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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七屆區議會已履職逾一年，基層治理體
系在完善地區治理後，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執行效
能與民生觸感。通過「行政主導+專業共治」的
創新模式，區議會不僅擺脫過往的政治化泥潭，
更在交通治理、樓宇維修與重建和帶動少數族裔
融入社區等民生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通過

制度創新與精準施策雙軌並進，令本屆區議會在民生改善上交
出了立體化答卷，讓「愛國者治港」的治理理念落地生根。

激活治理效能
重塑區議會制度後，區議會由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和

地區直選產生，為擁有密集人口和多元文化的油尖旺區注入了
跨領域治理資源。其中12名委任區議員涵蓋了城市規劃、社
會服務、法律等專業背景，與16名地區委員會界別區議員的
基層經驗形成「專業智庫+社區觸角」的組合優勢。

油尖旺區承載着30多萬居民的生活日常，長期面臨社區設
施老化、交通擁塞、住房面積不足等治理難題。為解決交通擁
塞與行人過馬路的安全問題，現屆區議員提出多項具體建議，
在彌敦道、旺角道等交通繁忙路段引入智慧交通燈與車流監控
系統，透過大數據優化紅綠燈時間配置、減少車龍，從而提升
市民的出行效率與安全性。另外，油尖旺區人多車多，行人過
馬路時間十分短促，有區議員建議為區內繁忙街口設置「對角
行人過路處」，加快行人過馬路的距離和時間，同時亦有助改
善整體交通堵塞問題。

油尖旺區內許多樓宇樓齡超過50年，不少樓宇屬「三無大
廈」，存在結構老化、消防設施不足等問題。為此，新一屆油
尖旺區議會推動多項舊樓維修與重建計劃，加強與市區重建局
合作，優先處理高危舊樓，透過「樓宇復修計劃」提供資助，
協助業主維修結構及消防系統；與房屋署及非政府組織合作，
加強巡查違規劏房，並協助居民申請過渡性房屋；提倡訂立
「劏房租務管制」，限制租金加幅及保障租戶權益。

提升居民幸福感
另外，油尖旺區議會還作出新嘗試，加入「3D建築繪圖人工

智能」技術，並與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合作，為一棟樓齡達62
年的三無舊廈製作立體樓宇圖則，更聘請顧問公司協助跟進，
隨後計劃為8至10幢目標大廈提供免費3D建築繪圖服務，以
消除區內三無大廈的消防隱患。

為讓市民感受更多元的活動，油尖旺區議會積極參與特區政
府制定的多項活化公共空間項目，包括在廟街及玉器市場周邊
開闢綠化區域及社區活動場所，提升市民在社區的參與感和幸
福感。油尖旺區議會又參與「尖咀夜繽紛」計劃，為市民打造
立體化消費場景，透過在彌敦道等設置霓虹燈牌藝術長廊、舉
辦水上煙火匯演，成功吸引大量客流。數據顯示，該項目帶動
沿街商戶夜間營業額增長45%，創造了800個臨時就業崗位。

由於油尖旺區有不少少數族裔居民，油尖旺區議會爭取特區
政府加強語言支援服務、增設多語社區中心，並通過舉辦跨文化
交流活動促進族群融合，例如為響應國家新政策，區內數位區議
員設立了社區諮詢站，協助少數族裔居民辦理來往內地的通行證
件，現場還提供多語言支援，協助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市民處理填
表、證件核驗等問題。此舉不僅鼓勵少數族裔市民透過通行證加
強與內地的經濟、文化及旅遊的交流，更能促進他們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作為香港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油尖旺區面對的問題較為
複雜。幸而新一屆區議員展現積極務實的態度，以他們自身的
專業知識和經驗，針對區內居民長期關注的民生、交通與住房
等議題，提出一系列具建設性與前瞻性的改革方案，力求為市
民創造更宜居、便捷，以及更具包容力的生活環境。

葉傲冬 民建聯秘書長

集結專業力量
更好治理社區惠民生

歡迎投稿、反饋。論壇版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在全球貿易摩擦加劇、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的情況
下，國際資本對安全、穩定、法治完善的金融中心
需求日益迫切。近來，美國總統特朗普挑起的關稅
大戰，以及西方國家頻繁的金融制裁，使全球投資
者對傳統金融中心的信任度下降。香港作為「一國
兩制」下的國際金融樞紐，憑藉其獨特的制度優

勢、穩健的法治環境、自由的資本流動及強大的市場韌性，正成為
全球資金最安全的避風港。筆者從法律體系、金融自由、市場深
度、地緣優勢及政策支持五個方面，分析香港如何鞏固其國際金融
安全港地位。

法治體系完善 資金自由流動
一、香港有健全的法治體系，資金安全有根本保障。香港的核心

競爭力在於其成熟且獨立的普通法體系，以及高度國際化、法
治化的營商環境。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保留原有的法律制度和司
法獨立，終審權歸屬香港終審法院，並允許外國律師參與仲裁。世
界銀行《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將香港列為全球第三大便利營商地
區，其法治水平遠超許多歐美金融中心。此外，香港的法治透明度
極高，合同執行效率位居全球前列，這對國際投資者至關重要。例
如，在涉及跨境商業糾紛時，香港法院的判決可在多個普通法地區
（如英國、新加坡）得到承認和執行。這種法律確定性，使香港成
為國際資金存放和爭議解決的首選地。

二、香港容許資金自由流動，沒有實行外匯管制，且稅率極低。
香港不設資本利得稅、增值稅或遺產稅，利得稅稅率僅8.25%至
16.5%，遠低於美國的21%和歐盟的平均水平。這種稅務環境吸引
了大量跨國企業設立區域總部。

根據香港金管局數據，2023年香港銀行體系總資產超過3.5萬億
美元，連續多年位居全球前三；離岸人民幣存款穩定增長，截至
2024年7月底，香港有約1.19萬億元人民幣存款總額，離岸市場
全球第一；而在當年1月至7月，香港處理全球約80%的離岸人民
幣結算。這證明，香港是資金停泊的安全港。

三、市場抵禦風險能力強。香港金融市場具有極高的深度和流動
性，恒生指數日均成交額超千億港元，衍生品市場活躍度全球領
先。2024年全年香港IPO集資額達876億元，按年升89%，躋身全
球第四，年升兩位，顯示國際資本對香港市場有強大信心。

背靠內地市場 聯通中外投資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金融基礎設施極為穩健。香港的銀行體系資本

充足率超過20%，遠高於國際標準的8%，流動性覆蓋率長期維持在150%
以上，抗風險能力極強。在2008年金融海嘯和2020年疫情衝擊下，
香港金融體系均未出現系統性風險，進一步鞏固了其安全港地位。

四、香港具地緣優勢，是內聯外通的「超級樞紐」。在中美博弈
背景下，香港作為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
價值。一方面，香港背靠內地龐大市場，是外資進入中國的首選門
戶；另一方面，香港與國際金融市場無縫銜接，資金可自由進出。
近年來，中國持續推進金融市場開放，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
機制不斷完善，香港成為外資配置中國資產的核心平台。

五、香港有政策支持，在國家戰略支持下為資金提供長期保障。
中央始終堅定支持香港金融穩定發展。「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
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強化其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
能。2024年推出的「跨境理財通2.0」進一步擴大投資範圍，鞏固
香港的財富管理中心地位。

此外，香港正積極發展綠色金融和虛擬資產監管框架，以吸引新興
資本。香港證監會已批准多隻虛擬資產ETF上市，成為亞洲首個合規
加密金融中心，這為全球投資者提供更多元化的避險選擇。

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的今天，香港憑藉法治保障、資本自
由、市場深度、地緣優勢及中央支持，成為國際資金最安全的避風
港。無論是傳統產業資本，還是新興科技金融，香港都能提供穩
定、高效、透明的營商環境。香港將進一步強化金融科技、綠色金
融等新賽道，同時深化與內地市場的互聯互通。只要堅持「一國兩
制」方針，香港必將在國際金融格局中扮演更加關鍵的角色，成為
全球資本的首選安全港。

莊紫祥
全國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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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4月21日宣布決定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國國會議員、官

員和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實施制裁，堅決反擊反制美國霸權霸凌惡行。來而不往

非禮也，中央有理有節的反制舉措，在堅決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以及伸張

國際正義的同時，對香港特區各界作出堅定有力的支持。香港各界更應該保持

發展定力，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搭建內聯外通的橋樑，在積極參與並

拓展多邊合作中，推動特區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嚴剛 立法會議員

美國當局今月初炮製所謂的「報
告」，對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和香港特區
官員濫施非法單邊制裁後，總統特朗普
又完全無視甚至肆意踐踏國際貿易規
則，對全球徵收所謂「對等關稅」。當
中，對實行「零關稅」政策的香港濫施
所謂「對等關稅」，既無法理更無道
理。國務院港澳辦日前發表「港澳平」
署名文章，針對美國對香港的種種無理
打壓和所謂「制裁」，一針見血地揭破
了美國政府和政客打着「法治、民主、
自由、人權」旗號，但卻幹着踐踏法
治、民主、自由、人權的勾當。

香港由治及興 堅定發展
香港歷經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

興，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不斷健
全，各級法院依法嚴謹嚴肅審理各類
案件，絕不受外在的非法律因素所左
右與影響，西方反華政客干涉香港法
治公義的圖謀難以得逞。香港法治的
「金字招牌」享譽全球，得到了國際
社會的廣泛肯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和世界知名自由港，更加成為國
際資本的聚寶盆，成為國際高端人才
逐夢圓夢的樂園。在各項國際權威評
級中，香港特區在自由度及競爭力，
以及法治建設等方面均位居全球前

列，遠超標榜民主自由的美國。
美國當局一再以各種胡編亂造的謊

言，污衊貶損香港，其險惡用心目的在
於打壓作為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重要橋
頭堡的香港特區，並以此遏制中國和平
崛起。對於美國如此無恥行徑，香港各
界一定要放棄幻想。香港背靠強大的祖
國，應保持發展經濟的足夠定力，用持
續繁榮發展的事實來回擊美國當局的無
理制裁。

事實證明，美國見不得香港好。美
國肆意詆毀香港國安法，赤裸裸干預
香港司法獨立，叫囂制裁香港司法人
員，甚至狂妄要求釋放已判刑或正受
審之人，完全無視現代文明社會奉行
司法獨立的法治精神，徹底暴露了美
國企圖破壞香港法治的真面目。與此
同時，美國總統竟然一再揚言要佔領
格陵蘭島，要奪取巴拿馬運河，要讓
鄰居主權國成為美國下轄的一個州，
更威脅在美國合法經營的中國企業
「不賣就封」。在美國當權者的眼
中，何來國際秩序，何來國際公義，
只有「美國至上」的霸凌，只有「美
國優先」的霸權主義。

美國玩火自焚自食惡果
美國當局野蠻的霸權行徑，搬起石

頭砸了自己的腳。「對等關稅」讓美
國物價居高不下，甚至鬧起了雞蛋
荒，基層社會叫苦連天，民怨沸騰甚
至威脅了美國社會的穩定，就連「對
等關稅」的始作俑者特朗普也不得不
承認，對華關稅確實太高，期望中國
可以「坐下來談」。美國當局的倒行
逆施，不得人心，也絕對不可能長
久。明年將是美國中期選舉的關鍵時
期，面對高通脹引致的普遍不滿，特
朗普政府一方面或會在關稅問題上作
出讓步，但同時也會製造更多的政治
話題，繼續污衊香港，製造選舉話題
以欺騙美國選民。

發展才是硬道理，在這樣特殊的
時期，對香港而言，有危就有機。
只要香港特區堅定不移地站在維護
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正確一方，
保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戰略定
力，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加
強國際合作與交流，進一步拓展新
興國際市場，利用「一國兩制」優
勢發揮橋樑作用，一心一意發展經
濟，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借
國家之力強香港之身、健香港之
體、興香港之業，美國當局「亂港
遏華」的詭計注定會失敗，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依然鞏固。

鞏固金融中心地位
吸引資金投港

在2025年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開幕典禮上，中央港澳
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以
視頻方式發表主旨致辭，希
望香港工商界和企業家「繼

續發揮推動經濟發展主力軍作用，賡續愛國
愛港優良傳統，正確認識自身事業與香港發
展、與國家發展的關係，永遠不捨大義、不
忘國家利益。」工商界作為推動香港經濟發
展的主力軍，應以促進香港高質量發展、踐
行社會責任的實際行動展現愛國愛港新氣
象。

香江潮湧，東方明珠歷經風雨愈發璀璨。
站在由治及興的歷史節點，回望百年商埠發
展史，香港企業家始終以家國情懷為底色。
在香港波瀾壯闊的發展史上，湧現出一大批
世界知名的企業和企業家，用實幹興港、實
業報國書寫了愛國愛港的生動畫卷，也成就
了讓人津津樂道的商業傳奇。

以烈火金剛品質貢獻國家
1978年，包玉剛的海上事業如日中天，

手下有210艘船，船隊總噸位達到2,100萬
噸，世界十大「船王」中排名第一。包玉剛
依然情牽故土，更是在改革開放時期，為國
家建設以及香港回歸作出了傑出貢獻。

抗美援朝時期，本港商人霍英東冒着生命
危險和破產風險，衝破西方國家的禁運令，

向前線運送物資，曹光彪則負責在最前端採
購，以及把藥品送到霍英東船隊，為長津湖
戰役的勝利和中國在抗美援朝的勝利起到非
常重大的作用。改革開放後，霍英東全力響
應國家號召，內地第一家合資企業、第一條
合資高速公路、第一家五星級合資飯店等
等，都是他投資建設的，1990年他還為北
京亞運會建造了當時亞洲最大的游泳館；而
曹光彪則成為享譽世界的「毛紡大王」，他
創辦的永新公司業務遍及全球。曹光彪草擬
出一個香港出資、內地開工廠的計劃，開
「補償貿易」之先河，為國家打開了創收外
匯的新渠道。

作為一位熱情的愛國主義者，莊世平創
立了南洋商業銀行和澳門南通銀行，極大
地推動了港澳和祖國內地金融業的改革與
發展。他長期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
協常委和全國僑聯副主席，積極參與國家
大政方針的制定和重大事務的協商，為祖
國現代化建設與改革開放事業建言獻策，
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為國家引入數以十億
計的僑界匯款和援助，胸懷所及屬於整個
民族、整個國家。

陳偉南是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各屬會及海內
外眾多社會團體的榮譽或名譽會長。他創建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讓香港幾十個潮屬社團
圓百年之夢，團結成一個大家庭，帶領16
萬會員共同為國家發展、香港繁榮穩定、家
鄉建設貢獻智慧和力量。

風雨同舟共促高質量發展
香港工商界素有心繫家國、情牽桑梓的優

良傳統，在國家和香港發展的不同歷史階
段，工商界都與國家和香港風雨同舟。事實
一再證明，國家發展好，香港發展好，工商
界的事業就能發展更好。今天的維港兩岸，
更需要這種超越商業利益的價值追求。面對
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工商界始終與祖國同
呼吸、共命運；新時代新征程，工商精英更
當以家國情懷為帆，以大灣區機遇為槳，主
動將企業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香港
所長」配合「國家所需」，在科技創新、綠
色金融、區域合作等領域勇立潮頭，把握發
展紅利，彰顯使命擔當。

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到「一帶一路」合作，工商界始終以敢
為人先的魄力擔當時代使命。當前國家構建新
發展格局，工商界更應發揮內聯外通的橋樑作
用，既要把握數字經濟、綠色金融等新機遇，
更要厚植家國情懷，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香港經濟
發展既面對難得的機遇，也面臨一些複雜挑戰。
在這個時候，更需要工商界繼承發揚前輩的優
良傳統，用實實在在的行動建設香港，自覺把
個人的事業發展和香港的繁榮穩定、國家的前
途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做到「富而有責、
富而有義、富而有愛」，詮釋「商道即仁道」
的真諦，在香港由治及興中發揮更大作用。

周厚立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會長

傳承愛國港商精神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