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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

會議4日在人民大會堂開幕。

今年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一年，對「一國兩制」實

踐具有重要意義。多位政協委

員在金融、創科、醫療、文化

等方面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建言獻策，強調未來將繼續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推動香港由治及興，為香

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貢獻力

量，共同譜寫國家與香港同發

展、共繁榮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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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開幕會。

港區委員：凝心聚力謀良策共繪繁榮新願景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
結合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健康中國」

建設的生物醫療科技，是國家當前大力
發展的領域。香港醫療水平位處國際前
列，是醫療健康創新研發樞紐，擁有世
界級權威專家、優秀的醫學院、研究中
心、實驗室和國際認可的優質品牌，是

幫助海外藥品、醫療儀器和藥物製造商進入大灣區和內地市
場的重要門戶，具備條件成為國際生物科技醫療中心；同
時，香港還是亞洲最大生物科技集資中心，擁有發展生物醫
療科技所需的海外投融資渠道。香港發揮優勢，建設生物科
技醫療中心，既有助於融入國家大科技、大健康的發展格
局，也有助於推動國家醫療產業走向國際。

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
聽了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的政協常委

會工作報告，很受鼓舞和啟發。一是要
以香港所長助力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
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言獻策。二是要推動
香港各界大團結，協助特區政府做好民
生工作。三是要利用好香港國際平台，

講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學習李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我有三點體會。一是國家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
鬆的貨幣政策，穩定樓市股市，極大提振了各界對國家發展
前景的信心；二是香港要破局求變，深化粵港澳大灣區文旅
產業合作；三是香港應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做好內
地企業境外融資及「走出去」平台。

全國政協常委龔俊龍：
國家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目標

任務、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
基礎，提出了「穩中有進」「以進促
穩」的積極有為政策取向。香港不僅是
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更在服務
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戰略中扮演

着舉足輕重的角色。通過深化與內地的經濟合作，香港可以
進一步發揮其在全球市場中的橋樑和紐帶作用。同時，在科
技創新方面，香港也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隨着國家對科技
創新的重視和投入不斷增加，香港可以充分利用其科研實力
和創新資源，積極參與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為國家的科
技進步和產業升級作出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張國榮：
香港在金融、科研、人才等方面具獨
特優勢，而內地擁有廣闊的市場、豐富
的資源以及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將香
港融入國家創新體系，可推動兩地優勢
互補。香港的科研成果能借內地平台快
速產業化，內地的創新企業也可借助香

港走向國際。攜手之下，雙方可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前
沿領域展開合作，吸引全球創新要素聚集。在中國式現代化
的征程中，香港與祖國同心同向，共同發展，不僅能提升香
港的競爭力，也將為國家的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實現
共同繁榮的美好願景。

全國政協委員鄧宣宏雁：
一直以來，香港都積極加強與內地市

場的深度融合，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
的建設中，香港與內地的協同發展成效
顯著。在消費品流通領域，香港憑藉其
國際化的商業優勢和高效的物流體系，
成為連接國際市場與內地市場的重要樞

紐。眾多國際優質商品通過香港進入內地，豐富了內地消費
者的選擇，同時也為香港的商貿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在未
來的發展中，香港應進一步強化與內地市場、特別是粵港澳
大灣區消費市場的聯動。通過不斷深化合作，香港不僅能夠
鞏固和提升自身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更能為國家
的高質量發展貢獻獨特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李文俊：
在新時代背景下，要全面加強政治、

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聚
焦高質量發展，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
不斷提升民生福祉，積極推動綠色低碳
發展。同鄉社團作為民間組織，要積極
響應號召，不僅加強鄉親間的聯絡與互

助，搭建起親情與友誼的橋樑，還要勇於創新，積極探索社
區建設、精細化服務管理等新路徑。未來，同鄉社團要合力
打造兩地青年交流新平台，促進青年之間的思想碰撞和合
作，以創新舉措推動兩地合作向更深層次、更廣領域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詹洪良：
2025年是開展「十五五」規劃編制
工作之年，亦是中國堅定不移邁向高質
量發展的關鍵年份。在這一重要的時間
節點，香港更應充分發揮「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深化與內地的全方位合
作。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香

港要積極作為，主動擔當，以高度的使命感融入國家發展的
宏大格局之中。香港還需持續鞏固並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
大力推動產業的轉型升級，積極構建現代化、創新型的產業
體系，與祖國同頻共振、同向而行，攜手踏上國家繁榮昌
盛、香港長治久安的康莊大道，共同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壯麗篇章。

全國政協委員吳華江：
香港在助力國家高質量發展中扮演重

要角色。香港憑藉獨特的地位和優勢，
可為內地提供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
經驗，承接海外訂單，控制產品品質，
進行市場推廣和對外銷售。同時，香港
通過與內地的緊密合作，可以拓展金

融、建築、檢測和認證等多個服務領域，進一步便利香港服
務提供者及專業人士在內地發展。此外，香港要積極參與國
家重大發展戰略，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連接內地與國
際的橋樑。香港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支持，而國家的高質量
發展也需要香港的積極參與和貢獻。通過互利共贏的合作，
共同譜寫繁榮發展的新篇章。

全國政協委員關百豪：
在當今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國始終
堅定地堅持「四個自信」。道路自信是
中國發展的基石，例如DeepSeek的橫
空出世，正是中國對自身發展道路堅定
信念的展現，也讓世界看到中國科技創
新的強大實力。文化自信，則是中國發

展的精神動力。最近，電影《哪吒2》的成功便是最好的例
證，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獨有魅力，推動中國文化
更好的走向世界。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同樣貫穿於中國近
年發展的各個層面，並展現出強大的凝聚力。我們要以「四
個自信」為動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
自己的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車弘健：
中國處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的關鍵階段，迎來諸多新機遇。香港
應進一步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
勢，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自身
高質量發展。憑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
系、與國際接軌的金融制度，香港可在

大灣區發展中引資引智，發揮「超級聯絡人」作用，助力內
地投資者多元化投資，也讓國際社會更好了解中國政策。在
文化教育領域，香港教育制度與歐美接軌，可鞏固其國際高
等教育區域樞紐地位，促進大灣區人才流動。此外，香港還
應推動人工智慧賦能教育，參與國際交流合作，深度銜接金
融、人才、科創等領域。

廣東省政協常委兼召集人張廣軍：
當前，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世界經濟形勢充滿了挑戰和不確定性。
港區政協委員既是香港的建設者，也是
國家現代化發展的參與者。面對目前的
經濟形勢，要對祖國有信心，團結和凝
聚社團鄉賢，向香港青年講好中國故

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其次，要發揮港區政協委
員自身的優勢和特點，積極推動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建設，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進一步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質量發
展建言獻策，充分發揮好兩地經濟文化發展交流的橋樑紐帶
作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懈奮鬥。

上海市政協常委兼召集人施榮恆：
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代表政協第十四
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
強調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
年，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
年。全國政協常委會着眼事關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性問題，組織開

展深入調查研究，為中共中央制定「十五五」規劃建議建真
言、謀良策。今天的香港，已進入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作
為港區政協委員，要為中國式現代化發揮「雙重積極作
用」。此外，還應該充分發揮香港所長，對接國家所需，力
爭香港成為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城市之一，以高質量
協商、高水平建言，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