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學術燈塔失色 香港人才樞紐初成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楊華勇

熱門話題
美國頂尖高等學府

哈佛大學，突然遭特
朗普政府禁止校方招

收國際學生，要求在讀國際學生轉校或離
境。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指，中方一貫反對將
教育合作政治化，批評美方有關做法只會損
害美國的形象和國際信譽，中方將堅定維護
海外中國學生和學者的正當合法權益。

特朗普政府「自廢武功」
建校近 400 年的哈佛，多年來培養了大量

人才，無論在美國國內抑或海外，這些精英
在各自的行業叱咤風雲，引領世界的進步。
至於目前尚在哈佛留學、佔該校學生總數
27%的6800名國際學生，他朝亦必成大器。
正常的政客會視他們為掌上明珠，願意給予
一切必要的幫助，但特朗普偏偏反其道而
行，逐之唯恐不及。

哈佛大學作為全球頂尖學府，其 400 年的
教育積澱印證了跨國界人才流動對文明進步
的深遠意義。國際學生每年為美國高校貢獻
450 億美元經濟價值，並成為美國國家創新
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矽谷科技巨頭的創始團
隊中，移民創業者佔比達55%以上，這正是
開放政策結出的碩果。長久以來，高等教育
是美國的名片，是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
分。

特朗普政府以 「國家安全」為名收緊留學
政策的行為，本質上是對全球化人才競爭趨
勢的誤判。當加拿大通過 「全球人才通道計
劃」加速吸納高端人才、英國重啟PSW簽證
爭奪國際畢業生時，美國推行學術排外政
策，或將重蹈上世紀 「麥卡錫主義」驅離科
學家的歷史覆轍。

值此美國 「自廢武功」之際，正是香港高
等教育把握良機、廣納天下英才之時。特區
政府把握這個搶人才的機會，呼籲本港大學
積極行動，為哈佛學生提供便利，吸引頂尖
人才來港。科大、城大率先響應，其中科大
會無條件錄取，城大更提供特別獎學金。教
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局方已即時與本港大
學聯繫，呼籲大學積極行動，為合資格者提
供便利措施，維護學生和學者的正當合法權
益，各大學均積極回應，吸引全球優秀學子
來港升學。此外，局方亦聯繫哈佛大學香港
校友會，為已獲哈佛錄取的學生提供支援。

須完善政策吸引人才
曾在美國史丹福大學就讀的行會召集人葉

劉淑儀讚賞科大、城大的做法，呼籲本港其
他大學跟隨，吸引人才來港。香港作為全球
唯一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的城市，具備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是留

學和研究的理想之地。教育局和各大學應致

力完善非本地學生來港後在 「衣、食、住、
行」等各方面生活和學習上的配套，特區政
府長遠也應持續優化各項招納人才政策及推
出優惠措施，吸引非本地學生畢業後留港發
展。

香港想發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國際
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就必須盡量吸納精英學
生，多多益善。現在是各地學生報讀大學的
季節，新加坡、加拿大、歐洲等地的學校必
向 「哈佛難民」招手，所以香港機不可失。
香港的政策一定要完善，在簽證、住宿、學
分轉換等方面，要有強而有力的支援，盡量
去歡迎哈佛的學生。總之，要將特朗普的昏
招，轉化為香港升級轉型的契機。

全球學術格局重構背景下，美國學術影響
力相對減弱，香港人才樞紐地位凸顯。美國
因政治極化、科研經費削減及移民政策變
動，削弱了其傳統學術吸引力，部分學者轉
向亞洲市場。香港依託 「一國兩制」的制度
優勢，通過人才引進計劃、國際科研合作網
絡和低稅率政策，正在構建跨領域創新生
態。其角色類似新加坡上世紀的經濟轉型策
略，以開放姿態吸納多元文化背景人才，將
地緣政治挑戰轉化為發展機遇。未來，香港
在學術自由與治理效率之間的平衡優化程
度，將對其樞紐地位的穩定性產生重要影
響。

確係「世界立立亂，中國認真掂，香港最安全！」
山西省港區政協常委及召集人、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永遠名譽主席及副主席 蔡志忠

「世界立立亂，
中國認真掂，香港
最安全！」這是中

聯辦主任鄭雁雄在出席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5
周年會議上的講話，他用粵語講出，顯得更
有說服力，也讓人更有親切感，在世界一片
亂象中，香港與國家的風景這邊獨好。說得
沒錯，今天全球各地不是受戰亂影響，便是
被關稅脅迫，中國不畏強權，堅持對等反
制，逼得美方不得不作出讓步。對於身處和
平世界的東方大國，可以形容這是一個階段
性的勝利！

金融市場活躍度顯著提升
來看看近期香港的金融市場，大型新股排

隊到港上市集資，市場反應十分熱烈。本港
作為融資平台，在首次公開招股（IPO）及企
業股份增發方面，今年的成績令人非常鼓
舞，寧德時代H股作為全球今年以來最大宗
IPO交易，使香港目前在全球IPO排名進入第
二。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當
工商界被貿易戰打得暈頭轉向的時候，環球資
金投向了世界最安全的城市。是危是機取決於
自身的處境，是好是壞都屬於我們的時代！

我們這些樂觀主義者相信國家，相信香
港，也相信自己。看到的是各地資金繼續蜂
擁而來，企業和人才不斷增長擴張，帶來的

經濟效益將會慢慢浮現。而中國今年首季經
濟增長高達5.4%，香港增長也達到3.1%，都
屬於增長較好的國家和地區。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香港的金融板塊勢頭良好，既獲取應
有的利益，也符合自身的定位，前景可謂一
片光明。那麼這個優秀的產業頂住了半邊
天，又能否帶挈其他行業健康穩定發展？如
表現不太理想的零售和飲食業，以及地產業
等等。

金融市場的蓬勃和人才政策的成功，將能
夠帶動周邊配套產業升級，除了有大量的家
族辦公室和各類基金的成立，也將是虛擬資
產和Web3的新基地，香港更有充分條件打造
成為亞洲教育之都，大量的人才來港工作、
內地和海外學生到港入讀等等，創造住宅市
場更大的需求，以及學生宿舍這條龐大的產
業鏈。在新的商機出現之下，傳統行業又能
否受惠？悲觀的論調仍然充斥市場，每當零
售或飲食市場出現倒閉事件，媒體馬上爭先
恐後報道；又如地產市場出現減價出售，網
上又立刻紛紛唱衰物業市場，甚至指名道姓
說這個破產那個走路，為博更多流量，無所
不用其極，真正 「語不驚人死不休！」

房價有望止跌回升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傳統

行業的確出現商店 「執笠潮」，當然也有一

些新開張；樓市方面，部分中小地產商和投
資者因財困被銀行Call Loan，甚至出現銀主
盤情況。然而相比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至
2003年 「沙士」期間，香港出現逾萬宗銀主
盤，現在的440幾宗，只是小兒科。不過，
現今某些投資者的物業被銀主接管拍賣，便
有大量的負面報道，雖然銀主拍賣只是個別
例子，但網上卻充滿譏諷嘲笑的言論，正是
一沉百踩，香港網友的質素有下降趨勢。

近日利率大幅下降，執筆當天銀行拆息
（Hibor）跌至0.67%，H按息低至1.9厘多，
創近3年新低，對經濟和樓市非常利好。筆
者多次強調，利率是決定樓價升跌的主要因
素，過去受制於美聯儲強美元政策，引致香
港利息居高不下，也導致部分借貸過度的投
資者和中小企業面臨困境，苦苦支撐一段時
間後，資金鏈開始斷裂，才讓銀行使用收樓
程序進行拍賣。

這樣的話，市場上會產生一些超低價成
交，再經過網上淡友的大肆宣揚，骨牌效應
之下，樓價便愈做愈低。所謂成也利率，敗
也利率，對於後市發展，筆者沒那麼悲觀，
相信美國很快會改變貨幣政策，大幅下調利
率，甚至重啟量化寬鬆政策來支持疲弱經
濟。因此，雖然樓市還在低位打底，但是利
率也會在低點徘徊，樓價自然就有機會止跌
回升。

名家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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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
5 月 22 日出席 「其
命惟新——廣東美

術百年大展（香港）」開幕式致辭時表
示，在國家 「十四五」規劃下，香港正發
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發揮 「一國
兩制」下內聯外通優勢，傳承中華文明底
蘊，讓中國藝術的壯闊山河，透過香港走
向國際舞台。李家超提到，這次展覽的主
題 「其命惟新」取自《詩經》，寓意文化
傳承要在守正中創新，在開拓中前行。這
次展覽將展出超過100件經典作品，涵蓋嶺
南畫派名師大家的重要畫作。

「廣東美術百年大展」系統呈現了廣東
美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與藝術成就。
該展覽已先後在北京和廣東成功舉辦，此
次香港展將向觀眾展示嶺南藝術的獨特風
貌。廣東美術百年發展的雙軌脈絡：一面
是以嶺南畫派為代表的中西藝術交融探
索，以開放胸襟革新傳統水墨語言；另一

面是對筆墨精神的堅守，彰顯文化根脈的
賡續傳承。嶺南一脈，粵港同根，廣東與
香港山水相連、文脈相通，更在國家危難
之際共擔民族大義。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的漫長歲月中，烽火連天、山河破碎，一
批又一批粵港藝術家投身抗戰洪流，有些
更以畫筆為刃，喚醒民族大義。

以藝術傳遞家國情懷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

偉大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
神財富，將永遠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
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
鬥。

廣植愛國情懷，橫渡古今中外，粵港暉
映互照，共登藝術雲霄。

嶺南畫派百年丹青長卷，不只是筆墨的
盛宴，更是一柄解讀中華文明基因的精神
金鑰。當《嶺南春曉》的曙色穿透展廳，
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居廉筆下的木棉花，更

是中華文化 「筆墨當隨時代」的覺醒；關
山月《綠色長城》裏挺立的紅樹林，早已
超越自然意象，成為民族危亡時刻藝術家
的錚錚鐵骨。從二居撞水撞粉的革新勇
氣，到抗戰時期香港文化界的鼎力相助，
嶺南美術的每一次蛻變都印證着：真正的
藝術從不是孤芳自賞的筆墨遊戲，而是將
生命體驗熔鑄為時代精神的火炬。這種深
植於血脈的文化自覺，讓珠江潮水與香江
燈火在百年丹青中水乳交融，繪就了超越
地域的中華文化精神圖譜。當我們凝視這
些畫作，觸碰的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精
神密碼。

香港已成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並每
年籌辦 「中華文化節」，進一步提升香港
市民的民族自信。李家超勉勵藝術界要銘
記先烈為民族存亡而戰的堅定意志，以
中華文化藝術軟實力，向觀眾呈現家國
情懷的要義，提醒社會珍視得來不易的
和平。

港事講場

丹青為鑒——百年嶺南繪畫中的國家情懷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兼永遠會長 龍子明

特首近日率領香港及內地高級別商貿代表團訪問卡塔爾
和科威特兩個中東國家，筆者有幸代表工總獲邀參與其
中，並在特區政府和貿發局的悉心組織及安排下拜訪了卡

塔爾、科威特商會、金融機構、參觀企業和博物館等。過去港商及內地企業對兩
地的市場認識不深，今次代表團讓隨團成員更了解當地歷史、發展背景、近年金
融貿易、創科發展和市場情況，並促進港商及內地企業與兩地建立聯繫和合作。

中東市場發展潛力無限
卡塔爾和科威特兩地過去的經濟發展相對依賴石油相關產業，但近年兩地政府

分別提出「2030國家願景」與「2035國家願景」，積極推動經濟轉型和多元發展，並
聚焦智慧城市、可再生能源與高端製造等新興產業，與香港推動的新型工業化高
度契合，今次中東之行相信能為中東方面的投資進入香港及內地市場鋪橋搭路。
同時，縱觀現時國際經貿局勢複雜，港商和內地企業有需要開拓更多新興市場，
以分散營商風險，筆者認為今次中東之行能進一步建立和鞏固我們與海灣合作委
員會（海合會）國家的關係，為未來港商及內地企業進入當地市場打好根基。

今次中東之行促成訪問團成員與卡塔爾和科威特達成了共59份合作備忘錄和
協議，涵蓋有關經貿、科技及貨物通關與流動等範疇，反映當地政府及業界都
十分歡迎與港商和內地企業開展合作關係。工總在行程中亦與卡塔爾工商會
（Qatar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及科威特工商會（Kuwait Cham-
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簽署合作備忘錄，這些中東地區的工商會有一
個特別之處，就是所有當地企業都需要加入，換言之聯繫當地商會就能聯繫當
地所有業界。工總希望透過今次合作為香港工商界及當地業界建立有效溝通機
制，共同協商如何促進經貿發展。

把握商機開拓市場
工總在去年12月亦有帶領工總其中15個分組的會員企業到訪沙特阿拉伯及阿

聯酋，訪問當地商會、銀行、企業，觀摩他們的運作和最新發展，亦與其中一些
機構簽署了合作備忘錄。筆者在考察中發現中東在宗教、文化、習俗、政治和經
濟制度均與華人社會不同，加上他們正值經濟轉型及工業發展的起步階段，港商
如欲開拓市場，當然要建立人脈並掌握當地經貿動態，過去港商可能因資源有限
而受到阻力，正因如此，政府及工總舉辦的外訪團就能對症下藥，協助港商理解
當地營商環境，為未來合作發展消除屏障。筆者欣見現時已有香港企業成功落戶
中東，以香港一家專注於3D打印陶土珊瑚礁盤技術的初創企業為例，該公司成
功獲得中東主權基金的投資，並在阿布扎比設立生產基地進行產品研發與應用。
該案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香港企業在中東地區存在潛在的市場拓展空間。

中東國家對清真認證產品需求龐大，為推動港商進一步進入中東市場，工總
5月初與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BOT）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本地清真
認證合作，包括產品認證、產業推廣與知識交流。全球穆斯林人口超過20億，
清真市場涵蓋食品、化妝品、服飾與旅遊等產業，潛力龐大。工總正透過香港
優質標誌局建立與清真相關的 「Q嘜」，提升本地產品及服務於穆斯林社群的
認受性，為食品、食肆及相關產業開拓新商機，並藉此提升香港作為 「穆斯林
友好城市」的國際形象，吸引更多旅客與投資者來港。

未來，香港工業總會將持續發揮橋樑作用，促進香港與中東地區的深度合
作，協助港商打開營商方便之門。

特首中東之行成果豐碩
大開營商方便之門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莊子雄

商界心聲

香港再出發大聯
盟（下稱大聯盟）
舉行成立 5 周年主

題論壇，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
澳辦夏寶龍主任發賀信，充分肯定了大聯
盟為香港走向由治及興發揮了積極作用，
令人振奮。夏主任同時強調，香港要在百
年變局中保持定力奮發進取，也啟示香港
各界要持續真抓實幹，愛國護港，與祖國
一起締造輝煌。

大聯盟於2020年成立，堅持捍衛 「一國
兩制」，推動香港戰勝艱難，重新出發。5
年過去，在中央堅實的支持、李家超特首
的果敢帶領，以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下，香港重歸法治，積極進取，打拼經濟
民生。筆者作為大聯盟副秘書長之一，能
一起見證香港砥礪前行，開啟新篇，也深
受鼓舞及欣慰。

我們由衷感謝夏主任在賀信中的精闢勉
勵，定必繼續深入學習貫徹習主席重要講
話精神，主動識變、應變、求變，全力拼
經濟、謀發展、搞建設，持續深化國際
交往合作，積極對接國家戰略，為加快
香港由治及興、助力強國建設貢獻更大
力量。

香港在祖國支持下，旅遊經濟復蘇，
特區政府通過國際訪問拓展合作，充分
發揮 「一國兩制」優勢。日前，外交部

宣布國際調解院總部將設於香港，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將出席
在港舉行的《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
約》簽署儀式，亦再次盡顯香港具備獨
特專業的優勢，贏得國際社會的信心和
肯定。

當前國際局勢複雜多變，香港在維護國
家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需保持謹
慎。正如中聯辦鄭雁雄主任所言， 「世界
局勢動蕩，中國穩步發展」，香港與國家
前景光明。只要我們堅定信心，堅持改革
創新，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優勢，必能
不負國家期望，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
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眾行致遠創新篇 愛國護港獻力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召集人、立法會議員 陳勇

參政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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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于文

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將於年底分階
段啟用，標誌本地中醫藥發展踏入
新階段。除提供臨床服務外，院方
昨表示，亦將推動中醫藥發展及承

擔科研任務。政府統計處指出，中醫在
本港深受歡迎，診療人次佔整體近四分之

一，亦吸引不少旅客專程來港購藥與尋醫。中醫醫院
的定位，不僅是家普通的醫院，還肩負着推動中醫藥
傳承創新發展的重任；香港可以憑藉制度優勢與國際
接軌能力，扮演推動中醫藥國際化的推手角色。

中醫藥是中華傳統瑰寶，在慢性病緩解、婦科調理
及預防保健等領域，中醫療效已獲普遍認可；中藥
店、中醫診所分布於各區域，已融入民眾的日常生
活，近年更擴展至中國以外。根據數據顯示，全球超
過30萬名中醫藥從業人員在中國以外地區開設了8萬
多家中醫診所。中醫藥漸受國際認可，但在非華人圈
子始終認受性不足。一大主因，乃是現代醫學以西方
為首，傳統以單一分子為本的西藥檢測，難以全面評
估中藥複方及煎煮後成分的整體療效。中醫醫院計劃
建立臨床研究平台，便有助推動中醫理論與現代科研
融合，收集臨床實證以實證數據說明中醫效果，為中
醫藥建立具國際認受性的實證基礎。

事實上，中醫藥既要傳承，也要創新，包括應對新
的醫療演變。中醫藥在新冠疫情一役，已證實有助緩
解症狀和加快康復。中西合璧的醫學發展，未來尚可
探索更符合中醫藥特性的研究方法，如症型分類分
析、整體療效評估等。強調中西協作的中醫醫院，可
成為科研與診療之間的橋樑，臨床醫師可直接參與藥
效研究與產品開發，實現 「診研合一」，推動知識轉
移與實證醫學發展，達致傳承與創新並重。此外，中
醫醫院還可作為中醫藥轉化與產品測試平台，協助業
界符合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標準，提
升產品信譽與出口能力。香港本已具備國際認可的檢
測系統與專業審批流程，若能在醫院內整合臨床與產
業鏈數據，有望形成由診斷、研發、生產至出口的完
整中醫藥產業鏈，亦可提高本港作為國際中醫藥認證
與產品轉化樞紐的地位。

中醫藥要國際化，人才是關鍵。過往中醫藥教育面
對實習機會不足、訓練平台分散等問題，難以培育具
臨床實力與國際視野的中醫師，中醫醫院正好補足此
短板，成為本地教研培訓一個中樞。目前本港已有三
所大學提供中醫藥課程，中醫醫院日後可為學生提供
更多實習機會，同時吸引內地實習生來港交流，增強
兩地學術互動。內地的「岐黃工程」亦具借鑒價值，該
計劃透過師徒制與專科深化訓練，並設立臨床接診、
經典理論與專科考核等標準，全面提升中醫師質素。
中醫醫院將提供深造培訓，當中可結合內地的師徒
制，加深對中醫藥知識、技能和經驗的學習和積累。

總括而言，中醫藥要 「走出去」，須民間認可、市
場需求，更須制度環境的支持。中醫醫院的設立，提
供了一體化平台，將中醫實踐、科研轉化與產業推廣
以及人才培養融合為一，為中醫藥現代化與國際化奠
定根基。未來若能善用香港制度與區位優勢，加快與
國際標準接軌，香港將不僅是中醫藥發展的試驗場，
也必將為中醫藥懸壺濟世、救治萬民立下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