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港澳台同胞及海外

僑胞的「人心回歸」工作，將其視為實現民

族復興的重要環節。隨着國際形勢複雜化和

代際更替加速，同鄉社團面臨新挑戰，一是

部分社團活動形式單一，難以吸引青年群

體；二是少數社團功能弱化，對深層次思想

引領不足；三是外部勢力干擾從未停止，要防止香港出現

「去中國化」苗頭。面對這些挑戰，我們亟需通過機制創

新，激活同鄉社團在新時代的橋梁作用，切實推動人心回

歸。為此，筆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建議。

首先，創新活動載體，增強文化認同感是關鍵。通過打造

「線上+線下」融合平台，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如開發同鄉社

團專屬APP、開設「雲故鄉」頻道、設立青年創意板塊等，可

以吸引更多青年群體參與，增強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

自豪感。同時，深化主題品牌活動，如推出「尋根之旅

2.0」、設立「新鄉賢」評選機制等，也有助於讓港澳台同胞及

海外僑胞更加深入地了解祖國的歷史和文化，加深對祖國的感

情。此外，可以培育文化知識產權（IP）。支持省級同鄉社團

牽頭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與國潮品牌合作推出文創產品，增強

文化輸出的時代感。還可以創作有地方特色的文藝產品在港定

期演出，走入社區。

其次，強化資源整合，構建協同網絡也是重要一環。通過

建立「三級聯動」支持體系、推動跨社團協作、加強智庫賦

能等措施，可以整合各方資源，形成合力，為同鄉社團提供

更好的服務。這不僅有助於提升同鄉社團的凝聚力和影響

力，還能更好地發揮他們在促進人心回歸方面的作用。

再者，聚焦青年培育，破解代際斷層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

題。通過實施「青年種子計劃」、創新話語體系、搭建職業

發展平台等措施，可以激發青年的愛國熱情和創新活力，為

同鄉社團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同時，這也有助於培養更多

具有國際視野和家國情懷的青年人才，為國家的未來發展貢

獻力量。

此外，健全防控機制，抵禦外部滲透也是必不可少的。通

過建立分級預警體系、開展「清源行動」等措施，我們可以

有效防範和打擊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為同鄉社團的健康

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最後，還需要深化服務功能，提升歸屬感。通過拓展民生

服務領域、建立常態化反饋機制、創新榮譽激勵機制等措

施，我們可以讓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僑胞更加感受到祖國的溫

暖和關懷，增強他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筆者認為，人心回歸是潤物細無聲的系統工程。通過激活

同鄉社團的「毛細血管」作用，構建「文化認同——情感共

鳴——價值共振」的遞進路徑，必將為凝聚海內外中華兒女

注入持久動力。

以同鄉社團為橋樑 凝聚人心匯聚力量
姚茂龍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會長

民營經濟作為我國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
推動創新、吸納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等諸多方面發
揮了關鍵作用。當前，民營經濟面臨着轉型升級、
融資難融資貴、拓展國際市場渠道有限等諸多挑
戰。而香港作為全球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完
備的金融體系、豐富的金融產品、高度國際化的市

場環境以及卓越的金融人才儲備，具備為民營經濟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的天然優勢。充分挖掘香港金融潛力、促進兩地協同聯動，是助力民
營經濟突破瓶頸、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

人民銀行等5部門日前要求下大氣力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問題，筆者建議香港交易所聯合內地相關部門，簡化民營企業上市審
批流程，對於新興產業、科技創新型民營企業，放寬盈利要求等硬性
指標，以吸引更多優質民企赴港融資，借助國際資本加速成長。另
外，港交所亦可推出更多靈活的再融資產品，如小額快速再融資機
制，讓民營企業能根據業務發展需求及時補充資金，降低融資成本與
時間成本。

其次，也可以由香港金融機構牽頭，聯合內地銀行、證券、保險
等，為民營企業提供一站式跨境金融服務，涵蓋跨境貿易融資、匯率
風險管理、海外投資保險等，化解民營企業跨境經營金融難題。鼓勵
兩地金融科技企業聯手打造面向民營企業的數位化金融平台，利用大
數據、人工智能精准評估企業信用，提升融資效率，實現線上化、智
慧化跨境金融服務。

再者，香港特區政府聯合內地民間資本、國際投資機構出資，專項
扶持民營企業海外並購、設立研發中心、開拓銷售渠道，助力民企融
入全球產業鏈。此外，借助香港的國際營商網絡，定期舉辦「民營經
濟國際合作洽談會」，邀請全球知名企業、投資機構參與，為民企創
造國際合作商機，提升品牌國際影響力。

最後，啟動共建金融人才培養基地，兩地高校、金融機構合作，在香
港和內地設立培訓基地，定制化培養既懂內地民營經濟又熟悉香港金融
市場的複合型人才，為長期協同發展築牢人才根基。通過上述舉措，有
望打通香港金融與內地民營經濟的血脈經絡，讓香港的資本、服務、人
才源源不斷滋養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將獲得充沛資金支援實現創新升
級，借助香港國際化平台大步走向世界，進而推動我國民營經濟整體競
爭力大幅躍升，為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同時也進一步鞏固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實現兩地互利共贏、協同發展的良好局面。

利用香港金融優勢
助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突飛猛進，科
技創新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要戰場。粵港澳大灣
區擁有豐厚的科技創新資源和雄厚的科技創新實
力，並以深港河套、粵澳橫琴為結合點，以廣深
港、廣珠澳為主骨架，在我國的高質量發展上肩負
重要使命和重大責任。河套合作區作為香港北部都

會區與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的天然交匯點，正逐步成為大灣區的科
創引擎及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策源地。為了進一步推動河套合
作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助力科技創新成
為區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筆者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是深化深港跨境合作機制創新，促進兩地制度協同融合發展。
筆者建議由相關單位牽頭，進一步在河套地區深化深港跨境合作機制
的創新，構建兩地制度協同融合發展的新模式。例如，通過探索「單
一關稅區」試點的制度設計，實現深港兩地貨物、服務、資本、人才
等要素的自由流動，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促進兩地經濟的深度融
合。同時，加強兩地法律法規的銜接與協調，建立高效的跨境法律服
務體系，為企業提供便捷的法律諮詢和糾紛解決機制，降低企業的運
營成本。此外，通過建立高效便捷的跨境政務服務體系，利用數字
化、智能化手段，建立高效便捷的跨境政務服務體系，實現政務服務
事項的「一網通辦」，提高政務服務效率和透明度，為兩地企業和居
民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

第二是強化科技創新核心引領作用，攜手共建全球科創中心新標
杆。粵港澳大灣區擁有眾多高水平的科研機構和創新企業，為打造全
球科創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撐。筆者建議由有關單位牽頭，以人工智
能、生物醫藥、數字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為重點，加強深港兩地的
科技資源共享和人才交流，推動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產業化的緊密
結合。通過設立聯合研發中心、共建創新實驗室等方式，加強產學研
合作，加速科技成果的轉化和產業化進程。同時，積極引進國際頂尖
科學家和團隊，為河套合作區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通過提供優厚的
科研條件和政策待遇，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身科技創新事業。另外，
建設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創新平台和載體，如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
等，為科技創新提供有力的支撐和保障。通過平台的建設和運營，推
動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和應用，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

第三是優化國際化人才生態環境，構築高端人才集聚與創新發展高
地。筆者建議要針對高端人才的需求和特點，制定更加開放、靈活、
具有競爭力的人才政策。包括提供優厚的薪酬福利、完善的職業發展
路徑、靈活的工作制度等，為人才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優質的生活
條件。同時，要建立完善的激勵機制和保障體系，包括設立科研成果
獎勵制度、提供創新創業支持資金等激勵措施等。同時，要加強知識
產權保護力度和成果轉化機制建設等保障措施，確保人才在河套合作
區能夠安心工作、勇於創新。

深化大灣區創新合作
加速推進河套地區高質量一體化發展

王明凡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首席兼永遠會長

近年來，數字技術迅猛發展，平台經濟已成

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然而，平台經濟

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融合仍存在諸多障礙。對

此，筆者提出相關建議，分析兩者深度融合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

平台經濟是以互聯網為基礎，通過數字技術

連接供需雙方的新型經濟形態，而實體經濟則是傳統的製造

業、服務業等實體產業的總稱。兩者的融合不僅是技術發展的

必然趨勢，更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路徑。平台經濟具有高

效、便捷、低成本的優勢，能夠為實體經濟提供數字化工具和

創新模式，幫助傳統企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拓展市場；平

台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能夠催生新業態、新模式，推動傳

統產業向智能化、數字化轉型；在新冠疫情等突發事件中，平

台經濟展現了強大的韌性，為實體經濟提供了重要的支撐。

平台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好處很多，包括提升企業競爭力，

為實體企業提供了數字化轉型的工具和渠道；優化資源配置，

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能夠實現供需雙方的精準匹

配，從而優化資源配置；創造就業機會，平台經濟與實體經濟

的融合，將催生大量新職業和新崗位；提升消費者體驗，平台

經濟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加便捷、個性化的服務。

對於促進平台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筆者有以下建議。第

一，加強政策支持與頂層設計。政府應出台專項政策，鼓勵平

台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第二，推動技術創新與應用。

加大對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前沿技術的研發投入，推

動這些技術在實體經濟中的應用；第三，構建開放共贏的生態

系統。平台企業應與實體企業建立合作共贏的關係，共同構建

開放、共享的生態系統；第四，加強人才培養與教育。平台經

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需要大量複合型人才。政府、企業和高校

應加強合作，培養既懂數字技術又懂實體經濟的專業人才；第

五，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

施的建設，為平台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提供硬件支持；第

六，加強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平台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數據的

支持，但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問題也日益突出。政府應加強相

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執行，確保數據的安全使用，保護消費者

的隱私權益。

總之，只有讓平台經濟與實體經濟相互賦能、共同發展，才能

在新時代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繁

榮。平台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是數字時代經濟發展的必然趨

勢，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通過加強政策支持、

推動技術創新、構建開放共贏的生態系統、培養複合型人才、完

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加強數據安全保護，我們可以實現平台經濟

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促進平台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 迎接新時代發展機遇
莊紫祥 全國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202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是實現「十四

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也是人民政協成立75周

年。202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有風雨交加的考驗，更有

風雨無阻的奮鬥。面對外部壓力加大、內部困難增多的複

雜嚴峻形勢，人民政協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為指導，充分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緊緊圍繞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廣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識、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了新貢獻。習近平

總書記在慶祝人民政協成立75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時提到，人民政協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認識人民政協制

度和人民政協組織的鮮明政治屬性，提高政治判斷力、政

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切實擔負起把中共中央決策部署和

對人民政協工作要求落實下去、把海內外中華兒女智慧和力

量凝聚起來的政治責任。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人民政協的

歷史貢獻、政治優勢，對做好新時代人民政協工作指明了前

進的方向；親臨廣東、澳門視察，為推進粵港澳大區建設、

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注入了強大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不僅有風

和日麗，也會有疾風驟雨甚至驚濤駭浪。我們要保持戰略

定力，匯聚全體中華兒女團結奮鬥的強大合力。只要14

億多人民在党的領導下堅定信心、團結一心，努力把各方

面積極因素轉化為發展實績，中國式現代化航船就一定能

乘風破浪、行穩致遠。我們港澳委員對香港、對家鄉有感

情，對辦實業有執着，對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有血性，既為

內地經濟社會發展積極貢獻力量，又為維護港澳地區長期

繁榮穩定積極發揮作用，真正通過協商出辦法、出共識、

出感情、出團結。我們努力讓提信心聚人心的主旋律更

加昂揚，讓向上向善的協商民主氛圍更加濃厚，讓為群

眾辦好事實事的情懷更加深厚，讓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

更加鮮明。

使命呼喚團結，團結凝聚力量，奮鬥鑄就偉業。人民政

協必將堅持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服務黨和國家中心任

務，為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實現「十五

五」良好開局貢獻智慧和力量。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

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把堅持和發展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作為鞏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礎的主軸，以習近平

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不斷鞏固和發展生動活

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打造高質量發展新增長極作

出人民政協的更大貢獻，匯聚起畫好強國建設、民族復興

的最大同心圓的強大合力。

黃少康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主席

人勤春來早，奮進新征程。迎着新時代的浩蕩東風，全國

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隆重開幕，來自34個界別的2,100多名

全國政協委員肩負履職使命和人民的重托，齊聚首都，建睿

智之言、獻務實之策、聚各方之力。2025年是「十四五」

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規劃編制的謀劃之年。

同
心
謀
發
展
聚
力
啟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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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李月華 全國政協委員 金利豐金融集團行政總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