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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習近平主席
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
三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
議時強調，「圓滿實現
『十四五』發展目標，
經濟大省要挑大樑」。

「江蘇要把握好挑大樑的着力點，在
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上打頭
陣，在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
上勇爭先，在落實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上走在前，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上作示範」。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恰似激昂戰鼓，
聲聲振聾發聵，令人心潮澎湃，深受
鼓舞。他指出，「經濟大省在落實國
家重大發展戰略上應有更大的擔
當」。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的重要
經濟引擎之一，在中國式現代化征程
中，同樣要當仁不讓地敢於先行先
試，勇挑大樑，為國家現代化建設貢
獻磅礴力量。

消除粵港澳食安法律差異
發展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

城市群，是一項複雜而系統的工程，
涉及經濟、創新、交通、社會等多個
方面。就民生方面，要構建和實施大
灣區食品安全標準體系。

「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始終是
關乎民生福祉的核心議題。在粵港澳
大灣區全力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進程
中，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愈發凸顯。然
而，當前粵港澳三地在食品安全監管
體制以及食品安全標準法律層面存在
一定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大
灣區食品市場的深度融合與協同發
展。為突破這一瓶頸，粵港澳須在食
品安全標準方面開展一體化「先行先
試」的探索，打造「共標共建共管」

新機制迫在眉睫。
為構建和實施大灣區食品安全標準

體系，我們可從以下幾個關鍵方面積
極推進深化制度協同、推動標準互認
與監管創新工作。

打造大灣區食品產業健康生態
首先，中央有關部門可牽頭粵港澳

三地政府，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食品安
全標準委員會，在我國食品安全法和
食品安全標準，以及香港、澳門食品
安全條例等整體框架下，結合灣區居
民膳食結構、經濟發展水平及食品安
全風險管理等需要，研究制定大灣區
食品安全標準體系框架，其中包括標
準、計量、認證認可和檢驗檢測以及
溯源等核心要素，設計標準體系推進
的時間表、路線圖，加快推動相關領
域三地共建共享的食品「灣區標準」
的制定；共同認證大灣區具有世界一
流水平的食品安全認證認可和檢驗檢
測的機構，真正實現「一個標準、一
次認證、三地通行」；在食品健康把
控上，要以科學和風險分析為依據制
定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實施從
農田到餐桌的全過程食品安全風險監
督管理，構建由政府、企業、科研機
構、消費者等共同參與資訊透明的食
品安全管理體系等，最終打造大灣區
食品產業健康新生態。

今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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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牢記習近平主席的
囑託，立足灣區發展、鞏固民生根
基、推動三地市場一體化，集中精力
拚經濟、謀發展，真正做到敢作為、
挑大樑，為推動粵港澳高質量發
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更大貢
獻。

陳文洲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工商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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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治「風向標」與經濟「晴雨表」，每年全國兩會是我國民主
政治制度的生動實踐。尤其今年，剛好處於「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
和「十五五」規劃謀篇布局之年的關鍵節點，承上啟下，今年兩會有
着特殊的歷史使命，備受國內外矚目。關鍵時期、新的階段，機遇和
挑戰並存。香港要打破思維局限，深入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新階段
的重要使命和要求，跳出既有機制的困囿，大刀闊斧改革創新、破浪
前行，以己之長貢獻國家所需。

何志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不僅肩負中央的信
任，更承載香港社會的期盼。民眾祈願國家可以發展
得更好，讓香港更加繁榮穩定，讓市民有更富足的生
活，有更美好的環境，人人能得以盡展其才。因此，
全國兩會與港人切身利益息息相關，香港社會要高度
關注兩會。但究竟該如何解讀和觀察全國兩會？筆者
建議，至少要從以下角度理解：

一、領悟「兩會精神」，精準把握香港發展方向及
角色定位。

從近期習近平主席對港澳重要講話、李強總理所作
的政府工作報告及丁薛祥副總理3月6日參加港澳地區
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議的談話內容，都讓大家充分領
悟「兩會精神」，發掘關鍵「文眼」，以及在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國家
對香港的希望和要求。

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首先是「一國兩制」新階段。去年12月，習近平主席

在澳門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
階段的重要論斷，並強調「實現香港、澳門更好發
展，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是新時代
『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使命。」

另方面是中央堅定支持大灣區融合發展、致力深化
國際交往合作、推動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李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提及港澳工作，提出
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憲法和
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實「愛國者治
港」、「愛國者治澳」原則。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深化國際交往合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在說到「區域發
展」時，提及「提升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
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創新能力和輻射帶動作用」。

還有是維護高水平安全與推動高質量發展。進入
「一國兩制」新階段，特區要踐行新使命。一是深刻
理解和把握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方向，二是
深刻理解和把握港澳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三是深刻理
解和把握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機遇，四是深
刻理解和把握維護國家安全的底線與要求。「維護高
水平安全」與「推動高質量發展」相輔相成，如同鳥
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沒有高水平的安全，
高質量發展無從談起。尤其是在維護國家安全大是大
非面前，港澳決不能含糊。

二、透過政府工作報告，挖掘香港經濟轉型發力
點。

政府工作報告表示，今年GDP增長5%左右。在全球
經濟增速放緩、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的背景之下，5%既
是穩就業、保民生的底線，更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
起跳點。國家將採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雙管齊下，
國債、專項債、中長期資金入市與降準降息、結構性

工具齊上陣。民生關切方面，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
步是中央的民生政策主軸，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多項措
施，在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精準發力。

推動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
未來中央會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商業航

天、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安全健康發展，培育生物製
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來產業，加快製造
業數字化轉型，培育一批既懂行業又懂服務化的服務
商，大力發展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手機和
電腦、智能機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終端以及智能製造裝
備等。

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大穩
外貿政策力度，支持企業穩定單拓市場；優化金融服
務，擴大出口信用保險承保規模和覆蓋面；促進跨境
電商發展，完善跨境寄遞物流體系和海外倉建設；拓
展境外經貿合作區功能支持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大力
鼓勵外商投資，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示範，
推動互聯網、文化等領域有序開放，加大電信、醫
療、教育等領域開放試點。

香港回歸近28年來，「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取
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一國兩制」實踐邁入新
階段。這一路走來，成功的背後都有偉大國家作為堅
強後盾，有中央政府和內地同胞的大力支持，下一步
香港應讀懂政府工作報告，把握中央最新舉措，發揮
「內聯外通、文貫中西」的得天獨厚優勢，在堅守一
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之下，於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中，築牢維護國家政治安
全、經濟安全與金融安全屏障，扮演好國際交往合作
的「槓桿」與「樞紐」。

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比香港高221億
元人民幣，躍居大灣區經濟總量第一城；到了2024
年，兩城之間的差距就高達約7,564億元人民幣，香港
GDP僅為深圳的81%。深圳接連河套的地方，早已高樓
林立，許多耳熟能詳、名揚國內外的創科、人工智能
公司扎堆聚集。大灣區建設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切入點」和「先行區」，香港如何把自身發展放
在國家大局下謀劃，思考如何在實現自身更好發展的
同時貢獻國家，更快參與大灣區的實際合作，值得所
有人深思。

大刀闊斧改革創新
結合政府工作報告的經濟轉型發力點，外商投資機

遇擴大，創科新產業發展將迎來高潮，保險、養老、
醫療等會更上一層樓。香港在基礎科研方面獨具優
勢，在金融、物流、貿易、法務等領域同樣是「國際
特長生」，須聯同大灣區內地九市在研發、產品製
造、上下游產業鏈整合方面達到世界級水平，甚至實
現跨境保險+養老+醫療，構建浙贛粵運河等等，開創
新天地。

當地時間3月9日晚，加拿大執政自
由黨公布新黨首投票結果，馬克‧卡
尼以多數票贏得黨內選舉，成為新黨
魁，取代現任總理杜魯多此前在自由
黨內的首領地位。按照加拿大政治傳
統，卡尼將接替杜魯多出任加拿大新
總理，直至下一次大選。加拿大國內
和國際輿論對此相當關注，但更關注
的是自由黨新黨魁對美加關係，特別
是對特朗普再度執政以來頻頻對加發
出大幅加徵關稅的威脅，以及加拿大
採取的堅決反對和堅定抵制反擊的鮮
明態度。

政府民眾同聲抵制美國
卡尼被認為是加拿大的「政治素

人」，其過往經歷主要是在經濟部門
和兩家大銀行擔任掌門人，因此對經
濟、金融和貿易相當熟悉。輿論注意
到，卡尼在自由黨黨魁競選中從經貿
專業經歷和分析的角度，嚴辭批駁了
美國當局的關稅威脅，在選舉當日和
勝選後均發表強硬講話，表示堅決反
對美國的關稅大棒。

周日，杜魯多在擔任自由黨領袖
的最後一次講話中警告說，加拿大
人面臨來自美國的「生存挑戰」。
卡尼表示，「這是一個決定國家命
運的時刻」，加拿大政府和人民都
絕不會退縮。卡尼誓言將對美國實
施報復性關稅，「直到美國對我們
表示尊重」。他表示，美國當局一
次次的關稅威脅和行動「正在攻擊
加拿大的家庭、工人和企業，我們
不能讓他得逞，我們也不會讓他得

逞」「無論是貿易還是曲棍球比
賽，加拿大都會獲勝」「新的威脅
需要新的想法和新的計劃」。加拿
大將不再受制於美國，而將尋找新
的合作夥伴和市場。輿論認為這是
加拿大對美國當局的一種新警告。

輿論還注意到，不僅杜魯多、卡尼
誓言堅決反擊美國的關稅大棒，加拿
大自由黨內的其他黨魁競選人也都對
特朗普的關稅威脅言行採取完全一致
的抵制反對態度。加拿大和美國多家
主流媒體近日連續報道稱，特朗普上
任以來對加拿大的種種挑釁、指責、
污衊、侮辱和不斷威脅，已經引起加
拿大舉國上下和朝野兩黨前所未有的
同聲譴責。CNN報道稱，美國製造的
美加緊張關係連鎖反應「已蔓延至加
拿大社會，加拿大觀看NHL和NBA比
賽的球迷甚至對美國國歌發出了噓
聲」。一批又一批的加拿大政界、商
界人士和各界民眾面對美國當局無底
線的威脅言行和接連不斷的「心理衝
擊」、「市場物價擾亂」已經忍無可
忍，他們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憤怒
和一致反對抵抗的決心意志。

加拿大輿論紛紛指出，美國當局
對加拿大的威脅言行不過是一種藉
口策略，其真實目的是要推進其狂
妄的領土資源擴張，企圖把加拿大
吞併，這簡直不可理喻。加拿大是
美國幾百年的鄰居，而且一直都是
全方位的戰略夥伴與經貿市場夥
伴，美國連加拿大這樣的歷史鐵桿
盟友都不放過，它還會有盟友和夥
伴嗎？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還有半點

人心和國際規則概念嗎？在強大的
輿論壓力之下，連本來一直支持特
朗普的加拿大保守黨領袖也轉變立
場，對華盛頓當局提出批評，聲言
要抵制反對特朗普的關稅大棒。

地緣政治經濟更增不確定性
其實，加拿大當前的對美堅決反對

抵制態度，只是美國當局在全球面臨
的日益高漲、普遍抵制對抗的冰山一
角。在美國的南部，墨西哥對美國當
局的種種倒行逆施，特別是關稅大棒
同樣怒火中燒，墨西哥政府與企業、
民眾都紛紛表示看透了美國當局的狡
詐陰謀與企圖，要與美國的威脅訛詐
對抗到底。白宮所謂加拿大、墨西哥
等國對美立場妥協軟化的說法，不過
是在欺騙國內、地區和國際輿論。

多行不義必自斃。環顧全球，輿論
注意到，美國當局四出揮舞關稅大
棒，從北美、南美到整個拉美，從東
亞、南亞、東北亞到整個亞洲，從東
歐、中歐到整個歐洲，再到中東、非
洲，為地緣政治經濟貿易帶來更多不
確定性，正在點燃目標齊聚美國尤其
是白宮的憤怒之火焰，引發一系列抵
制反制行動。甚至在美國國內，公開
反對當局揮舞關稅大棒的聲音也日益
強烈。美國民眾因為物價高漲苦不堪
言，華爾街股價不斷大跌、慘不忍
睹。白宮與世界為敵，其結果必定是
全世界聯合起來與白宮為敵。當下的
美國白宮，色厲內荏，日子很不好
過。

加拿大企硬反關稅威脅 更顯美國色厲內荏
馬躍 資深評論員

統一灣區食安標準
加強風險監督管理

「辦好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列入今
年政府工作報告。今年11月，粵港澳
三地將首次攜手承辦第十五屆全國運動
會和全國第十二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九
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三地聯動，不
僅能夠增強舉辦大型賽事的能力，更有
助香港提升軟實力，打造盛事經濟。

文化搭台 經濟唱戲
中國是全球舉辦大型綜合賽事最多

的國家之一，在賽事組織、醫療保
障、選手服務、資訊技術運用等方
面，都積累了豐富經驗。以醫療為
例，我國有「西醫+中醫」複合型專家
醫療團隊，為選手提供更全面的醫療
保障。香港正積極推動盛事經濟，可
以全方位借鑒國家的寶貴經驗，作為
參考與指導。

盛事經濟是推動香港多元經濟發展
的重要策略，同時也是香港在國際舞
台上展示競爭力和說好香港故事的重
要關鍵。盛事本身的內涵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通過盛事創造收益，從
而促進本港經濟和改善民生，這才是
盛事經濟的核心要義。

內地文體旅政策有一個通俗的說
法，稱為「文化搭台，經濟唱戲」，
即是利用文化、藝術、教育和旅遊等
活動搭建平台，以帶動城市的經濟發
展。這個政策思路也值得香港參考。

眾所周知，「桂林山水甲天下」，
但擁有獨特喀斯特地貌和美麗漓江的
陽朔，卻一度乏人問津。在2000年代
初，我國旅遊業迅速發展，當地政府
希望進一步提升陽朔的旅遊吸引力，
最終邀請著名導演張藝謀策劃了一個
結合自然景觀與文化表演的旅遊項
目。2004年，「印象‧劉三姐」正式
推出，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實景演出之
一。演出以漓江為背景，利用自然山
水作為舞台，結合了燈光、音樂、舞
蹈和當地民族文化元素，特別是劉三
姐的傳說。這一成功模式後來被複製
到其他地區，形成了「印象系列」實
景演出，如「印象‧麗江」、「印
象‧西湖」等。這些成功案例為香港
的盛事經濟發展帶來重要借鑒，讓香

港發掘更多文藝、文化、體育等經濟
項目和國際賽事，一方面引入民間智
慧，同時結合政府「經濟唱戲」的思
維模式。

例如，香港在2023至2024年，共有
大約350場大型演唱會，即平均每個月
便有約15場大型演唱會舉行。這些演
唱會有超過420多萬名觀眾，當中逾
150萬人是旅客，他們為香港帶來約37
億元消費額，經濟增加值約22億元。
尤其是涉及非本地表演者及支援團隊的
演唱會，更可帶動接近過億直接開支。
啟德體育園是香港歷來最大型的體

育基建，隨着其落成啟用，香港可舉
行更多具規模和經濟效益的大型流行
演唱會和體育賽事，朝向「盛事+旅
遊」的方向進發。特區政府應把握契
機，積極與相關行業加強聯動，發揮
協同效應，利用盛事經濟帶動零售、
餐飲、酒店等消費，促進經濟收益。
消費暢旺，亦會為庫房帶來可觀的稅
收進賬，改善財赤。

打造「教育+盛事」模式
除了舉辦國際娛樂和體藝盛事，並

配合「無處不旅遊」之外，香港DSE課
程有「旅遊與款待」科，應用學習課
程也有逾十個科目與旅遊文化產業高
度相關；本港更有五所百強大學，這
些都是構成香港競爭力的重要基石。
在構建國際形象上，筆者建議結合教
育和盛事經濟，打造「教育+盛事」的
雙引擎模式。去年在香港舉辦的大學
校長高峰論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提升香港盛事文化經濟之餘，亦可
提升香港在全球教育界的地位，同時
促進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建設，吸引
更多海外和內地的高端旅客，如家
長、專家和教授來港，強化香港的國
際形象，提升盛事品牌效應，促進專
上國際教育樞紐地位。

盛事經濟除了創造收益，還可以進一
步讓市民分享其好處。例如，七人欖球
賽經常都會贈送免費門券給國際學校，
政府也可以向資助學校和市民派發部分
盛事經濟文化體育活動門券，增進市民
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同時也可涵養人們
對文化活動的品味和審美觀。

說到底，盛事經濟的核心要義，是
通過盛事創造經濟收益，有了經濟收
益，自然增加庫房稅收，帶動全港的
經濟效益與動力，實現雙贏。

鄧飛 特約評論員

灣區聯動舉辦盛事
打造香港經濟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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