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特通告 : 羅子駿其地址為香港上

環孖沙街20-24號金德樓地下，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上環孖沙街

20-24 金德樓地下REVE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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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

REVERI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Date : 4 July 2024"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AW, Chi 
Chun of G/F., Kam Tak Building, 20-24 
Mercer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REVERI situated at G/F., Kam Tak 
Building, 20-24 Mercer Street, Sheung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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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ERI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4 年第 312 號

有關：劉子邦，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K369XXX(X))

代名人張鶴騫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4年6月21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4年7月18日下午3時正於香港九

龍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日期︰2024年7月4日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參考︰AHC/IVA/2024/023）。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4 年第 313 號

有關：何韻晴，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R732XXX(X))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4年6月21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4年7月18日下午2時半於香港九

龍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日期︰2024年7月4日

代名人張鶴騫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參考︰AHC/IVA/2024/014）。

申請酒牌轉讓、續期及修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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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苑
「現特通告：丘嘉興其地址為九龍觀塘
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1樓部份，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觀塘駿業街 64號
南益商業中心1樓部份富園豐海鮮酒家
的酒牌轉讓給胡杏珍其地址為九龍觀塘
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1樓部份及續
期及作出以下修訂： ' 店號名稱更改為
盈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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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
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字樓酒牌局
秘書收。

日期：2024年7月4日」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au Ka Hing of 
Portion Of 1/F., South Asia Commercial Centre, 
64 Tsun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Wealthy Garden Restaurant situated at 
Portion Of 1/F., South Asia Commercial Centre, 
64 Tsun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to Wu 
Hang Chun Florence of Portion Of 1/F., South 
Asia Commercial Centre, 64 Tsun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and the following 
amendment(s) : 'Change the shop sign to YING 
GARDE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4 July 2024”

CLUB SONO

PARKVIEW
「現特通告 : 黃敏儀其地址為九龍

尖沙咀麼地道75 號南洋中心高層

地下9-11 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

位於九龍尖沙咀麼地道75 號南洋

中心高層地下9-11 號舖的酒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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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九龍深

水埗基隆街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7月4日」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Man Yi 
of Shop 9-11, UG/F, South Seas Centre, 75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ituated at Shop 9-11, UG/F, South Seas 
Centre, 75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4 July 2024”

PARKVIEW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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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撐政府施政 譜由治及興新篇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蔡冠深

商界心聲

拜登政府竭力制定美國印太戰略

周八駿周八駿

鑪峰遠眺

旅客消費變 已持續十年旅客消費變 已持續十年旅客消費變 已持續十年

自從2003年開放個人遊政策，內地客來港消費

持續增加，全年零售銷貨總額從當時僅1728億

元，暴增到2013年的4945億元，足足翻了兩倍之

多。然而，數字及後見頂回落，往後幾年都徘徊在

4400億至4900億元左右，到了疫情襲來甚至跌到

3200億至3500億元水平。去年全年涉額即使重上

4000億元，但跟最高峰時還是少約20%。

中央近來先後推出惠港措施，包括開放更多自

由行來港城市、提高內地客在港購物的免稅額等，

無疑有助提振旅客來港消費意欲。

最新5月份零售銷貨總額按年下跌11%，並且連

跌三個月，即使五一黃金周也挽回不了跌勢，令人

質疑及擔憂香港消費市道甚至內地購買力嚴重轉

弱。事實上，這現象並不限於今年，而是持續了十

年之久。

內地客來港消費模式有變，固然是重要推手。

個人遊政策實施前，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物的

零售銷貨額只佔整體約12%，到2013年高峰則升

至24%，涉額飆至近1200億元。可是，疫情襲來

既令相關奢侈品市場的佔比重新降到10%附近，通

關復常之後，去年比率也僅攀到15%，涉額亦只有

6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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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於
7 月 1 日發表署名文

章，總結今屆特區政府的成績及未來工作展
望。行政長官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要不
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豐富 「一
國兩制」實踐內涵，使 「一國兩制」不斷完
善，行穩致遠。香港中華總商會深表認同，
中央長期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讓本港工
商及社會各界，以至海內外投資者對香港長
遠穩定發展更有信心。中總將繼續全力支持
和配合貫徹 「一國兩制」，堅定落實 「愛國
者治港」，確保香港繁榮穩定，鞏固營商環
境和提升長遠競爭力。

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是促進經濟與營商
發展的關鍵。特區政府推動《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成功完成，為維護國家
安全提供更堅實的法律屏障，進一步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助力鞏固和提升

香港整體營商環境，加上
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特
區選舉制度，讓 「愛國者
治港」原則得到充分落
實，行政和立法關係走向
良性互動正軌，進一步提
升香港管治效能，更對增
強愛國力量有積極意
義。

中總一直擔當 「內聯外
通」重要橋樑，透過組織
內地及海外考察團，深化
區域經貿互動合作，促進
更多海內外企業落戶香
港，更好利用香港作為投
資大灣區和內地市場的重
要平台，以民間外交方式
推動與內地及國際緊密合
作。疫後復常以來，中總
已先後前赴北京、廣東、
海南、雲南和長三角等地
進行考察訪問，更組織商
務代表團前往越南、日
本、韓國等亞洲國家，中
東科威特、卡塔爾、阿聯
酋三國，以及德國、比利
時、法國、英國等歐洲國
家，推動與內地和海外多
家商會簽訂合作備忘。近
月，我們亦馬不停蹄，分
別前往馬來西亞、菲律
賓，以及重慶、四川等地

區，進一步探索區域經貿合作新商機。

切實排解民生憂難
香港正積極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RCEP），相信可為香港工商界拓
展業務帶來更龐大動力源。中總將於7月10
日舉辦 「中總世界華商高峰論壇」，邀請本
地和海內外政商領導、華商領袖出席，共同
探討在環球政經新格局下深化經貿交流，探
索區域深度合作帶來的發展機遇。

特區政府為切實排解民生憂難作出的努
力亦得到社會廣泛認同。以房屋問題為
例，本屆政府積極作出長遠規劃，努力紓
解房屋困境，相關努力已初見成效。中總
一直致力投放資源推動改善民生，支援社
會各階層應對周遭變化帶來的挑戰，更牽
頭與多家主要商會合辦助力改善民生座談
會，推動業界落實更多改善民生工作，共

建和諧社會。
事實上，中央對香港的繁榮穩定發展十分

重視。從早前新增開放10個 「自由行」城
市、放寬內地居民旅客免稅額度，到日前宣
布為非中國籍港澳永久居民簽發多次往返內
地通行證，以及再向香港送贈一對大熊貓，
加上國家商務部與特區政府已完成CEPA進
一步開放服務貿易的磋商，中央的惠港措施
可謂浪接浪，涵蓋範疇相當廣泛且非常具針
對性，有利香港提振旅遊及消費市道，為便
利營商、吸引人才、拓寬專業服務產業發展
空間注入 「強心針」。我們對中央的關懷和
照顧深表感激。

在中央全力支持下，特區政府上任以來
奮力推動良政善治，為市民謀幸福，帶領
香港進入新時代。期望特區政府再接再
厲，進一步提高治理能力，實現由治及興
新風貌，為中華振興再鑄輝煌。

周八駿

2024年6月27日拜登與特朗
普首場辯論後，美國內外堅定
了一個共識即：11月美國大選

已無懸念，特朗普將於2025年1
月重新入主白宮。

然而，無論6月27日辯論還是
其前後，特朗普迄今僅簡略表達
他關於俄烏衝突和中東危機的觀
點，迴避談論印太。

對此，拜登政府高層應當是看
到的。而且，他們在6月27日辯論前應當也預判特朗

普可能重返白宮。因此，6月拜登與特朗普辯論前，
拜登政府的國防部長奧斯汀和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在
不同場合聚焦美國的印太戰略發表演講。

6月1日，奧斯汀在第21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演講
的題目是《美國在印太的戰略夥伴》。6月12日，在
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出席
由該中心主席兼行政總裁布萊恩·芬利主持的以 「印
太與世界」為主題的對話。6月24日，坎貝爾在美國
外交關係協會發表題為《美國在印太的可持續戰略》
的演講。

上述演講或講話都闡明，即使發生俄烏衝突和巴以

衝突，拜登政府仍以印太地區為美國全球戰略核心，
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基點是加強與盟國和友邦合作。
尤其，坎貝爾6月24日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演講，
全面回顧兩個世紀以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參與，全面
闡述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

坎貝爾指出，拜登政府之前美國歷屆政府的印太戰
略有三不足：一是就該區域而論，缺乏全球觀照。二
是缺乏連貫性，一旦其他地區出事，轉移力就會偏離
印太。三是不夠重視與盟友合作。

坎貝爾認為，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彌補了以上三不
足。一、即使面對俄烏衝突和中東危機，但始終以印

太為重。二是加強與印太區內和區外盟友合作，把歐
洲、中東與印太相聯繫。坎貝爾稱，第二點便是所謂
「拜登主義」。第三點是，該戰略取得民主共和兩黨

共識，獲國會有力支持。
坎貝爾6月24日演講稱，為應對印太地區的挑戰，美

國需要合作的盟友不限於印太，尤其強調美國與其歐洲
盟友合作。這一點，不能不令人警惕拜登政府下一步將
推動北約向亞洲東擴，構建亞太版或印太版北約。

獲民主共和兩黨共識
坎貝爾強調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共識，國會有力支持，

其含意是，即使今年11月大選特朗普捲土重來，但
是，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延續拜登政府制定的印太戰略。

需要指出的是，奧斯汀6月1日演講是在他與中國
國防部長董軍會晤翌日，他在演講
中未點名稱中國是美國在印太的主
要對手或主要威脅。坎貝爾6月12
日在史汀生中心，仍表示拜登政府
願意穩定美中關係；但他6月24日
重申，中國是唯一既有意願也有力
量挑戰美國、重塑國際秩序的國
家，反覆強調中國對印太安全構成
威脅。坎貝爾 6 月 24 日提及 6 月 19
日普京訪問朝鮮，渲染中俄朝在印
太事實聯盟。

其實，美國已深陷歐洲、中東和
亞洲三大地緣政治困境，特朗普缺
乏迴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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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經濟是近期的熱詞，香港能否讓低
空經濟高飛，享受其帶來的紅利，受到各
界關注。署理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廖振新昨
表示，特區政府正進行前期工作，會以循

序漸進的方式推行低空經濟試點項目，以無
人機載貨為起點，由近至遠、由輕至重方式推

展。低空經濟是一片新藍海，前景廣闊、潛能巨大，香港盡
早布局，入場搶佔先機，方向完全正確。雖然本港面對高樓
大廈林立、人口稠密等先天因素的掣肘，惟在新機遇面前不
能缺位，須從實際出發，想辦法揚長避短，因地制宜創造低
空領域在本地的應用場景，更要將眼光放遠，合大灣區之力
開拓低空經濟，打造新增長引擎。

低空經濟是指在低空空域範圍內，以民用有人駕駛或無人
駕駛航空器載人、載貨及進行其他作業場景的低空飛行活
動。相關產品包括無人機、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直升機、
傳統固定翼飛機等，涵蓋工農業、城市治理、應急救援和生
活等多個應用場景，目前以無人機表演和物流配送的應用最
廣泛。

低空經濟的巨大潛力已有 「績」可尋，現時內地低空經濟
應用場景豐富，工信部賽迪研究院發布的《中國低空經濟發
展研究報告（2024）》顯示，2023 年內地低空經濟規模達
5059.5 億元，增速為 33.8%，預計到 2026 年有望突破萬億
元。在香港，低空領域的應用場景並不少見，除了節日的無
人機表演，亦用於日常河道、斜坡檢查，以及樓宇測繪及勘
探等，發展前景值得期待。

當然，在香港大規模發展低空經濟，也面臨一些現實的困
難。香港地方密集，高樓大廈多，低空經濟涉及飛往不同區
域，牽涉航空安全、空域管理、個人私隱、保險要求、跨境
飛行活動的通關程序等，這些都要設法解決，以確保飛行活
動有序、風險可控地進行。實事求是，由易到難，循序漸進
拓展多產業領域與多元化場景應用，是合適的做法。相較已
經高度發展的九龍和港島區，密度較低地方如北部都會區、
交椅洲人工島等，能提供大量土地和空間，或許是本港試驗
低空經濟的絕佳地點。政府可考慮預留空間和土地，牽頭規
劃設立基礎設施，並檢視現時法律框架，拆牆鬆綁，在不同
政策範疇下作出配合，顧及可操作性、安全等細節，以先行
先試的方式，一步一步將低空經濟產業做大做強。

香港更要善於借力，依託大灣區發展低空經濟。例如作為
低空經濟主力 「無人機之都」的深圳，早已初步形成了領先
的產業集群和產業生態，香港與深圳一河之隔，有條件發揮
聯動作用，攜手打造一條跨境、跨域、跨業合作的低空經濟
走廊。雖然兩地跨境飛行涉及複雜法律問題，但辦法總比困
難多，關鍵要有這個意識，朝積極探討可行性及解決問題
的方向努力。此外，發展低空經濟不一定要在本港飛，香港
亦可以從 「低空+」出發，發揮基礎研發能力和國際化優
勢，加強對低空經濟的研發，找到更多應用情境，並與大灣
區其他城市合作，將成果落地變成產業，提供多產業領域拓
展和融合應用的服務，亦吸引更多跨國企業和技術公司來港
投資。積極融入大灣區低空經濟的建設發展，本港發展低空
經濟自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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