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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
定》，明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總目標和基本原則，對國家的建設發
展及推動香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
致遠具有重大意義。未來香港須全力
響應《決定》，特別要在科技創新與
教育領域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
高地。

國家「十四五」規劃指引香港要建設包括國際創科中
心在內的「八大中心」。香港必須全面提升科技教育水
平。除了推進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教育，
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外，特區政府也
應增撥更多資源鼓勵學校與新型科技企業合作，為學生
提供更多接觸高新科技的機會。為配合《決定》，特區
政府應設立專項基金，設計更多機械人技術及人工智能
方面的專業培訓課程，設立高新科技學院。學院應設有
機械人設計、製造、程式設計以及AI算法和應用等課
程，使學生在未來的科技市場中具備競爭力。此外，在
智慧城市發展方面，學院也應推出物聯網、大數據分
析、智能交通系統及智慧建築等課程。透過這些課程，
學生可以學習如何利用科技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務質量，
推動香港成為智慧城市的典範。

早在2022年施政報告，行政長官李家超已強調香港
要在「搶企業」和「搶人才」方面更加積極進取。除
了成立新部門及推出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新措施，特區
政府於 2022 年 12 月 28 日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
劃」，便利創科人才來港從事研發工作，取得一定成
果。

為了進一步提升「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的吸引力和
實效性，特區政府應考慮設立獎勵計劃，提供金錢誘
因及科研經費支持，並為科技人才創造更多職業發展
機會。具體而言，應提供一次性或年度金錢獎勵，以
補貼科技人才在港的生活和工作成本。此外，特區政
府也應鼓勵企業優化工作環境，創造舒適且具創意的
工作空間，並配備完善的科研設施和設備。為進一步
提升香港在創新科技領域的競爭力，特區政府應加快
落成北部都會區的新田科技城。這不僅將便利深圳及
周邊地區居住的人才往返香港工作，還將吸引來自全
球的優秀科技人才聚首一堂，共同推動香港成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全
面深化改革和開放的進程中，香港應更好發揮「超級
聯繫人」的作用，為中國企業和品牌「走出去」提供
支持，同時助力國家將外企外資「引進來」，在加快
形成新的生產力，以及在創新驅動發展方面有所作
為。香港亦應繼續發揮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
特優勢，全力推進創科教育及吸納高新科技人才，為
國家的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

鄧肇峰 沙田區議員 新社聯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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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中央港澳辦、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見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時提醒香港要「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

展」。從「識變、應變、求變」到強調「銳意改

革」，中央對正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邁向由

治及興之路的香港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和希望。香港為何要改革？又應如何改革？

香港社會應認真研究、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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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長期以來，產業結構單一等因素，造成香
港社會貧富懸殊不斷拉大、青年向上發展空
間不足等深層次問題。香港的四大支柱行業
佔本地生產總值60%左右，但近20多年的時
間裏，只有金融業的工資有較為理想的漲
幅，其他三大支柱性行業薪資增幅明顯遜
色，甚至在部分年份錄得負增長。工資漲幅
不盡如人意，再加上百物騰貴，在社會整體
缺乏向上發展空間的環境下，有青年選擇
「躺平」，寧願降低薪酬申請公屋。

內外挑戰並存須靠改革破局
外部的衝擊與挑戰亦對香港傳統優勢產業

造成了直接的衝擊。自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
以來，作為中美貿易的重要轉口港，香港的
轉口樞紐中心地位受到威脅。再加上美西方
所主導的對華「脫鈎」戰略，使全球供應鏈
體系出現變化，多重因素疊加之下，香港對
外貿易規模漸見萎縮，急需開闢新興市場，
以把握新的貿易機遇。

除此之外，隨着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革命
性技術的飛速發展，香港金融、零售等傳統
支柱產業面對着多方面衝擊，部分人手崗位
正逐步被科技取代，傳統優勢產業急待轉型
升級。

無論從香港自身的經濟結構，還是從外部
環境、科技變革等角度出發，都可以見到香
港需要全方位的變革，以應對來自各方面的
壓力和挑戰。可以說，香港的改革有着很強
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不過，對於如何改革，社會仍然充滿疑問。
有人問，破除利益固化藩籬，是否意味着要顛
覆現有的經濟結構？是否意味着香港需要破舊
立新，對經濟成果進行再分配？這一系列問
題，三中全會《決定》已給出明確答案。《決

定》強調，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
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
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這充分反映中
央對香港獨特優勢的高度重視。香港改革的目
的絕不是所謂的重新「分餅仔」，而是要盡可
能地做大整個「蛋糕」。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充分貫徹「以
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在多項重要工作
中取得突破，但要實現由治及興，完成香港
的改革進程，更加需要管治團隊破除思維上
的條條框框，深入探究現行的治理機制，是
否適應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深刻理解「一
國兩制」的內涵，進一步推動特區治理能力
邁向現代化。

香港應打破固有的發展路徑，使治理能力
與現實發展需求相匹配，充分貫徹問題導
向、守正創新的治理理念，在行政主導的原
則下，探索出一條新的發展之路。要完成這
一改革目標，需要特區政府更加積極有為，
進一步探索如何將行政主導與高效市場相結
合，實現更好發展。

解放思想把握改革黃金窗口期
國家提出以新質生產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

總體策略。在取得改革開放40多年經濟成就
的今天，國家仍然銳意改革，探索新方向、
新路徑。與此同時，中央亦一再強調，發展
新質生產力並非要完全放棄傳統產業，國家
的經濟發展方向還是要以進促穩，先立後
破。上述中央對經濟發展的戰略把握，亦對
香港目前所面臨的改革方向有着重要的啟
示。

以發展新興產業為例，從千禧年的IT熱
潮，到近年來着力發展人工智能、生物科

技，創新科技一直是香港社會的熱議話題，
但上述產業在港的發展實踐，不僅受制於香
港的土地、成本等客觀因素，亦有市場對原
有成功路徑的依賴等因素，再加上新興產業
缺乏公共資源有力的支持，最終導致在學研
能力出眾、融資渠道豐富等優勢環境下，香
港至今仍未能在創新科技領域形成優勢產業
集群。

特區政府的經濟產業政策應有大刀闊斧的
改革，加大扶持力度，用好香港學研優勢，
在創科關鍵技術上進行攻克，形成核心優
勢；或者基於香港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成功經
驗，圍繞國家經濟雙循環，打造香港成為新
興產業內外供應鏈上的關鍵節點。創科產業
集群的形成，亦可支持香港的傳統優勢產
業，金融、專業服務亦將受惠於新興產業的
發展，因應實際需求形成新的服務業務。

要實現改革願景，絕非一路坦途，更加需
要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形成鼓勵探索、大膽
創新的社會氛圍，不因一時的困難或失敗而
對改革這座「大山」望而卻步。特區政府要
形成支持改革的社會氛圍，透過改革讓更多
人享受到發展的紅利；透過構建更多元的產
業結構創造出更多優質就業機會。透過發展
創造的新機遇，形成更多人認同改革的正向
循環。

隨着國家安全機制的完善，香港社會日益團
結穩定，這為實現新的改革目標創造了有利的
條件和基礎。時間不等人、機遇不等人、發展
不等人。香港需要把握改革的黃金窗口期，在
新一輪科技變革、世界變化中取得先機。準確
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是中央以問題導
向為香港改革給出的總體方法論。激活僵局、
衝破困局、駕馭變局，香港才能在世界風雲變
幻的當下翻開嶄新的一頁。

首屆「青年發展高峰論壇」
早前在會展中心舉行，以「攜
手起航、共譜新篇」為主題，
就青年關心的議題展開交流活
動，還邀請內地和東盟等海外
青年團體參加，反應熱烈。

巴黎奧運會中，國家隊健兒及中國香港代表
團運動員屢創佳績，振奮人心，給今次高峰論
壇增添昂揚氣氛。為國家和香港爭光、弘揚奧
林匹克精神，成為激勵香港青年的動力。尤其
是港隊奧運劍擊金牌得主江旻憓在高峰論壇上
分享自己經歷和感受，讓人景仰，增添青年奮
發向前的力量。

進一步落實《青年發展藍圖》
此次巴黎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獲2金2銅

佳績，從側面反映出香港青年釋放潛能和成長
成才的無限空間，以及在「一國兩制」下，中
央的支持和特區政府對香港年輕一代的重視、
扶持，為他們事業有成創造優越條件。在青年
發展政策方面，特區政府致力於做好「青年朋
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熱心人、青年群眾的
引路人」角色，以培養具有全球視野、有抱負
和正向思維、愛國愛港的新一代為願景，努力
為年輕人提供有利環境，讓他們對未來抱有企
盼，自強不息，盡展所長，貢獻香港、國家以

至世界。
《青年發展藍圖》明確了四大方向，包括訂

立相應行動措施，強化國民和國家安全教育；
協助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加在不同領域
實習、就業和創業的機會，多管齊下回應青年
需求；優化青年福利，在不同方面提供支援；
加強溝通並增加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所
提出的逾160項措施，加上後續推出的近60項
新措施，有利促進青年發展，適時回應他們的
需要。特區政府有必要凝聚社會各界力量、資
源和智慧，加緊落實這些政策措施，促進青年
發展。

投身強國建設大有作為
新時代新征程上，全國各族青年在各領域各方

面勇當排頭兵和生力軍，展現出自信自強、剛健
有為的精神風貌。今年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五四青年節前夕，向全國廣大青年致節日祝賀
和誠摯問候。他寄語新時代青年「爭做有理
想、敢擔當、能吃苦、肯奮鬥的新時代好青
年，在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展現青
春作為、彰顯青春風采、貢獻青春力量，奮力
書寫為中國式現代化挺膺擔當的青春篇章」。
這是期盼、激勵和鞭策，香港青年應當銘記於
心；對香港青年工作而言，也是努力的方向和
目標。

青年是國家和香港未來的主人翁，是社會
持續發展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因
素。香港青年非常幸運，因為國家發展已經
跨入新時代新征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給香港青年更多
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早前，中共二十屆三
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國家
又迎來新一輪改革開放浪潮，以中國式現代
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香港
在國家改革開放事業中作出過巨大貢獻，且
獲益良多。在新的歷史進程中，香港必將培
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
新貢獻。這正是香港青年可以大有作為的廣
闊天地。

香港青年要珍惜社會由治及興、國家現代化
建設，以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關愛、信任與期
待，傳承優秀傳統和價值觀，發揚獅子山精
神，與社會各界一道抓住機遇，為進一步深化
改革、強國建設和香港繁榮穩定貢獻青春力
量，並在此過程中實現個人價值。特區政府、
社會各界，尤其是香港的教育和青年工作者要
善用資源，以改革創新精神，在制度建設、政
策制訂和採取有效措施上，為香港年輕一代成
長成才提供必要的支援和幫助，為青年發展創
造更加有利的條件和環境。

創造良好環境 讓青年譜出精彩人生
黃錦良 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教聯會主席

行政長官李家超前日率領特區政
府各司局長到大埔出席首場施政報
告地區諮詢會。現場氣氛熱烈，參
與的市民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從現
場的交流中可以看出，當前香港的

經濟發展是市民最為關切的問題。經濟發展不僅
直接關係到市民的切身利益，更是香港社會繁榮
穩定的重要基石。因此，市民對於特區政府如何
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創造更多就業和創業機會抱
有極大的期待。

李家超在諮詢會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高度重
視發展「八大中心」地位，特別是要強化金融中
心的地位。這一表態無疑為香港經濟的未來發展
指明方向，也彰顯了特區政府對經濟建設的堅定
決心。同時，他還提到特區政府將注重文化、體
育和旅遊的融合發展，這一新思路為香港的多元

產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經濟發展上，特區政府可以關注如何推動經

濟創新及增長，特別是在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上。
例如探討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推進現代化產業
體系建設之道，以及在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
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尋找增長點。這既可使香
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與內地城市的
合作，也可讓香港充分利用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加強與創新科技產業的結合，推動高增值產
業的發展，發揮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
色，成為國家對外開放的窗口。香港也要積極推
進大灣區建設，用好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提升
香港的優勢產業地位，將香港優勢化為國家進一
步發展的新助力。

地區民生也是市民關心的一大議題，施政報告
諮詢會也重點討論如何改善民生，特別是在住

房、教育、醫療等方面。有意見
提出增加住房供應、改善教育資
源分配、提升醫療服務水平等具
體措施。在諮詢會第二階段的小
組討論環節，參與者分為四個小
組，圍繞「拚經濟謀發展」和
「惠民生添幸福」兩大主題展開了深入的探討。
行政長官李家超不辭辛勞，逐一與每個小組的市
民進行交流，認真聆聽他們的聲音。

施政報告諮詢會不僅為市民提供一個表達訴
求、建言獻策的平台，也為特區政府提供一個了
解民意、收集建議的寶貴機會。通過這樣的互動
與交流，相信特區政府能精準把握市民的需求和
期待，制定出更加符合民意的施政方針和政策措
施。市民的積極參與和建言獻策，也將為香港的
未來注入更多活力和智慧。

穆家駿 全國青聯委員 灣仔區議員

地區諮詢有助政府制定惠民施政方針

繼中央政府早前宣布向香港贈送大
熊貓後，海洋公園的「盈盈」誕下一
雙熊貓寶寶，創下了有紀錄以來大熊
貓最年長初次成功產子的紀錄。

本來香港社會仍期待着中央贈送的
一對年輕大熊貓早日到港，寄望牠們
承擔起在港開枝散葉的任務，想不到「盈盈」「樂
樂」搶先成為了第一對香港熊貓父母，給香港社會帶
來驚喜。隨着熊貓寶寶的誕生，香港一次過集合了老
青幼三代大熊貓，話題性十足，亦為旅遊業注入新的
活力。

大熊貓的繁殖率極低，而是次又屬高齡產子，情況
更加罕有，故此海內外民眾都希望可以早日與熊貓寶
寶見面。當局要利用好這個契機，全力推動「熊貓經
濟」。

由於現時熊貓寶寶處於存活的關鍵時刻，為了安全
起見，只有暫停開放熊貓館，讓園方及專家全力照料
熊貓寶寶。園方亦開設了社交平台，適時公布有關情
況。長遠而言，園方可以考慮參考內地的做法，加設
一些直播的渠道，讓市民可以有更多時間及機會與熊
貓接觸。如果可以隨時在網上平台看到港產熊貓寶
寶，公眾入園參觀的意慾一定會更大。

當局亦可舉辦命名比賽，邀請市民以及旅客參與其
中，進一步提升大熊貓話題的熱度，刺激大家進一步
討論。如果港產大熊貓由公眾起名字，大家的榮譽感
相信會更高。海洋公園也可安排命名比賽獲勝者近距
離接觸熊貓寶寶，以進一步提升比賽吸引力。

「盈盈」「樂樂」克服了年齡的困擾，成功在香港產
子，背後亦反映着香港排除萬難的獅子山精神。港產大
熊貓展現出的頑強鬥志，亦鼓舞着正值經濟前景未明的
香港社會。因此，當局可以與媒體共同探索發展以熊貓
為主題的IP經濟鏈，開發一系列的熊貓商品、戲劇，以
港產大熊貓代表香港。事實上西方電影早已製作了一些
大熊貓題材的作品，相當受歡迎，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功夫熊貓》，可惜香港空有活寶貝，卻未能以此化身
為具經濟效益的文化產業，可說十分可惜。因此，利用
大熊貓在港產子的機會，打造大熊貓成為本港文旅代
表、將大熊貓化身成香港的旅遊大使及城市象徵，相信
可以發揮強效作用。社會應從不同方面支持海洋公園，
借用迪士尼樂園推廣及創造IP的先進經驗，實現強強聯
手的合作，製造更大市場價值。

隨着鄰近城市不斷有新景點落成，香港需要開拓新
景點、新產品吸引遊客，這時正是發展「熊貓經濟」
的最佳時機，香港應全力把握機會。

梁熙 立法會議員

把握機遇發展「熊貓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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