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拼經濟謀發展
何子文

港事講場 中央港澳辦主任、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連日在港調研考察，落區了解民情，聽
取民意，與香港各界座談交流，了解香港各
方面的發展，為香港打氣鼓勁，體現中央對
香港的高度重視和深情關懷，更表明中央全
力支持本港持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完善
地區治理。

夏寶龍此行傳達的最重要信息，就是中央
高度關注香港的經濟民生，全力支持香港拼
經濟謀發展。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無論過
去、現在、未來，發展都是香港的重中之
重，也是解決各種深層次矛盾的金鎖匙。在
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重要階段，在23條立法
全面推進之時，夏主任此行就是顯示中央對
香港一以貫之的支持，並且通過深入調研，
為中央制訂各種挺港政策時提供重要的參
考。香港有了好的制度，有了中央支持，更
應該用好優勢，化中央對香港的支持為向前
動力，團結一致拼經濟、謀發展，不負中央
和港人的期望。

深入調研考察之旅
夏寶龍這次考察香港之行，是貫徹落實

習近平主席去年聽取李家超行政長官述職的
重要講話精神。習主席去年 12 月 18 日聽取
李家超述職時強調，中央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團結帶領社會各界，抓住
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鞏固提升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地位，推
動香港實現更好發展。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

是香港的 「當家人」，中央一貫支持 「當家
人」勇擔當、善作為。當中不但明確表示中
央對李家超特首及特區政府工作的充分肯
定，更表明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全力推動香
港實現更好發展。夏主任此行正是為此而
來，對香港進行全面的調研，不論廣度、闊
度及深度都是歷次之最，是一次深入調研考
察之旅。

事實上，中央過去推出的各項挺港措施，
都是經過深入的調研，不論是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深化兩地金融互聯互通，以至 「一帶
一路」建設中發揮香港的角色和功能，背後
都凝聚大量的研究和調查。這次夏主任重點
考察香港的經濟發展，包括對機場新發展的
考察，首批會見的官員就是財政及金融領域
的問責官員，以至與商界人士的深入座談
等，都表明中央對香港發展的重視，特別是
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地位，
這些都是香港安身立命的根本，但近年卻面
對各種挑戰，夏主任此行重點考察有關範
疇，就是要通過親身的交流，了解香港在發
展中存在哪些 「樽頸」，繼而作出突破。

就以金融業發展為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的發展有兩大內在邏輯：一是良好的營商環
境、簡單低稅制、資金自由港、與西方接軌
的司法制度、金融監管高效，以及最自由經
濟體等制度優勢。二是具有 「背靠祖國，聯
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上世紀七十年代，香
港就是抓住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機遇，取消外
匯管制、黃金管制和放寬銀行管制，成為歐
美金融機構在亞太區從事金融活動的重要節

點。然而，自2019年修例風波之後，以美國
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加大對香港的干預以至
制裁力度，香港金融業首當其衝。香港如何
維護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關係香港長
遠發展。相信經過深入調研，有利中央出台
更多挺港政策，支持香港金融、航運、貿易
的發展。國務院日前已宣布擴大港澳自由行
覆蓋城市，首階段納入山東省青島市和陝西
省西安市，相信中央支持香港措施將陸續有
來。

了解地區治理狀況
這次考察行程還包括落區了解區議會選舉

改革後的地區治理狀況。夏主任一直關注香
港的民生福祉和地區治理。在去年全國港澳
研究會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上，夏主任曾經
提醒新一屆區議員不能 「打卡作秀」，要
「真打實幹」，並提出發揮橋樑作用、服務

好市民和維護國家安全三點要求。這次正是
一次對香港民生工作的檢閱。

夏主任連日走訪本港不同地區，與社會各
界人士和基層市民親切會面，帶來了中央對
本港發展和廣大市民福祉的深情關懷，與全
港18區區議會主席共進工作午餐，全面了解
新一屆區議會運作的情況，並到深水全港
首個 「社區客廳」考察，了解特區政府精準
扶貧項目的進展。這些充分顯示中央對香港
民生工作的支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這次
考察香港之行的主旋律，各界應深切體會中
央的支持和期待，為香港經濟民生作出更大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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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都公路」建設須提速提效提質
文武

黃遠康

學研集

不吐不快

香港生機處處 「玩完」論荒謬至極

時時時評評評

耶魯大學資源分析員羅奇日前
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提出

「香港玩完」論，指香港在本地政治環境變化、中國經
濟下行及中美角力下，認為香港 「一切已經結束了」。
由於現時香港正在聚精會神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進行
諮詢工作，有關言論馬上引起反對派的熱烈呼應。筆者
認為，為了社會的穩定，有必要就此作出嚴厲的反駁。

無疑，經歷2019年的 「港版顏色革命」後，香港的
政治生態的確出現明顯的變化。從2020年訂立香港國
安法，到2021年完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制度，再
到近日積極準備 23 條立法，特區政府的目標始終如
一，就是如何令香港 「由亂到治，由治及興」。因為
只有國家安全受到充分保障，政治環境才能保持安
定，社會才能集中力量改善經濟和民生。隨相關措
施一一落實，香港的經濟亦逐漸復蘇。以失業率為
例，香港已經從疫情高峰期超過 7%，跌至最近的
2.9%；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 50000 美元，超過英
國、美國、新西蘭、日本、意大利等多個已發展國

家。因此，香港的發展步伐並未因為各種維護國家安
全和社會穩定的法律和政策而有所減慢，反而穩步上
揚，向正確的方向進發。

對國家和香港前景保持信心
香港能夠保持穩定的發展勢頭，離不開 「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最大優勢。在歷史和文化的因素下，香港
一直以來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城市，加上成熟的金
融市場、完善的普通法制度、不設外匯管制讓各地資金
自由流通等，讓香港一直扮演 「超級聯繫人」的角
色，是中外經貿、文化、人才交流的重要中轉站。而特
首李家超上任以來，更加積極走訪 「一帶一路」的共建
國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富有的中東國家，尋
求更多金融和轉業服務的合作機會。因此，無論地緣政
治如何變化，只要中外各國希望合作往來，則香港仍是
中資 「走出去」和外商 「跳進來」的不二之選。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發展一日千里，現時已經從勞
動密集的生產方式，逐漸過渡至以高增值行業，例如

創新科技、製造業、旅遊及文化產業等帶動發展引擎
的經濟體系。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少數在
去年錄得超過5%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國家之一，反映
國家的經濟仍然具備極大的活力。當然，中國人口老
化及新生人口減少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隨國家重點
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以及投放更多資源在高等教
育， 「人才紅利」已經取代 「人口紅利」，憑藉具備
專業知識或技能的人才更好更快地推進經濟發展。而
在國家發展前景愈來愈好的大勢下，香港作為國家的
「南風窗」只會得到更多寶貴的機遇。因此，所謂
「香港玩完」論不過是危言聳聽的政治把戲。
翻查紀錄，原來羅奇向來看好香港的發展，甚至一

度擔任港府的諮詢顧問。如今一反常態，發表違心且
違背常理的言論，看來與西方陣營趁政府忙於處理
第23條立法的工作，藉機抹黑和醜化以作阻撓有關。
因此，除了政府必須義正詞嚴地回應失實言論之外，
市民亦切忌偏聽偏信，對國家和香港前景始終保持信
心，為長期繁榮和安定盡一分力。

2024 是甲辰龍年。
龍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圖

騰，象徵力量、幸運、智慧和成功，龍也是
十二生肖中，最受人們喜愛和重視的生肖。
龍年新春，市民對新一年充滿期望，而最大
的願望就是希望香港能興旺起來。興的基礎
和關鍵在經濟，經濟興，社會、民生、文化
才能隨之興旺起來，力拼經濟，是多數市民
新春的期望。而香港經濟能否在龍年興旺起
來，除須注意外部環境變化之外，也須從自
己身上激活更多動能，釋放更多 「興」的力
量。

發掘振興經濟新力量
振興經濟是龍年最受關注的焦點議題。

香港是開放型的細小經濟體，國際環境的

變化，以及內地經濟的狀況，對香港經濟
發展產生影響效果顯著。對這些因素，香
港應細心分析，積極應變，努力適應最新
的形勢變化，從國際變局中尋找新的機
遇，讓國際變局成為香港發展的新機遇。

與此同時，香港也須從自身內在因素中，
發掘振興經濟的新力量，激活更多潛在的
能量。2020 年，香港落實了國安法，實現
了 「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有效防範和
打擊了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抵制外
國干預、干擾，令香港保持社會穩定。今
年，特區政府還將完成基本法第 23 條的本
地立法工作，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制和執行機制，令國家安全得到更好的
保障。這將令香港社會能夠建立起有利於
經濟發展的安全、平穩的社會環境，釋放

出更多 「興」的動能。

政府當局宜深入分析檢討
去年，區議會選舉順利舉行，香港全面落

實了 「愛國者治港」原則，解決了過去長期
困擾香港發展的一些制度問題和政治問題，
特區政治架構下的各組成部分，有很大的空
間可以加強合作，提高效率，釋放出振興經
濟的力量。特區政府各部門應把握住這些新
時代的新機遇，檢視目前存在一些不合理、
不合時宜的弊端舊習，提高效率，激活更多
「興」的動能。
近日，北部都會區興建 「北都公路」的事

項，在立法會引起議員的關注。依照政府提
出的建議，這條由天水圍至新界北坪輋，總
長23公里的公路，計劃申請撥款11.3億元進
行前期的勘查研究，其中包括 3.3 億元的顧
問費，前期研究預計需時3 年 2 個月，整項
工程則要到2039年之後才能完成。大多數議
員都支持興建 「北都公路」，但對前期研究
費用過高時間過長，以及整項工程過慢存有
疑問，要求政府作出解釋及改善。

考慮引入內地工程力量
平心而論，一條23公里的公路，要超過15

年時間來興建，確實不符合社會的期望，也
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與此相比較，跨越
珠江口的 「深中通道」，全長24公里，工程
包括橋、島、隧、水下互通，被視為難度最
大的工程之一，這項工程於2016年12月28日
開工建設，預計今年中建成通車，興建期大
約不到8年時間。再以中國在 「一帶一路」倡
議中興建的中老鐵路和雅萬高鐵兩項工程為
例，中老鐵路全長1035公里，北起中國昆明，
南至老撾萬象，地形複雜多變，工程難度極
高，用了11年時間建成；印尼雅萬高鐵全長
142.3公里，也只用了7年時間建成通車。

貫穿新界北的 「北都公路」，地形再怎麼
複雜，工程再怎麼難，也不可
能 比 「深 中 通 道」、 中 老 鐵
路 、 雅 萬 高 鐵 更 複 雜 、 更 困
難，但所需的建設期卻多出 1
倍，確實令人產生疑問。到底
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結果？
值得政府當局深入分析檢討，
如果是行政程序太過複雜，就
應 該 作 出 內 部 改 革 ， 拆 牆 鬆
綁；如果是香港工程建設的能
力不足，則應積極考慮引入內
地的工程力量。

「北都」發展是香港未來重點
發展項目，社會對此寄予深厚期
望。從政府推出這一發展項目開

始，社會各界已對發展需
時過長，速度太慢表示關
注。新一屆政府上任後，
提出提速、提效、提質的
目標，贏得社會普遍支
持。在 「北都公路」的建
設項目中，必須檢討和改
革，達至提速、提效、提
質的目標。政府部門積極
推動改革，與時俱進，提
高效率和質素，才能更好
地帶領社會，激發活力，
推動香港走向 「由治及
興」。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UCL Asia Holdings VII Limited
Company No. 1655913

Voluntary Liquidator

(Sgd) Mrs. Cassandra Glasgow-Penn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 i qu ida t ion .  The  vo lun ta ry  l i qu ida t ion 

commenced on 16th February, 2024 and Mrs. 

Cassandra Glasgow-Penn of Chapel Hill, East 

End, P.O. Box 2433, Tortola, VG 112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Dated : 16th February, 2024

串 夠 味
「現特通告：黃名山其地址為香港

香港仔漁光邨靜海樓330室，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北角電器道

63-81號清風街2B號及琉璃街1B號

發 昌 樓 地 下 F 舖 串 夠 味 的 酒 牌 續

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

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2月27日」

Date : 27 February 2024”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Ming 
Shan of Room 330, Ching Hoy Lau, Yue 
Kwong Estate, Aberdeen,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串夠味at Shop F, G/F, Fat Cheong Building, 
No.63-81 Electric Road, No.1B Lau Li 
Street & No.2B Tsing Fung Street, North 
Point, Hong Kong.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串 夠 味

紅
「現特通告：梶原正行其地址為九龍

尖沙咀寶勒巷10號PRAT 10地庫1樓，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寶勒

巷10號PRAT 10地庫1樓紅的酒牌續

期，其附加批註酒吧及並作出以下修

訂：'店號名稱更改為紅'。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 內 ， 將 已 簽 署 及 申 明 理 由 之 反 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

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2月27日」

Date : 27 February 2024”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KAJIWARA, 
Masayuki of B1/F, 10 Prat, 10 Prat Avenue, 
Tsim Sha Tsui,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Hong Korean 
Pub situated at B1/F, 10 Prat, 10 Prat Avenue, 
Tsim Sha Tsui, Kowloo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d the following amendment(s):'Change 
the shop sign to Hong Japanese Bar & 
Lounge'.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申請酒牌續期及修訂公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AND AMENDMENT(S) OF LIQUOR LICENCE

Hong Japanese Bar & Lounge

香
港
國
際
化
金
漆
招
牌
不
褪
色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連日在港調研考察，昨
在政府總部與約 40 位本地及外國商
會代表舉行座談會，討論經濟發

展，以及如何吸引外資，方便外商進入
大灣區等議題。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調研

組很重視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聽取本地及外國
商會的意見。顯然，中央藉此向香港各界以及國際社
會傳遞重要信息， 「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化特色是香
港的重要優勢所在，中央高度重視並且堅定維護香港
國際化優勢，鼓勵香港堅定信心，用好自身優勢不斷
開創發展新局面。香港要以實際行動擦亮國際化金漆
招牌，在增強國際影響力方面持續下功夫，讓 「背靠
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更為凸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推動香港實現更好發展。

國際化發展是香港成功之道，立身之本。香港是全
球最開放和便利營商的地方之一，匯聚來自內地和海
外逾9000家公司，往來無障礙、文化無隔閡、財富
通四海，這種國際化特色是香港非常鮮明的標識，令
香港成為全球唯一兼具中國優勢和國際優勢的城市。
作為連接國家與全球的重要紐帶，香港一直順應時
勢，成為中外資金、貿易及人員往來的通道，服務國
家也成就了自己，造就了本港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的
繁榮，東方明珠閃耀於世。

在國家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國內國
際雙循環發展格局，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的前景下，香港國際化優勢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獨特
作用和意義不會減弱，只會不斷得到強化和彰顯。本
港自由開放，高度市場化，在金融、商貿、航運等專
業服務位處世界前列，更是全國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
轄區，令香港在法制上和國際主要商業社會全面銜
接，擔當內地和世界之間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
的橋樑角色。香港高舉 「聯通世界」的大旗，成為廣
聚資源的國際平台、充滿活力的國際城市、更具競爭
力的國際中心，為國家高水平開放牽線搭橋，破除各
種 「脫斷鏈」、 「去風險化」圖謀，符合國家利
益，亦符合香港利益。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對國家發展的貢獻，國家 「十四
五」規劃確立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創科
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並持續推出支持措
施，旨在於推動香港國際化持續深入發展，更好服務
和貢獻國家。香港須不負重望，不斷拓展區域和國際
合作的廣度和深度。

去年透過政府投資推廣署，在港設立或擴展業務的
海外及內地企業，較前一年的300間大幅上升27%，
其中英國公司增四成，新加坡公司增三成半，美國公
司增逾一成，總投資額超過616億港元，是前年數字
的接近三倍，足以印證本港營商環境在國際上享有盛
譽，國際化金漆招牌不褪色且持續升級，外國企業對
港有信心。而在鞏固與傳統歐美市場聯繫的同時，香
港亦全力開拓東南亞國家聯盟、中東、中亞、非洲等
「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市場，積極爭取盡早加入

RCEP，正待開花結果。有國家的大力支持，在政府
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的國際朋友圈越來越
大，必將提升國際競爭實力，更好發揮 「香港所
長」，創造香港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