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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事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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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心聲

周八駿周八駿

鑪峰遠眺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
室主任、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在澳門與工商界
座談，他指出面對當前國際形勢，尤其美國
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港澳工商界必
須團結一致，與祖國站在同一陣線，並鼓勵
他們敢於鬥爭，堅信只有鬥爭才能贏得發
展。夏寶龍提出四點希望，一是發揚鬥爭精
神，團結一致愛國護港、愛國護澳；二是堅
定發展信心，扎根港澳繼續做大做強；三是
發揮自身優勢，突出重圍擴大開放、擁抱世
界；四是面向海外講好港澳故事，旗幟鮮明
唱響港澳、唱響國家。

夏寶龍主任提出的四點希望，恰如四把打
開港澳發展新局面的鑰匙，在百年變局的關
鍵時刻，為港澳指明發展方向。這不僅是對
「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深化實踐，更是新時

代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行動綱領。

構築國安意識扎根港澳創新
首先，發揚鬥爭精神是港澳繁榮穩定的根

基。面對境外勢力干預與本土殘餘極端勢力
的雙重挑戰，港澳需要構築堅如磐石的國家
安全意識。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社會秩序
由亂轉治的實踐證明，只有堅定維護憲法和
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確保 「愛國者
治港」原則落地生根。以鬥爭精神築牢國家
安全防線，這既需要堅定立場抵制分裂勢
力，更需凝聚社會共識深化國民教育。當前

更要團結各界人士，以法治思維鞏固行政主
導體制，用發展紅利增進民生福祉，共同見
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

其次，堅定發展信心，扎根港澳繼續做大
做強。港澳作為國家雙向開放的重要樞紐，
始終是聯通國際市場的戰略支點。在 「一國
兩制」優勢下，港澳兼具接軌國際規則與聯
通內地市場雙重基因，這為企業構建了獨特
的戰略縱深。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速，
橫琴、前海合作區政策紅利持續釋放，為港
澳產業升級注入新動能。扎根港澳絕非守
成，而是要在國家發展格局中找準坐標，以
創新突破開創新局。

助力強國建設港澳不可替代
第三，逆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正以獨特的

優勢突圍：世界最大的全產業鏈體系構築起
不可替代的製造優勢，14億人口超大規模市
場形成強大戰略縱深。通過深化自貿試驗區
改革、擴大外資准入清單，形成 「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這種以開放促改革的戰略定
力，正在重塑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樞紐地
位，為世界經濟注入確定性。港澳作為國家
雙向開放的重要樞紐，正以獨特優勢重塑國
際競爭力。香港交易所2023年IPO集資額重
返全球前三，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帶
動會展業年均增長15%，這些數據印證港澳
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

第四，站在回歸祖國25周年的歷史節點，

港澳既要守護 「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
式，更要構建與國家戰略同向同行良性互動
的發展新範式。向世界講好港澳故事，是展
現中國智慧、傳遞東方文明的重要視窗。港
澳作為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典範，既要
立足國際傳播規律，用電影、音樂等藝術展
現中西交融的獨特魅力，更要深挖港珠澳大
橋等時代地標背後的制度優勢，以鮮活故事
詮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核心價值。當文
化共鳴打破認知壁壘，用真實、立體、全面
的敘事，讓港澳精神成為國際社會理解當代
中國的重要橋樑。

夏寶龍提出的四點希望為港澳發展注入強
勁動能。其強調的 「愛國者治港治澳」原則
築牢了 「一國兩制」的根基，展現中央對港
澳長遠發展的戰略定力。通過聚焦發揚鬥爭
精神、堅定發展信心、發揮自身優勢、面向
海外講好港澳故事，既回應了社會深層訴
求，亦為港澳融入國家大局開闢新路徑。特
別是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港澳產業升級有
機結合，既保留制度優勢又啟動發展潛能。
這種立足法治、着眼民生的治理思路，為港
澳破解深層次矛盾提供系統性方案，必將推
動港澳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實現更高品質的
發展轉型。夏寶龍四點希望構建的完整發展
邏輯，將指引港澳在維護國家安全中築牢根
基，在融入國家大局中重塑優勢，在講好中
國故事中彰顯價值，續寫 「一國兩制」的璀
璨篇章。

不負四點希望 打開發展新局面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楊莉珊

2025年5月10日至
11日，中美經貿高層
次會談在瑞士日內瓦
進行，吸引全球高度
關注。

特朗普對中國發動
窮兇極惡的關稅戰、
貿易戰，中國予以同
等力度的堅決反擊，
是兩國戰略競爭進入

決戰時期的第一個戰役。
特朗普同時向全球貿易夥伴發起空前惡劣

的關稅戰、貿易戰。
因此，世界各國高度關注全球前兩大經濟

體能否達至妥協，同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關，
同人類的前途和命運相關。

中美談判動機目的不一
中美雙方對於談判解決關稅問題的動機和

目的是不一樣的。
5 月 7 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稱，在

充分考慮全球期待、中方利益、美國業界和
消費者呼籲的基礎上，中方決定同意與美方
進行接觸。5 月8 日，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
濤在莫斯科會見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部長列舍
特尼科夫時稱，中方的立場一以貫之，中方
維護自身發展利益的決心不會改變，捍衛國
際公平正義、維護國際經貿秩序的立場和目
標不會改變。

中美兩國能否就關稅問題達至妥協，就中
方而言，必須是有關方案體現 「全球期待、
中方利益、美國業界和消費者呼籲」，尤其
必須展現 「中方維護自身發展利益的決心不
會改變，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維護國際經貿
秩序的立場和目標不會改變」。

換言之，中方不會同美方做犠牲國際經貿
秩序和他國利益的交易。就在5月8日，美
英宣布達成關於關稅問題的原則性協議。為
維護所謂 「英美特殊夥伴關係」，倫敦不僅
在雙邊關稅上向華盛頓作明顯讓步，而且允
許美方干預中國企業在英投資。

特朗普不僅以美英協議為範例向中國施加
壓力，甚至於5月9日在社交網站發帖稱，
對中國徵收80%關稅看來是對的，還要求中
國向美國開放市場。早兩天，5 月7 日，特
朗普在回答網台主持人Hugh Hewitt追問時
甚至稱，美方在與中方貿易談判中將提出黎
智英問題。

中美雙方對於會談的動機和目的存在着原
則性差別，決定在相關問題上鬥爭必然十分
尖銳。

特朗普對內戰略嚴重受挫
然而，形勢對特朗普不利。特朗普重返白

宮後迅速向全球貿易夥伴開徵所謂 「對等關
稅」，是因為這項對外戰略性舉措嚴重影響
其對內戰略性政策。

1 月 20 日，特朗普在其就職演說中稱，
「我將立即開始全面改革我們的貿易體

系，以保護美國工人和家庭。我們不會通
過向我們的公民徵稅來使其他國家富裕，
而是將通過向其他國家徵關稅和稅收使我
們的公民富裕。為此，我們正建立外部收
入局，以收取所有關稅、稅和收入。將會
有大量來自外國的金錢源源不斷流入我們
的國庫。」

3月21日，特朗普首任美國總統時的貿易
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接受前
福克斯新聞主持人Tucker Carlson專訪，闡
述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與國內政策的關聯：

一、全球化貿易體系對美國來說是失敗的
體系，給美國造成四大災難後果：巨量財富
轉移、經濟放緩、技術落後、美國人變窮變
短命。

二、為防止國家長期維持巨額順差，美國
必須從自由貿易轉向平衡貿易，而關稅是達
成貿易平衡最有效最靈活的手段。

三、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是關於關稅、減
稅、削減支出、放鬆管制、增加能源供應等
在內的組合工具包。

綜合特朗普就職演說和萊特希澤闡釋得出
兩點。一、若對全球貿易夥伴開徵關稅不
利，則短期特朗普將無法在國內減稅，經濟
將陷入滯脹，中長期特朗普將難以吸引外資
重振美國製造業。二、特朗普欲打勝關稅
戰，必須打破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國際
貿易秩序，代之以美國迫各國簽訂有利美國
的雙邊貿易協議，但美國無法突破中國這一
關。

經過中方堅決鬥爭，面對美國內外愈益強
大反對，美方在日內瓦會談中不得不作出讓
步，不啻承認 「對等關稅」受挫。

中美戰略決戰將在所有領域展開，關稅第
一役證明，堅決鬥爭才能迫美方妥協。

日內瓦會談是特朗普重返白宮後中美首次
高層次接觸。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建立中美
經貿磋商機制，就各自關切的經貿問題開展
進一步磋商，顯示既較量也接觸是中美戰略
決戰時期的鬥爭方式。

中美戰略決戰時期的鬥爭方式
周八駿

香港科技大學
近日成立 AI 研究

院，整合 「具身智能」、生成式AI及
先進超級運算等技術。政府目標是在
「AI+」策略下，將 AI 融入各個產

業，而實現這願景需要政、產、學、
研界別及投資者密切合作。 「AI+」正
方興未艾，最近香港連串培育壯大新
興產業，持續推動相關發展的規劃與
舉措，彰顯了香港人工智能熱潮的湧
動。

事實上，今天AI正在深刻地重塑人
類社會的各個領域，其引發的廣泛變
革，是開創性劃時代性的，AI的勃興
發展掀動世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它
對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將產生翻天
覆地的革命性影響。AI在國家戰略層
面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它是我國
和美國競爭科技制高點的關鍵所在。

然而，整個香港社會對這一趨勢及
其重大深遠意義，是否有了普遍而充
分認識和準備呢？

機遇巨大亦有挑戰風險
快速深度學習是 AI 技術的核心，

透過大量的資料訓練，AI 能夠逐漸掌
握規律，實現自我學習和達致應用的
最 佳 化 。 這 種 能 力 讓 AI 在 影 像 辨
識、語音辨識、自然語言處理等領域
取得了顯著成果。例如，AI數位人技
術可以複製真人的形象，還能取代人
類 24 小 時 不 間 斷 地 進 行 工 作 和 生
產。此外，AI 也促進了跨領域的整
合，催生新的產業和商業模式。工業
機器人將製造業精準度提升至奈米
級，預測性維護使設備停機率下降
60%。生成式AI已創造全球每月71 億
次的工具使用量。AI自動駕駛可減少
90%交通事故。AlphaFold 破解蛋白質
結 構 難 題 ， AI 輔 助 科 研 效 率 提 升
400%。精準醫療使癌症 5 年存活率提
高 28%，醫療成本降低 30%。教育領
域 AI 教師已涵蓋 73%基礎教育場景

……當前，AI 正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
度與規模分析數據、控制實驗、建立
預測模型，全球企業都賦能 AI 加速
創新提高新質生產力。

但毋庸諱言，AI 既帶來巨大機遇，
也帶來挑戰和風險。 比如導致40%職
位流失；存在隱私泄露、算法偏見隱
患。AI技術的雙刃特性使得它容易被
用於不法活動，如製造虛假信息、進
行網絡攻擊，以及過度依賴可能導致
創造力下降、認知能力退化等倫理問
題。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正成為AI倫理
治理的先驅，率先制定《人工智慧開
發與應用守則》，為科技發展劃定紅
線。作為東西方AI技術與市場對接的
橋樑，香港在21世紀的AI競賽中是躊
躇徘徊、 蹉跎歲月還是踔厲奮發，賡
續前行，視乎我們是否先讀懂杭州和
深圳的創科奇迹。

解決人才算力資金不足
科學倚重實事求是，我們要敢於直

面香港在這輪科技革命大潮所存在的
短板與不足。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最近
發布的《香港人工智慧產業發展研
究》揭示：技術人才招募困難是香港
AI發展的一個顯著問題。根據相關研
究，49%的受訪 AI 企業表示面臨技術
人才招募困難，41%認為本地技術人才
儲備不足，反映出高端人才與產業需
求不匹配；三所大學雖躋身全球AI頂
尖院校前 30 名，但人才外流現象顯
著。

其次，44%的 AI 企業面臨算力不足
挑戰，香港AI超算中心第二期工程要
今年底才能完工，71%的企業依賴雲計
算來救急。尤其是訓練大模型需要數
千張顯示卡的算力支持，香港土地資
源緊張制約算力基礎建設。總體觀
之，香港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產業鏈
結構失衡，僅17%企業實現基礎層、技
術層、應用層全鏈條發展，75%為中小

企抗風險能力較弱，31%選用內地超算
中心，26%依賴海外資源，顯示基礎建
設自主性不足。

根據DeepSeek資料，V3模型就花費
了近 560 萬美元。美國的 Anthropic 研
發一個模型的費用也要一億至十億美
元。而在香港，49%的企業投資金額少
於100萬港元，投資1000萬至1億港元
和超過1億港元的僅佔5%和4%，雖然
有43%的企業獲得政府基金資助，但只
有31%的企業能獲利，顯示企業的財政
狀況仍不理想。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今年的政府工
作報告提出，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持
續推動 「AI＋」行動，全力助傳統產
業升級轉型，發展AI為關鍵產業，政
府設立百億港元AI發展基金，在落馬
洲河套區建設深港AI創新合作區，實
施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等。在政策
的感召下，今年以來AI領域龍頭企業
加速在港集結，DeepSeek 在港設立全
球第二總部，匯集200多位國際頂尖AI
專家的商湯科技在港建立聯合實驗
室。此外，小紅書、DeepSeek、字節
跳動、螞蟻集團等估值超千億美元的
AI獨角獸，均很可能選擇來港上市。
政府也持續廣招國際耐心資本參與本
港AI產業發展。

在硬件配件上，佔地10萬平方米的
香港AI超算中心擴建工程完工後，功
能提升 5 倍將實現每秒 3000 千萬億次
浮點運算能力，不僅為香港企業提供
算力支持，更吸引騰訊、阿里雲等中
國科技巨頭設立聯合實驗室；多間本
港大學亦陸續建立研究架構。

香港憑藉 「一國兩制」優勢以及蓬
勃發展的創科生態效應，多層次的策
略布局漸見成效，正迅速崛起為AI企
業上市融資與技術研發的核心樞紐，
相關產業到2028年料將為香港GDP貢
獻超8個百分點。凡此種種，無不彰顯
香港正全方位把握AI時代機遇，香港
必可爭先領前，香港一定得！

十四屆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專題調研組近

日前往廣東省進行專題調研，期間重點考察
了粵東地區的科技創新、文化保育、綠色能
源及產業轉型等領域，又參觀了當地的中國
革命事業歷史舊址、歷史文化博覽中心和文
物館等。此行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內地產業靈
活高效，同時對歷史文化傳承又不失認真重
視，這對本港發展甚具啟發性，也令我們對
粵東香港深化合作充滿憧憬。

併船出海機遇更多
粵東地區與香港向來血緣相連，關係密

切。據統計，香港約有逾160萬人的籍貫為
粵東地區；兩地亦一直經濟互補、文化共
融。近年粵東地區進行產業創新發展，加上
粵港澳大灣區與 「一帶一路」倡議持續推
進，香港與粵東地區的人流、物流、資金流
和技術流都拉得愈來愈近，尤其在高質量發
展與區域融合方面，雙方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和潛力。

是次調研團重點考察當地的化學與精細化
工實驗室，以及健康科技、玩具、綠色能源
等產業，見識到內地產業發展模式與時俱

進，綻放着巨大發展潛能。美國正對國家挑
起關稅貿易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中心，如能積極與內地協同發展，併船
出海，攜手開拓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等新
市場，定能為自身和國家開創更多新機遇。

文教娛樂合作空間大
更難得的是，粵東在積極開創新發展之

際，也非常重視歷史舊址、街區及文物的保
育工作。當地的紅色旅遊、非遺文化保育傳
承等經驗，非常值得香港借鑑。一方面，本
港愛國主義教育可與本港歷史連結，從而激
發港青把愛國主義發揚光大；另一方面，本
港教育界亦可多與粵東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及
博物館交流互動，鼓勵港青到當地觀摩學
習，走走看看，廣交朋友。

隨着高鐵與高速公路網絡日趨完善，兩至
三小時的車程，港人已能直達粵東。除了吃
盡煎蠔餅、滷水鵝片、韭菜豬紅等潮汕美
食，其實香港與粵東之間，無論在產業協同
發展、教育文化互動、旅遊消閒娛樂等方
面，尚有更大更闊的合作空間，留待我們攜
手開拓，深化連結，一起團結努力為國家高
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香港AI發展熱潮湧動
路敏盈

粵東調研成果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召集人、民建聯副主席 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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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立法會昨三讀通過公司修訂條例
草案，以在香港引入公司遷冊機
制，修訂條例將於5月23日起生效，
公司遷冊機制亦會於同日起接受申

請。近年香港持續加大力度 「搶企業、
搶人才」，在招商引資方面政策頻出，實施

公司遷冊機制，透過簡化流程和節省成本，便利非本
地公司將註冊地遷至香港，正是其中一項重要措施。
香港築巢引鳳，敞開懷抱，外地公司來了就是港企，
將進一步發揮香港作為跨國企業集中地和總部經濟的
優勢，除了更好向外地公司進駐香港提供高增值賦
能，亦能為本地引入更多活水，令香港成為企業匯聚
發展的聚寶盆。

傳統上，企業若需變更註冊地，往往需在原註冊地
完成清盤、再於新註冊地成立新實體，這一過程不僅
耗時耗資，還可能因法律實體中斷導致合同關係、知
識產權歸屬等風險。公司遷冊機制滿足外地企業對遷
冊來港簡單易用的需求，非香港成立公司只要符合相
關要求，便可申請遷冊來港，保留法人身份並確保業
務持續性，過程中公司財產、權利、義務及法律責任
不受影響。遷冊後，若同類利潤在香港被徵稅，政府
將提供單邊稅收抵免以避免雙重課稅。其實，早於
2021年，香港已設立簡便的基金遷冊機制，以便利
外地基金來港營運。今次在原有的基礎上拆除籬笆，
擴大遷冊機制涵蓋範圍，而且遷冊公司被視為等同在
香港成立的公司，是自家人，有助增強外地企業將香
港作為遷冊首選地的吸引力。

尤其，當前世界處於動蕩當中，特朗普政府挑起的
關稅戰貿易戰，破壞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造
成企業跨國經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的挑戰。企業面對
不斷變動的國際環境，遷冊不僅是一種避險手段，更
能為其提供持續成長的契機，讓經營者走得更穩更
遠。而香港在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下，堅定不移
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障資本、貨物、信息和人員的
自由流動，維持簡單低稅制，法治信譽優良，專業服
務完善，是一個穩定、安全和可預期的國際化經濟城
市，可謂外地企業 「避險」的最佳選擇地之一。此時
本港推出遷冊機制，精準回應相關需求，對外地企業
來說既是 「正逢其時」，亦能 「一拍即合」。

遷冊機制的推出，以及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設立香港家族辦公室等，都是香港 「築巢引鳳」戰略
的關鍵舉措。特區政府積極 「搶企業」，好消息正不
斷傳來，今年前4月，投資推廣署共協助223間內地
和海外企業來港開設或擴展業務，較去年同期增長
13%；引進辦成功吸引84間重點企業，不少計劃在港
設立國際或地區總部。李家超特首今次成功中東行，
又為引企熱潮再添一把火。隨着更多企業在港落地，
將帶來專業服務需求、投資和工作機會，為港經濟發
展注入新動能。同時，香港擁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的獨特優勢，直接參與內地的龐大市場並與世界
接軌，可發揮 「超級聯繫人」之作用，為全球企業提
供確定性的價值增長機遇，助其實現發展願景。

未來，本港仍要持續面向外講好香港故事，擴大開
放、擁抱世界，展現 「軟實力」，提升 「硬實力」，
吸引更多企業以香港為基地統籌全球業務，並以更好
的配套讓每隻 「鳳凰」扎根成長，打造出一座生生不
息的 「企業聚寶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