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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祖國背靠祖國 聯通世聯通世界界
香港與遼寧攜手發展香港與遼寧攜手發展 互互利共贏利共贏

山海有情天遼地寧，灣區明珠輝耀香江。
2024年8月，遼寧省委書記、省人大常

委會主任郝鵬率遼寧代表團到香港進行訪
問。希望不斷提升兩地交往熱度，深化經
貿、金融領域合作，支持兩地企業雙向投
資，實現互利共贏，攜手為國家發展大局
貢獻更大力量。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
家超在是次訪問中表示，香港
與遼寧經濟互補性強，特區
政府將充分發揮 「一國兩
制」 下香港 「背靠祖國、聯
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共促
港遼兩地繁榮發展，共同為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更
大貢獻。
風雲際會韻無窮，十年遼

港情正濃。
這次遼寧省主要領導率團

訪問香港，屬 「高位」 推動
遼寧與港澳地區的交流合
作，在歷史上並不多見。而
2024年，恰逢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駐遼寧聯絡處成立十
周年。
相遇成就機遇，機遇成

就未來。截至目前，香港
已成為遼寧重要的外資
來源地，累計在遼設立
外商投資企業 1.3 萬
家，到位資金佔遼寧
外資總量首位。

文/郭蕾

守正創新開拓進取
兩地多領域展開務實合作

遼寧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表示，今年以來遼
港兩地合作良好，守正創新、開拓進取，不斷在多
領域開展務實合作。成功舉辦 「遼港經貿合作交流
大會」等多場活動，推進重大項目建設和產業、經
貿、科技等領域務實合作，推動遼寧全面振興與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重大戰略深入對接，為促進
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
遠貢獻遼寧力量。

「共繪同心圓」，深化遼寧與港澳交流交往。港
澳辦主要領導出席香港特區政府駐遼聯絡處新春聚
會、余隆&王健香港管弦樂團音樂會，協助其舉辦
「『聲』逢其 『十』樂動遼港」歌唱比賽等。全方

位提升遼寧和香港友好交流與合作水平，推動遼港
合作向更高層次、更寬領域、更高水平發展。

「共享發展紅利」，擴大遼寧與港澳經貿合作。
加強與港澳重要人士交流，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駐北京辦事處主任鄭偉源、副主任阮慧賢、駐遼
寧聯絡處主任馮伯豪，遼寧省香港商會會長張立
等。推介遼寧全面振興成果，吸引重要人士關注遼
寧，堅定港商在遼投資興業信心。

「共建平台渠道」，持續促進兩地項目合作。邀
請港商來遼參觀、考察、洽談，充分展示遼寧全面
振興新突破良好態勢和機遇環境，促進一批港資項
目在遼落地，推動遼港經貿交流合作深化發展，服
務中央港澳工作大局，助力遼寧全面振興新突破三
年行動。

數據說話企業「優選」
內地企業赴港有發展

香港與遼寧一直有非常緊密的經貿關係。數據顯
示，遼寧聯絡處成立第一年，即2014年，香港在遼
寧的累計投資項目總數11951個，實際投資金額981
億美元，居遼寧省實際投資來源地的首位。投資領
域包括房地產業、製造業和交通運輸倉儲。

到2023年年底，香港在遼寧的累計投資項目總數
達13000個，實際投資金額為1150.1億美元，依然居
於遼寧省實際投資來源地首位。投資領域拓展至金
融業和健康醫療業。

香港是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的軟硬件
發展、法律保障、從業人才水平均在全球前列。加
上與內地相通的語言文化，是吸引內地企業來港上

市的主要因素。
2019年，遼寧企業赴香港投資協議金額 75.55 億

美元，在港上市企業 25 家。到2023年，遼寧企業
赴香港投資總數達到294家，在港上市企業22 家，
雖然上市企業數量減少，但2023年的協議投資金額
卻增加至76.2億美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遼寧聯絡處主任馮伯豪表
示，香港不僅是遼寧最主要的外資來源地，同時也是
遼寧企業 「走出去」和拓展海外市場的 「優選平
台」，有不少遼寧企業選擇在香港上市融資。聯絡處
亦非常願意，為有意到香港拓展業務的企業提供一站
式服務，歡迎東北的朋友隨時與聯絡處取得聯繫。

青年交流凸顯特色
港青進一步融入發展大局

香港特區政府始終重視青年發展，推動香港青年認
識國家，支援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目前有145所
內地高等院校招收香港學生，可依據香港文憑考試成
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不需要再參與內地高考。其中
遼寧有4所，分別是大連理工大學，東北大學，東北
財經大學和遼寧中醫藥大學。駐遼聯絡處每年皆定期
與這四所學校開展走訪互動。

不僅如此，聯絡處近幾年都有組織來自香港的大學生
到瀋陽市政府部門實習，讓更多港青體會到國家是如何
為百姓提供服務的，發揮內地跟香港交流的橋樑作用。
其特色在於，不邀請已在內地就讀的香港大學生，而是
邀請香港本地的、基本上沒有來過東北的學生。

值得一提的是，到瀋陽實習的香港大學生，第一件
事就是學習內地政務工作社交禮儀，這是由駐遼聯絡
處結合本地工作實際編寫的原創教材，對香港學生迅
速融入實習、更好了解內地政務工作有很大幫助。

按照香港《行政長官2024年施政報告》中提出，
打造香港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措施，香港亦會
尋找及物色對香港未來發展至關重要的人，主動邀請
其來港。

盛世經濟特色賽馬
多元香港「無處不旅遊」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主要動力之一，香港也致力於
開發更加多元化的旅遊資源。香港特區政府以創新思
維打造香港成為首選旅遊目的地，利用好香港豐富和
獨特的資源，例如維多利亞港、島嶼、鄉郊、文化、
美食、生活時尚和歷史建築，結合科技、動漫、演藝
和影視文化等優勢，做到 「香港無處不旅遊」。

拓展創新方面，香港開拓生態旅遊，發掘更多特色
郊外和海岸旅遊路線，亦會完善配套設施。同時進一
步推廣賽馬旅遊，特別是國際大型賽事和本地特色賽
事，可讓旅客感受香港歷史悠久的特色賽馬文化。

2024 年初，香港特區政府宣布一系列措施，主動
出擊推動並積極吸引不同盛事在香港舉行。既重
「質」亦重 「量」，推動內容豐富、多姿多彩，涵蓋

不同範疇盛事項目。
2024年全年香港會有超過240項盛事，吸引約200

萬名旅客參與，估計這些旅客會為香港帶來約75億
港元的消費額。2025年上半年，估計最少有93個盛
事活動會吸引約84萬名旅客參與，預計為香港帶來
約33億港元的消費額。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港遼攜手合作高質量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遼寧聯絡處主任馮伯豪
2022年初赴遼工作。兩年多來，馮伯豪秉承務實高
效，謙遜力行的作風，始終與團隊一起不斷推動港遼
兩地的多領域互動合作。

馮伯豪認為，《周易》裏有句話叫做 「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可以很好地表達香港和遼寧之間的良好
合作狀態。寓意只要兩人一條心，就能發揮出很大的
力量。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 「一國兩制」的應有意義，
也是特區未來發展新路向、新空間、新動力的關鍵所
在。香港未來除了鞏固國際金融、航運、商貿和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四個傳統優勢，也要開拓航
空、創新科技、區域知識產權貿易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四大新興領域，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遼寧作為東北地區唯一既沿海又沿邊的省份，以及
東北、內蒙古自治區東部地區對外開放的門戶，在國
家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中，成為向北開放的重要窗
口。而香港作為世界聞名的航運中心，也將會在 「一
帶一路」戰略中發揮獨特的區位優勢，會更好擔當
「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增值人」的積極角色。
遼寧聯絡處將繼續促進港遼在不同領域的交流合

作，推動香港和遼寧共榮共進，利用香港優勢助力遼
寧達成 「新時代六地」目標，一起攜手努力。

目前，遼寧正實施全面振興新突破，要更好地達成
目標，就需要廣泛的服務支持。這方面，香港非常有
優勢，有成熟的金融及貿易市場、完善的法規以及國
際的專業人才和管理經驗，正好可以為遼寧的全面振
興出一份力。

孫 鵬 受 邀 擔 任
「白山黑水間」 音
樂會指揮

張立受邀參加2019
年國慶觀禮

服務港人港企
搭建高效溝通橋樑

如果說對 「港青」的定義是，教育
水平較高、具有國際化視野、積極參

與社會事務。那麼20年前的張立就是
赴遼寧發展的港青代表之一。
回首近20年來的北上發展，身為中

恆置業集團董事總經理的張立已成為遼
寧省香港商會會長、瀋陽市政協常委，

而今歲月並未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跡。除
了積極開拓事業，張立依然 「不帶成見的去

理解他人，謙虛的對待每位夥伴，無償的致力
於商會的橋樑服務。」
2005 年，張立結束在美國的工作，因家族在

東北的投資來到陌生的遼寧。 「時至今日，香港和遼寧的經貿合作經歷了不
同階段，這兩年出現明顯變化」，張立表示。尤其是香港特區政府內地辦事

處的設立， 「體現了香港希望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給在內地創業的香港人
有強大的後盾支撐，搭建更高效的溝通橋樑」。
駐遼寧聯絡處成立後 「對港人港企的服務更加便利」。不僅可以溝通往來，

還可以促進文化等多元交流。之前出現問題多半自己溝通，成立聯絡處之後，包
括成立商會，都增加了更多的交流平台和溝通手段。
尤其是與遼寧省政府、瀋陽市政府各部委之間的橫向聯繫，駐遼聯絡處工作非常

出色。不僅有高站位對公互動，甚至補辦身份證、護照續期等，亦會得到聯絡處的
協助。
提及遼寧省香港商會，張立更如數家珍。成立伊始只有不到30家會員，目前已發展

至100餘家會員，其中既有港資企業，也有與港往來密切的遼寧企業。
對於港遼未來的發展，張立認為，香港最大優勢就在於 「一國兩制」下的 「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而遼寧的最大優勢在於 「空間」。可充分利用香港在金融、法律方面
的獨特性，構建中國只有在香港可以實現的交易方式，結合遼寧在生產要素方面的明顯

優勢，實現服務和產品創新。此外，香港和遼寧在科研成果轉化、產品市場驗證等方面都
有較大互補空間。 文/郭蕾

當代青年指揮家、全球
首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
冠軍、最佳香港作品演
繹獎得主——孫鵬，
其實是土生土長的瀋
陽人。自 6 歲開始學
琴，整個學業均在瀋陽
度過。目前，孫鵬是瀋陽
音樂學院人才引進指揮副教
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亦是
香港中樂團客席常任指揮，
無錫民族樂團音樂總監兼首
席指揮。

從業20餘年， 「每月往返於兩地間，我的根始終在
瀋陽」，孫鵬表示。

業界曾評價孫鵬， 「指揮風格大氣瀟灑，情感圓潤
細膩。很好地將感性與理性相結合」。或許這種風格
的形成，就是孫鵬對遼寧和香港、對東北與嶺南文化
藝術的領悟與融合。

無論從工作經歷和個人發展來看，孫鵬表示： 「作
為兩地文化交流的見證者、親歷者感觸頗深」。

因為赴港發展，所以與駐遼寧聯絡處也有較早聯
繫， 「這是一個充滿親和力的團隊，會定期與我們溝
通、詢問在港發展。不僅工作高效，更體現了港人的
高素質和高修養，盡職盡責」。

近年來，遼寧文藝事業發展迅速，遼寧的傳統文
化、歷史風物及很多地域獨特性在全國獨樹一幟。孫
鵬此前在香港構思演繹了一場 「白山黑水間」音樂
會。當在舞台上首次出現東北黑土地的文化民俗時，
音樂會獲得巨大成功。不僅展現了東北小調，還有滿
族剪紙、紅山文化符號、二人轉等元素。港人也領略
到整個東北的文化魅力，連續兩場、場場爆滿。

為何在國際化程度非常高的香港，卻更尊重與喜愛中
國傳統文化？孫鵬認為，文化沒有邊界，優秀的文化總
會得到認可，無論風格迥異，始終 「血濃於水」。

每次回瀋陽，孫鵬會給學生們分享香港中樂團的
先進理念和國際化視野。每年匯報演出中也會充分
融合兩地音樂精髓。遼寧經濟已全面向好，遼寧音
樂界亦人才輩出。孫鵬希望，更多音樂人能為弘揚
東北文化發光發熱，東北振興不僅要經濟振興，也
要文化振興。 文/郭蕾

香港夜景

瀋陽夜景瀋陽夜景

「血濃於水」山海相依
共促遼港文化繁榮

遼寧省人民政府港澳事遼寧省人民政府港澳事
務辦公室出席務辦公室出席 「「香港香港：：充充
滿魅力的國際大都會滿魅力的國際大都會」」 巡巡
迴展覽迴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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