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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各界利益
妥善規管網約車

特區政府就規管網約車服
務提出立法建議，引起了社
會熱烈討論。不論的士業
界、網約車平台、市民還是
旅客，都積極表達意見。

香港出現網約車平台至今
已超過10年歷史，其間遊走於合法與非法之
間，情況備受爭議。一方面，網約車平台預約
十分方便，而且服務水平普遍比的士高，吸引
不少乘客使用。可是，本港大部分網約車並沒
有領取的士或出租汽車經營牌照，法律上屬於
「白牌車」。的士業界一直認為，網約車非法
載客取酬既不合法，也對用真金白銀競投的牌
照，以及須考取的士駕駛執照的從業員構成不
公。的士業界認為，特區政府不應對網約車採
取放任態度，要求執法部門嚴加打擊。

由於存在頗大分歧，多年來網約車的處理進
展緩慢。本屆特區政府積極研究、主動處理，
不迴避問題，值得社會各界肯定。

特區政府是次提出的立法建議，平衡了的士
業界利益，也回應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實際需
要。不論早前提出的的士車隊計劃，還是現時
的規管網約車，特區政府的舉措都對提升的士
服務水平作出有力鞭策。

不可否認，的士業界確實有一些「劏客」、
拒載的害群之馬，令市民和旅客不滿，損害業
界及香港的形象和利益，是時候有必要改善的
士服務。

不論新推出之的士車隊，還是建議立法規管
的網約車，共通點就是司機要為其提供的服務
負責任。的士車隊、網約車的載客過程須保持
紀錄，司機若作出不當行為，會被追究。相信
有關計劃可以有效提升的士業界服務水平，淘
汰害群之馬。

理順網約車平台政策，也是特區政府順應創
科發展潮流的重要成果。網約車打破「隨街截
車」或「電話召喚」的約束，為消費者帶來更
便利的乘搭體驗。

當然，如許多運用新科技的新產業一樣，難
免對既有經營者、從業者帶來一定影響，特區
政府立法規管網約車，應平衡公眾、網約車和
的士業界的利益；社會各界需要理性討論、求
同存異，凝聚共識，齊心穩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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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開工儀式7月 19日上午在西藏自治區林芝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出席開工儀式，並宣布工程正式開工。這項世紀工程具有保障能源
安全、刺激經濟、促進區域合作等多重意義，更彰顯中國能夠集中精力辦大事，實實在在提
升綜合實力，淡定應對外部不確定性。

文平理

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主要採取截彎取
直、隧洞引水的開發方式，建設5座梯級電
站，總投資約1.2萬億元人民幣，是三峽工
程總投資的6倍，年發電量將達到3,000億千
瓦時，相當於「再造3個三峽」，被形容為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水電工程」。工程產生的
電力以外送消納為主，兼顧西藏本地自用需
求。

增進中外互利合作
有分析指出，工程具有三大重要意義：

一是充分利用雅魯藏布江豐富的水力資
源，提供巨量的清潔能源，減少中國對石
油、天然氣等進口能源的依賴，增強能源
自主的穩定性；二是工程龐大投資，拉動
一系列產業發展，創造大量就業職位，不
僅刺激西藏發展，西南的四川、雲南等省
市也受惠；三是工程電力外送，不僅為華
中、華東等省市經濟發展提供充足電力支
撐，而且幫助緬甸、孟加拉等鄰近國家改
善供電問題，增進中國與相關國家的互利
合作，構建命運共同體。

更要看到，這項工程難度極高。一是地質
條件極為複雜。雅魯藏布江下游處在印度洋
板塊與歐亞板塊碰撞帶，地震烈度高達9
度，工程需要扛得住9度地震區以上才達

標。二是如果電力從西藏輸送到華東，需要
建設4,000公里的特高壓線路，在高海拔、強
降雨環境下精準施工，難度極大。還有，雅
魯藏布江下游的墨脫水電站，是在50公里河
道內用2,000米的天然落差，建造全球最高的
混凝土壩體，僅砂石骨料需求量就超過1.5
億噸，工程複雜度對於任何國家來說都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中國迎難而上，
經過深思熟慮投資、興建這項世紀工程，不
僅體現「基建狂魔」的過硬實力，更顯示中
國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充足發展動力，引領
周邊國家和地區穩步前行。

除了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開工之
外，7月15日，天舟九號貨運飛船發射任
務取得圓滿成功，與中國空間站順利對
接。天舟九號此次帶貨的重量達到了約6.5
噸，裝載重量創新高。據報道，在載貨
量、載貨空間、物資運輸效率等方面比
較，天舟九號在世界貨運飛船領域的優勢
同樣突出，也是目前全球單次載重量最高
的貨運飛船。這次任務是我國載人航天工
程進入空間站應用與發展階段後的第4次貨
運補給任務，是工程立項實施以來的第36
次發射任務，也是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第
584次飛行。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特朗普政府大幅

削減多項公共開支，其中美國太空總署
（NASA）的科研預算，將從現時的73.3億美
元削減近半。

取態與強權國家成鮮明對比
美國近年推進空間站商業化，準備讓國際空

間站脫離軌道，並讓美國企業開發的空間站取
而代之。但外界普遍擔心這一想法會步美國航
天飛機計劃的後塵，不斷出現延誤，屆時中國
的「天宮」或將成為全球唯一的空間站。

當前世界政治、經濟面臨複雜多變的挑
戰，發展遭遇瓶頸，新增動能不足，唯有重
新分配、爭搶現有資源，導致世界衝突不
斷。個別強權國家內部矛盾難以調和，唯有
向外挑起戰火轉嫁矛盾，或操弄「大水漫
灌」的印鈔伎倆，延緩經濟危機，或向別國
強徵關稅，以不平等協議強搶「好處」。這
些手段其實黔驢技窮、飲鴆止渴。

環顧世界，唯有中國發揮制度優勢，上下一
心，大手筆投資大型基礎建設、穩步推進航天
科技工程，大力發展以人工智能、機器人、
新能源等創新科技為核心的新興產業，這些
都是功在當下、利在千秋的大計，並付諸腳
踏實地的行動，中國的綜合實力必然與日俱
增，面對關稅戰、貿易戰，更加從容以對、
巍然不動。

推動金融改革 促進經濟持續增長
姚志勝 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第35屆香港書展7月16日在香
港會展中心開幕，吸引770多家
海內外展商參與。今年書展與香
港運動消閒博覽、零食世界同期
舉辦，主題為「飲食文化·未來生
活」，涵蓋世界各地知名作家講

座、新書推介會等逾 620 項文化活動，匯聚閱
讀、運動、休閒與美食元素於一體，以書為媒，
讓典籍活起來、閱讀動起來，通過非遺活動創
新、空間體驗，構建可看、可聽、可觸、可感、
可品的立體化閱讀生態，既向世界宣揚中華文
化，更讓全城書香成為香港最具吸引力的文化品
牌與標識。

香港書展在三十多年發展過程中，形成獨特書展
模式，不僅推動香港圖書出版產業快速發展，更成
為世界三大華文書展之一，是亞洲最大的綜合性書
展。筆者見證了書展從純商業性逐漸走向商業與文
化藝術相融合的文化展覽變遷。高度專業化與完全
市場化之運作，使香港書展充分實現了經濟效益與
社會效益共贏雙收，形成巨大品牌效應。

規模不斷擴大內容不斷創新
香港書展前身是圖書展銷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中由聯合出版集團聯合業界一些公司開始舉辦，最
初只是香港印刷和出版商會的一個商業交易會。香
港大會堂落成後，海峽兩岸暨港澳的出版、印刷商
每年聚集在低座一個展覽廳內做版權買賣，規模不
是很大；1990年代初書展搬到會展中心舊翼舉行，
並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1997年會展新翼建成，
書展成為首個在此舉行的公眾展覽會。交易規模也

隨之越來越大，從早期幾十個展商到七百多個公司
加入，看展人數也從十餘萬攀升至2024年近一百萬
人次，且讀者群體龐大而多樣，囊括學生、職場人
士、家庭主婦、老人兒童等不同群體，洋溢着多元
豐富和自由開放的文化氛圍。

2000年香港藝術發展局參與書展協辦，在其中注
入香港文化藝術內容和元素。因為藝術既包括音
樂、戲劇、舞蹈、電影等表演藝術，和畫畫、雕
塑、建築、設計等視覺藝術，還包括小說、傳記、
詩歌、散文和劇本等文學藝術。各方在書展期間，
推出一系列文化論壇講座和其他藝術賣點，這些活
動到了今屆已擴展至180多項，配合書展成功將商
業活動提升為一場文化盛會，極受讀者歡迎的名家
推介好書活動也在這一年開始。

今年同樣廣邀世界各地作家赴港與讀者交流分
享，其中有魯迅文學獎得主王躍文、網絡文學作家
三生三笑等；並首設「文化及創意產品區」，市民
可互動體驗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故宮博物院宮廷
文創精品，以及澳門文化局帶來的文創盛事「塔石
藝墟」。少年兒童在看書買書之餘，還可盡情享受
運動消閒和選購零食的樂趣。

軟實力塑造高質量文化平台
本次展區內，習近平主席著作及相關學習讀物的

繁體、簡體版及英文版立體陳列，從《習近平談治
國理政》《之江新語》《習近平經典引句解讀》，
到《論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習近平談「一帶一
路」》，形成一條貫通思想與實踐的長廊。這些承
載時代命題的經典之作，既是解碼當代中國發展邏
輯的權威讀本，更傳遞着制度自信與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天下情懷，讓讀者深切領悟引領時代前行的重
要思想力量。

此外，內地40多家出版單位、100多位出版人組
成的參展團，赴港集中展銷萬種內地精美圖書。擔
任本屆書展內地主題省的四川展區，以「巴蜀文脈
潤香江，攜手共譜新華章」為主題，透過各類出版
刊物、數字融合產品以及蜀繡、竹編、川劇、川
菜、川酒、川茶、熊貓等元素，展現「天府之國」
生活百態，成為展場焦點。

市民可從這場書展中，讀出香港與內地、香港
與國際在內容產品和閱讀氛圍中的深層連接與互
動，這種連接亦為世界讀懂今天的香港帶來了另
一重的觀察視角，呈現出香港海納百川、兼容並
蓄的文化特色與國際大都市的廣闊胸懷，是香港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有力證明。在數字閱讀
時代，香港書展的百萬客流，足以說明書展已突
破從物質到精神，實現由賣版權到賣硬件、再跨
越至買賣內容的界限，讓書香浸潤神州大地，為
香港城市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文化活力和動力，
向更高質量、更深層次邁進。

閱讀傳播思想文化、傳承民族精神，提升國民素
養、孕育文明風尚，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設，而書展
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和載體。未來香港書展還可
進一步發展，成為全球華人的精神家園，以及聚焦
華文文學書的展銷地。所謂「國強則語言強」，現
在全世界學中文的人越來越多，香港書展主線就是
要符合中國國際化發展的大趨勢，引領閱讀潮流，
突出中文並大力推廣中文。同時，香港「一國兩
制」得天獨厚優勢，賦予華文廣泛包容性，有望將
香港書展打造為面向全球的中文文學盛典。

熱帶氣旋「韋帕」上周末襲港，天文台高懸
十號風球，並一度發出紅色暴雨警告。可是，
狂風暴雨並沒有令市面受到廣泛影響，這有賴
特區政府作出超前部署，也有賴特區政府與公
共交通機構以及社區治理體系作出妥善協調，
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颱風離開香港一段極
短時間內，社會運作恢復秩序井然。

繼2023年超強颱風「蘇拉」後，本港今年
再迎來十號風球。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颱風遠
離後於網上發文表示，因應「韋帕」來勢洶
洶，各政府部門嚴陣以待，應對颱風跨部門督
導委員會早在上星期五颱風來襲前舉行會議，
確保各相關部門作出全面和充分的準備及應變
部署，以應對「韋帕」可能為香港帶來的威
脅。風暴過後各政府部門亦開展新一輪特別巡
查行動。陳國基特別感謝颱風襲港期間依然堅
守崗位的政府各部門同事、承辦商、公共交通
服務職員等，表揚他們盡忠職守。

為更有效地應對重大及突發事故，特區政府
於2022年12月正式增設「全政府動員」級
別，旨在透過建立指揮系統、輪值制度和動員
機制，從體系上達至「早部署、早介入」的目
標。在2023年施政報告，行政長官李家超重
申，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極端天氣的應對工作，
在預警、準備、應急和復原四個方面，持續強
化整體應對的能力，務求將破壞和影響減至最
低，以保障市民安全為首任。數年以來，特區
政府舉行多次全政府動員及跨部門演練，加強
各部門於極端天氣時的應變和協調能力。今次
「韋帕」吹襲香港前，在鯉魚門、黃大仙等水
浸黑點，有關部門早已放置擋水板、防水閘等
嚴陣以待，最後並沒有出現過去的水浸情況；
至於塌樹，大部分已在風暴後迅速移除，沒有
阻礙交通；香港國際機場在颱風過後一天內處
理過千航班，基本疏導滯留旅客。市民都大讚
特區政府準備及時，反映了特區政府的防災機
制通過惡劣天氣的考驗，能夠做到防患未然、
排除隱患。

除了政府部門人員同心協力外，社區力量在
此次風暴中的貢獻亦不可忽視，各區關愛隊無
懼風雨出動，向有需要街坊提供及時支援。陳
國基特別感謝他們，盡顯社區守望相助、同舟
共濟的精神，讓香港充滿溫暖與人情味。事實
上，在風暴期間，除了關愛隊和社區團體，也
有部分市民自發支援，包括將路邊雜物移離，
讓行人和交通暢順、疏通排水，充分展現大家
愛護香港、愛護社區的真切情感。在特區政府
和市民的積極配合下，未來即便有更多風風雨
雨，都能夠攻堅克難，撥開雲霧見驕陽。

黎子珍

有備而戰保民安
無懼颱風來勢洶

歡迎投稿、反饋。論壇版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何志平

弘揚中國文化自信 打造全球文學盛典

行政長官李家超正為今年9月發
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展開諮詢，昨
日在社交平台闡明香港新股上市規
模成績顯著，金融改革有助香港提
升融資平台效能，特區政府會吸納
不同意見，繼續推動金融市場發

展，創造更多新高峰。當前，國家經濟態勢穩中
有進，香港經貿活力充沛，持續提升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更好承接未來經貿和金融
擴容增量，正在其時。未來要在穩定幣發展、跨
境電商和新興市場等方面推進金融改革，以金融
支撐實體經濟，煥發經貿更強動能，促進香港經
濟持續增長。

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平台上載視頻，介紹香港交
易所主席唐家成等多位金融專家關於特區政府推
動香港股市發展重要意義的說明，表示特區政府
會繼續推動金融改革，吸引更多投資者參與香港
市場，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優化營商環境 增強投資吸引力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服務實體經濟。經濟

興則金融興，經濟強則金融強。進入由治及興新
階段，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香港謀求
新發展、實現新突破的重要方向。香港經濟今年
第一季穩健擴張，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加
3.1%，特區政府預測今年全年香港GDP實質增長

2%至3%。香港今年上半年新成立的本地公司達
84,293間，截至年中本地公司總數已突破149.48
萬間，創下歷史新高，投資營商活動活躍，有力
支撐香港金融業發展。香港上半年首次公開招股
規模已達世界第一，未來需要穩住勢頭，提升金
融發展動能，鞏固優勢。

內地大力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大力挖掘
內需，滿足企業和居民資金需求，是內地今年宏
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內地今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
值（GDP）達6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3%，
上半年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發力顯效，經濟
運行延續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展現出強大韌性
和活力，也為香港創造許多發展機遇。香港要及
早部署施政新策，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
內地經濟穩中向好的機遇。

穩定幣是連接傳統金融和數字經濟的橋樑，近
年發展勢頭迅猛，2024年全球穩定幣交易額達到
37萬億美元。立法會今年5月通過《穩定幣條例
草案》，並將於8月1日正式生效，有利香港搶佔
金融業新制高點，是香港金融改革的重要一環。
接下來，香港要積極爭取中央支持，發揮香港推
動穩定幣先行先試的平台作用，在香港籌備發行
官方認證的離岸人民幣穩定幣，並完善監管規則
及機制，借助內地強大的科技實力，加強金融科
技基建，採用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計算等前沿
技術，確保不同穩定幣在香港運作良好，交易安

全，促進金融業創新發展。

做大做強跨境電商市場
電子商貿市場在全球迅速成長，跨境電商已成

為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的重要引擎。香港大力發
展電商市場，對跨境融資存在大量需求。內地發
展跨境電商經驗豐富，市場龐大，促進跨境電商
內聯外通，是香港拓展金融革新的重要切入點。
香港積極發展成為跨境電商產業的「外循環」支
點，完善口岸查驗設施、互聯互通等基礎設施，
致力建設電子口岸應用系統、口岸物流信息平
台，支持銀行和金融機構為電商提供各種跨境金
融服務便利，助力更多內地企業透過香港平台
「出海」，也協助香港企業開拓內地市場，有利
香港經貿、金融擴容增量，把香港跨境電商市場
做大做強。

國家持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這是香港提升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的重要支持。李
家超引領特區政府大力開拓東盟、中東等新興市
場，邁出香港經貿創新突破的重要一步，香港工
商界也積極響應。未來，香港要推出更多開拓新
興市場的政策措施，協助香港工商界、內地企業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互動協作，開展更
多外訪、貿易合作、投資配對等活動，更好發揮
香港內聯外通的作用，增強香港在國際經貿交往
中「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