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以「美國圍困下的中國經濟前景」
為主題的主題演講中，太盟投資集團執
行董事長單偉建表示，中國製造業增加
值佔全球的比例從27%增加到30%，認
為這說明中國出口正在向高附加值轉
移，所以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反而促進
製造業的深化。
單偉建指出，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佔

其進口總額的比例下降，但中國出口往美國
的絕對值增加，美國繼續是中國的第一大貿
易夥伴，原因是中美不但有直接的貿易，還
有間接的貿易。
他續指，同一時期東南亞國家、印度和墨西

哥從中國的進口都大幅度增加，而這
些國家對美國的製成品出口亦有所提
高。從數據看，這些國家對美出口的
最終產品數量大大低於從中國進口的
產品數量，也就是說中國把中間產品
出口到東南亞國家，從而向美國出口
最終產品。
他表示，特朗普於2018年當選總統

時對華啟動貿易戰，目的是減少對華貿易的倚
賴。然而，過去6年，中國對美出口佔美國進口
的總額從20%下降到不足15%。表面上，美國對
中國進口的依賴是減少，但是對華貿赤反而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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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見名家周年論壇暨十周年慶典舉行 特首展望2025年提三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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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邀請李家超擔任主禮嘉賓，以及多位演講嘉賓剖
析最新的國際形勢和香港發展，包括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李慧琼、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勵進教育中心理
事會主席范徐麗泰、經濟學家陳坤耀、香港證監會行政
總裁梁鳳儀、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榮休校
長陳繁昌、中環資產投資基金行政總裁譚新強、太盟投
資執行董事長單偉建等。

李家超：開新局必先知局變
李家超致辭時表示，謀大事必先觀大勢，開新局必先

知局變。當今世上，地緣政治波譎雲詭，紛爭衝突持續
不斷，經濟全球化出現逆流，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環境
氣候挑戰嚴峻。國際格局正深刻調整，國際間的關係也
出現巨大變化。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

香港必須要通過歷史看現實、透過現象看本質，敢於變
革，掌握先機。
他提到，現時世界經濟重心東移，「全球南方」群體

性崛起，在促進世界和平、維護公平正義、合作應對全
球性挑戰方面發揮着愈來愈重要的作用。過去四分之三
個世紀以來，我國實現偉大飛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製造業
第一大國，載人航天工程攻堅克難，科技創新實力雄
厚，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我國是推動亞洲以至世界發
展進程上的一個重要力量，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凝聚
各國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他說，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

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同時集國內國際優勢於一身。
「國家始終是香港最堅強的後盾，國家的支持是香港繁

榮穩定的重要基石和力量。」

將愛國愛港力量轉化實際行動
展望2025年，李家超提出三個重點方向。第一，政府
要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將愛國愛港的力量轉
化為一項又一項具體的實際行動，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
港商界企業家應是貢獻者非旁觀者
第二，政府會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推動低空經

濟、革新人才引進機制等，促進經濟持續多元發展。香
港的商界和企業家都是香港發展的參與者和受益者，更
應該是貢獻者，而不是旁觀者、不只做評論員。面對經
濟轉型期，香港每一個行業都應該由自身做起，坐言起
行，積極把握變革良機，以實際行動建設香港家園，與
香港同發展、建未來。
第三，除了繼續鞏固與傳統市場的經貿聯繫外，政府

正積極拓展區域網絡、新興市場，全力發揮香港作為
「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令在香港的
海內外機構、企業，及準備來港投資經商的各地人士，
準確認識香港的真實情況和多元機遇，以及我們提供服
務、協助，好客、樂助的活力和能量。
他希望社會各界和專業傳媒從業員，都以自身的成功
經歷和客觀持平的新聞報道，向世界宣揚香港的優勢、
成就和機遇，讓世界真正認識東方之珠的魅力和光芒。

灼見名家周年論壇暨十周年慶典昨日於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舉行，論壇主題為「國際大變局 香

港新征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展望2025年提出三個重點方向，包括要體現愛國愛

港力量於實際行動，共同建設香港；要主動識變、應變、求變，自我革新，推陳出新；要擴闊全球網

絡，在世界舞台上說好香港故事。他表示，香港經歷多次挑戰、變局和轉型，香港人每

次都展現出善拚敢贏的精神、表現出戰勝風浪、蛻變茁壯的力量。「只要我們團結一致，

堅定信心，發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自強不息，不斷求變，香港定能遇強

越強，再創高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灼見名家周年論壇暨十周年慶典的第一個專題討論環節聚焦「香港新征程」，
由全國政協常委、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和經濟學家陳坤耀主講。
唐英年提到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2024年香
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唐英年表示，這是對特區政府官員、商界及社會
的鞭策。他並指「一國兩制」有助本港發展文藝產業，發展西九後，香港「打文
化牌打得亮麗」，有信心文藝產業十年內佔GDP之10%。
唐英年說，香港商界不是「齋talk」的人，商界愛國和願意支持中央、特區政

府和社會各界。他認為，政府和商界要改革及有實際行動，是有機結合，商界與
政府必須要共同合作。
他表示，文藝產業亦包含很多金融行業，加上香港文藝產業正在發展，發展空
間甚至較航運界更大，隨着愈來愈多年輕人入行，香港文化藝術水平及技術將會
提升，相信觀眾群亦會增加，從而令香港文藝產業達至世界一流水平。
唐英年說，任何行業若沒有產業支撐，而是單靠政府資助的話，發展空間會變
得有限。目前區內的戲曲中心、M+、自由空間和香港故宮博物館，很多文藝項
目發展已上軌道，其中香港故宮博物館的成本回收率達62%，在全球排名第一。
他並指，正與政府商討發展香港故宮博物館前方的土地，期望建立中軸線，由故
宮連接至戲曲中心，相信可令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更興旺。

陳坤耀：發展新質生產力升人力質素
陳坤耀認為，新質生產力不是講生產力（production）或生產量，或者一定要通

過新產業、新發明科技才能實現，而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這些生產要素
包括人力、機器、投資，要達到「1+1=4至5」的效果。他認為，發展新質生產
力提高人力質素是關鍵，香港具有優秀的教育資源，可在教育培訓、基礎研究等
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唐英年：有信心文藝產業十年內佔GDP一成

昨日論壇的第一個專題討論環節
聚焦「國際大變局」，由香港證監
會行政總裁梁鳳儀、沙特阿拉伯阿
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榮休校長陳繁
昌、中環資產投資基金行政總裁譚
新強主講。
他們認為，現時中東國家對於
內地和香港市場並不了解，所以
特區政府要積極爭取拓展和深化
中東、東盟的網絡，爭取他們的
資金。
梁鳳儀表示，中東許多國家都是高

收入國家，但目前中東龐大資產主要
投資在美元及歐美金融市場，原因之
一可能是中東國家對於內地和香港市
場並不了解，所以政府要積極爭取他
們的資金。
她提到，沙特當局及資產管理機構
均認為，能將一隻極具代表性的港股
ETF在沙特掛牌，是沙特金融市場走
向國際化的第一步。
她認為，本港業界的經驗有助開拓
中東市場，相信香港可扮演中東經濟
走廊的金融聯繫角色。

陳繁昌：打造好文化上的民間交流
陳繁昌曾參與許多沙特政府和
機構的計劃。他指出，近年世界
有巨大轉變，許多人都認為中東
有不少機遇，而中東也很積極和亞
洲國家打好關係，沙特政府鼓勵民

間多到亞洲交流，指示牌也新增中文，教
育部也規定一定課時教授中文。
他認為，內地和香港也要把握好這個機
會，不只尋找貿易機會，也要打造好文化
上的民間交流。
他並指，沙特的地緣位置很重要，是貿易
的必經之路、兵家必爭之地，需要很多消費
品和基建有待建設，有不少經濟機遇，相信
中國也看到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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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何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地」為主題
的主題對談環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
琼主講。李慧琼指出，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
過的《決定》提出要將香港打造為國際高端人
才集聚高地，她認為，吸引海外人才，關鍵詞
在於「國際」、「高端」，香港首先要定位未

來十年的長遠發展，才能在高端科技人才培養
及產業建設方面，可一併跟國策和國家需求對
焦。
李慧琼指出，香港要爭取成為國際高端人才
集聚高地，還有兩個關鍵詞，即「主動」和
「積極」。她表示，看似很難來港的諾貝爾獎

得主和高端科技人才，也應該盡力去爭取，唯
有爭取才有贏出的機會。

政策發展步伐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原則
她續指，任何政策及發展步伐，都是以服務

國家戰略為原則，絕不是為發展而發展。香港
要定位未來十年的長遠發展，「唯有這樣，才
能達至人才好，香港好，國家好的理想局
面。」

李慧琼：吸海外人才關鍵詞是「國際」「高端」

單偉建：貿易戰促進中國製造業深化

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會主席范徐麗泰
在「香港在改革中邁進」主題對談中
表示，香港改革最重要是「心態改
革」，認為香港較缺乏危機感，認為
香港須改變思維、追上潮流，努力回
到「亞洲四小龍」時代的效率和威
勢。
范徐麗泰認為，香港不能自滿，「再覺得自己幾好、幾

安樂，就冇辦法進步」，香港要利用好自身優勢，才能追
上時代的步伐。她表示，香港在大刀闊斧改革之餘，亦不
能忘記細節，同時亦要加倍提升辦事效率。

范太：最重要是「心態改革」
港須改變思維追上潮流

掃碼睇片

●灼見名家周年論壇暨十周年慶典昨日舉行，嘉賓合照。

●梁鳳儀表示，政府
要積極爭取中東國家
的資金。

●陳繁昌指出，許多
人都認為中東有不少
機遇。

●唐英年(中)表示，香港商界不是「齋talk」的人，商界愛國和願意支持中央、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李慧琼

●單偉建

●范徐麗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