考慮的方案提供更
多選項。

是次會議以從香港出發─協同發展 邁向全球
為題，推廣香港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超

過300位來自法律業界、商界和其他界別的代表出
席。會議舉行兩個討論環節。第一節題為企業國際
化經營─合規策略優化與跨境爭議解決，由香港
資深法律業界和深圳企業代表探討企業在拓展國際
業務過程中遇到的合規問題，並以不同案例闡釋香
港作為一站式法律服務平台在處理跨境商貿交易及
商業糾紛擁有的獨特優勢，為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
企業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支援。

讓深企理解港法律服務有助業務發展
林定國在會議開幕致辭時表示，香港和深圳不僅
在地理上緊緊相連，且在不同領域互動頻繁，包括

商貿往來、人才流動等每天都更緊密。這次的交流
不僅對香港和深圳兩地過往合作取得的成果予以肯
定，亦為雙方未來的協同發展帶來新角度。
他指出，香港是國家境內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

管轄區，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扮
演「超級聯繫人」及「超級增值人」的角色。
他希望多了解深圳企業究竟需要怎樣的法律服

務，也希望加深深圳企業對香港法律服務的理解，
讓他們清楚理解、明白香港法律服務可以如何有效
協助其業務發展，尤其是涉外法律的業務。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劉會平致辭時表示，是次

會議讓與會者透過眾多香港資深法律界代表和成功
企業的真實個案及經驗分享，了解到香港能夠為內
地企業在國際化路程中提供符合國際通用標準的法
律服務，包括商業合同安排、合規審查、風險管
理、融資上市、爭議解決，乃至企業重組、清算等
各方面。
展望未來，他寄望更多內地企業借助香港「超級

聯繫人」及「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拓展國際化經
營，締造更多大灣區發展商機。

港法律人才助內地科企規避風險
在此次會議的採訪環節中，律政司署理高級助理

民事法律專員鄧穎茹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8月16

日將在香港
舉行大灣區
調 解 員 培
訓，目前已
吸引了300多
人報名，其
中絕大部分
是港人，他
們通過培訓
可以更好地
服務大灣區
企業開拓國
際業務。
在此次會

議的「企業
國際化經營
合規策略優
化與跨境爭
議解決」討論環節中，從事機器人研發和生產的深
圳市優必選科技首席品牌官譚旻表示，公司看中香
港的諸多優勢，去年底赴港上市，並在香港設立研
究院，在公司邁向全球化之際，十分看重香港連接
全球的能力。
他指出，香港作為全球超級連接人，有許多熟

悉內地法律和國際法律的中高端人才，可以幫助
許多內地科創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規避風險。公
司在全球有3,000多項專利，其中很多是人工智能
和核心機器人的專利，這都需要香港法律界提供
的服務，在開拓國際業務維護自身權益和獲得順
利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工業貿易署昨日向來訪的東盟
代表團介紹香港的產地來源證制度及相關的發證
程序，雙方就制訂貿易便利化措施，以及如何以
數碼科技便利商界充分利用中國香港與東盟自由
貿易協定，進行了詳細的討論。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日在社交平台發帖介紹，
有關的自貿協定載有經濟和技術合作的章節，旨
在透過經濟和技術合作工作計劃提升成員的能力
和提供技術支援，擴大自貿協定對成員的經濟效
益。東盟代表團是次訪問是該計劃下其中一個項
目的部分活動，由泰國商務部主辦。

2020年至今，經濟和技術合作工作計劃已成功舉
辦了十多個項目，惠及來自香港、東盟和其他地區
約5,600名參與者，有效促進區域貿易和合作交流。

發展局：積極提升海濱暢達性 工貿署東盟商制訂貿易便利化措施
◆東盟代
表團訪問
工業貿易
署。
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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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文昨日
應楊永杰及梁
文廣的邀請，
乘坐遊船視察
九龍海濱。

發展局
Fb圖片

◆林定國及劉會平在會議前與代表團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