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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顧問 顧敏康

名家指點

回歸以來，西方
外力政客妖言惑

眾，令香港特區一度陷入內耗撕裂中，有
人甚至污衊特區是 「一國一制」，試圖恐
嚇港人對前景失去信心。中聯辦主任鄭雁
雄日前公開提到香港回歸以來的 「六變六
不變」，既重申 「一國兩制」及許多優勢
的不變，同時勉勵港人在守住 「一國兩
制」之時，要敢於開創，迎變則興。這值
得香港各界好好深思，力爭把超級聯繫人
角色轉換為超級發財點，繼續綻放 「一國
兩制」的生命力。

鄭主任6月28日在立法會午宴致辭時，
提到香港自回歸以來有變有不變。他特別
指出港英當局昔日的背信棄義，相反中央

政府矢志堅守 「一國兩制」的承諾。時至
今日，香港 「一國兩制」下的憲制秩序、
制度框架、法治環境、管治體系、自由經
濟、多元文化、生活方式等，都保持不
變。

當然，香港也非一成不變，而是愈變愈
好。鄭主任形容香港最大變化是，由受外
人凌辱的殖民地，變成了中央的掌上明
珠。這一點相信普羅市民身同感受，尤其
是中央在過去數年一步一腳印地扶持我們
走出黑暴陰霾，堅定落實《香港國安
法》，讓香港政制發展重回正軌，都令我
們切實感受到中央政府就是我們繁榮穩定
的底氣所在。

值得一提是，中央惠港措施一浪接一

浪，中央政府最新公布同意提高居民到港
澳旅遊購物的免稅額度，預計每年能為香
港特區帶來額外約88億至176億港元的購
物消費額。正如鄭主任所說，中央全力挺
港惠港，對香港走向國際舞台撐腰等，幾
乎是有求必應、史無前例的。

對於中央的關愛支持，香港特區除了心
存感恩，更要認真思考如何發揮優勢，為
祖國發展出一分力。香港人應變快，善走
位，鄭主任也指出，我們要當好制度創新
示範區，善於把 「超級聯繫人」變成 「超
級發財點」；也要守住國際優勢，當好聯
通世界的橋頭堡。只要社會各界團結拼
搏，我們定能迎變則興，為人民、為香
港、為國家書寫精彩新篇章。

6月27日，財政
部、海關總署和稅

務總局聯合發布公告（2024年第7號），
提高自香港澳門進境居民旅客攜帶行李物
品免稅額度，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公告規定：對自香港、澳門進境，年滿
18周歲的居民旅客，攜帶在境外獲取的個
人合理自用行李物品，總值在12000 元以
內（含 12000 元）的予以免稅放行。同
時，在設有進境免稅店的口岸，允許上述
旅客在口岸進境免稅店購買一定數量的免
稅商品，連同在境外獲取的個人合理自用
行李物品總值在 15000 元以內（含 15000
元）的予以免稅放行。

香港仍然有人認為此次調高免稅額度力
度不大，甚至有人開玩笑說，有關稅額令
內地旅客回內地只能多帶一部蘋果手機。
因為按照這些人士當初的想法，他們希望
中央政府大幅度調高自香港澳門進境居民
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免稅額度。也有人要求
調高免稅額至人民幣三萬元，有人根據現
時海南島旅客免稅額10萬元人民幣，更提
出調高免稅額至10萬元人民幣。

但是，要求大幅度提高免稅額度的人士
顯然沒有注意到兩個問題。第一，從五千
元一下子調高到三萬元，可能不符合 「循
序漸進」的做法。例如，中央政府在自由

行城市的開放亦是 「一步一步去做」。誠
如有人士指出，如果大量內地遊客湧入香
港購物，中央需要權衡對其他省市可能產
生的影響，以避免出現 「搶客」現象。也
可能會導致內地消費力受到影響。所以，
不能單從港澳的角度看問題，需要從全國
層面進行通盤考慮。同樣也必須看到，港
澳與海南島的制度並不相同，海南島的十
萬元額度是以年計，而港澳的額度以單次
計，兩者不是同一概念。所以，筆者認
為， 「一步登天」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關鍵是邁出重要一步，隨後在實踐中總結
不足，並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調整。

提高免稅額須循序漸進
應當看到，相比原人民幣五千元的免稅

額度，一萬五千元已經提高了三倍免稅
額。香港政府估計新安排將可每年額外帶
來約88億至176億港元的購物消費額，經
濟增加值則多約 27 億至 54 億港元。這絕
對是振奮人心的預測，相信會對香港的餐
飲、零售業務帶來積極的支持。

尤其新措施是中央政府根據目前的兩地
情況作出的優惠決定，體現了中央政府持
續對香港特區經濟發展的大力支持。可以
預期，新措施有利於吸引更多旅客赴港澳
旅遊，促進港澳的零售市道，為港澳經濟

注入動力。這再次表明，祖國是港澳的堅
強後盾，中央推出的多項挺港惠港措施，
包括新增10個 「個人遊」計劃城市、延長
訪港商務簽注逗留期限、開通北京和上海
與香港之間的高鐵動臥列車等，這一系列
措施，必然有助提振香港旅遊業，支持本
港經濟發展，支持香港實現由治及興。換
句話說，香港能夠保持繁榮穩定本身，就
是對香港 「玩完論」的最好回擊，就是對
「一國兩制」的最好詮釋與展示。
當然，提高免稅額度，不僅僅是對內地

遊客有利，對港澳居民也是有利的，因為
他們中有不少人居住在內地，他們也可以
享受提高免稅額的利益。當然也必須指
出，提高免稅額度僅僅為來往內地與港澳
人士帶來了便利，或者提供了誘因，但港
澳能否真正吸引遊客，取決於更多的考
慮，包括觀念更新與景點創新。例如，
「香港無處不旅遊」是一個新的概念，但

需要加強配套設施與本地居民的觀念轉變
和熱情配合。俗話說 「打鐵還需自身
硬」，香港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將旅遊產
業做大做強。誠如有文章指出，香港需要
開發更多元化的旅遊資源和更豐富多彩的
訪港行程，才能真正吸引旅客訪港，才能
令香港真正受惠，從而為香港由治及興提
供強有力的經濟基礎。

敢開創迎變則興 綻放「一國兩制」生命力

港事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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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香港回歸祖國 27 周年的大喜日
子，也是本屆政府上任滿兩周年。行政長
官李家超在本報發表文章，闡述對回歸以
來 「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的深刻體

會，他回顧過去兩年的工作，強調香港特區
會創新求變，踔厲奮發，篤行不怠，將 「一國兩

制」事業發揚光大，為祖國、為香港的高質量發展，為中
華民族復興偉業作出貢獻。

27年來，香港走過風雨，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在特區
政府和廣大市民共同努力下，不斷取得新進展、新成就，
正健步走在由治及興的大道上，成績有目共睹。當前，中
國式現代化萬馬奔騰，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向縱深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為香港發展提供了更加廣闊
的空間和機遇。站在回歸27周年的新起點上，香港迎來最
好發展時機，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自當放眼未來，繼續
以奮發有為精神，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機遇、拼經
濟、惠民生，更好開創 「逢變則興」的未來。

兩年前，習主席對香港特區政府提出 「4點希望」。不難
看到，李家超及管治團隊不負重託，努力落實，辦成了很
多過去想辦而未能辦成的大事。今年3月，香港特區履行憲
制責任，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與香港國安法
一道，築牢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障，香港安定下
來，從而可以集中精力謀發展。

穩定是前提，發展是目的。在經濟方面，特區政府積極
「搶企業」、 「搶人才」，加強國際聯繫；推動日夜繽

紛、盛事經濟提振旅遊業。在民生問題上，大力解決房屋
問題，多管道增加房屋供應。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香
港進入了加速期，積極對接 「一帶一路」市場、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 「八大中心」的建設不斷提速。特區治理不斷
完善，社會各界團結一心，持續發揮香港自身獨特優勢，
用好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之利，敢闖敢幹，善作善
成，乃是香港的成功之道，亦讓本港取得不斐成績，瑞士
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表的《2024 全球競爭力報
告》，香港競爭力升兩位排名第五，即是一項明證。

當前外圍環境充滿挑戰，香港未來機遇與挑戰並存，但
機遇更多。國家經濟長期向好，為香港帶來底氣和良機。
機遇不待人，香港須積極主動，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再
創輝煌，尤其是要進一步挖掘釋放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巨大
潛力。深中通道昨天開通，習主席致信祝賀並強調，要提
升大灣區基礎設施 「硬聯通」和規則機制 「軟聯通」水
平，推進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為把大灣區建設成為新發展
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
引領地提供更好服務保障。作為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的香
港，自當深入理解習主席賀信精神，認真思考如何共同發
揮好深中通道及港珠澳大橋效應，落實推動大灣區經濟的
整體提升和協同發展，不斷增強發展動能。

特區政府表示，世界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進行，必
須要繼續努力。經過幾年 「穩經濟」後，香港目前是時候
「進攻」，以發展促安全，再接再厲做出成績，回應市民

期待，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