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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 28
載，在中央政府的
堅定支持下， 「一
國兩制」實踐取得
舉世矚目的成就。
香港國安法實施 5
年來，更成為由亂
到治的關鍵轉折，
社 會 重 拾 法 治 基
石，民生經濟重回
正軌。當前香港正

處於由治及興的新征程，印證了民心所向：
唯有維護國家安全，才能築牢繁榮根基；唯
有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方能激發創新動能。
香港各界以 「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善用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金融、科
創、文化等領域實現新突破。700萬市民同
心篤行，必將讓東方之珠綻放更璀璨的光
芒，為民族復興偉業書寫動人的香江篇章。

多個領域取得顯著成就
香港 GDP 突破 3 萬億港元大關，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持續鞏固，跨境資
產管理、家族辦公室、IPO市場、航空貨運
等領域的亮眼資料，以及初創企業蓬勃、數
碼競爭力躍升，無不彰顯香港經濟的韌性與
活力。香港 「搶人才、搶企業」成效斐然，
海內外企業與人才的匯聚，特別是外國商會
對香港營商環境的積極評價，充分印證了國
際社會對香港未來投下的信任票。

值此香港回歸祖國 28 周年之際，一份亮
眼的 「成績單」舉世矚目：香港再次榮膺
「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穩居世界第三，世界競爭力躍居全球三甲，
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亦高居全球第三。更
有國際調解院總部正式落戶香港，公約簽署
儀式圓滿舉行；三所大學躋身全球 50 強，
五所大學穩居全球百強之列……這串串碩
果，是香港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活力蓬

勃的生動註腳，更是國際社會對香港安定、
自由、繁榮的高度肯定。

這一系列輝煌與突破，絕非偶然。它根
植於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深厚土壤，
中央政府的堅定支持與香港社會的奮發圖
強在此交融共振。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
是對香港法治精神與專業水平的崇高認
可；高等學府在全球學術版圖中地位攀
升，為未來發展孕育着永不枯竭的智慧動
能。這些成績昭示：當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得到根本維護，香港的制度優勢
便能盡情舒展，釋放出令世界矚目的耀眼
光芒。

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建設香港
特區政府以 「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

在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的精妙平衡中，敢於
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直擊經濟社會深層次矛
盾。行政主導體制運行順暢，治理效能持續
躍升——這不僅是治理理念的革新，更是治
理實踐的有力證明。

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凝聚起共建香港的
磅礴合力。愛國愛港政團社團發揚優良傳
統，積極凝聚社會共識，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成為特區發展的重要支撐。工商
界堅定 「以港為家、倚港興業」信念，勇擔
經濟發展主力軍，不斷探索新增長點。各行
業、各群體皆以香港與國家整體利益為重，
在經貿、金融、科教文衛等廣闊領域各擔其
責、各展所長。

民生福祉的切實提升是社會和諧的基石。
特區政府在房屋土地供應、社會福利、醫療
健康、勞工權益保障等方面持續發力並取得
實效，如公屋輪候時間縮短、基層醫療強
化、福利覆蓋擴大、長者保障完善、勞工權
益加強等舉措，讓市民真切感受到 「看得
見、摸得到」的實惠，增強了獲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築牢了長治久安的社會基礎。

從高效協同的治理體系，到深入基層的服

務網絡，再到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香港正
形成治理能力現代化與治理效能提升的良性
階段。廣大市民以具體而微的日常行動，持
續為家園添磚加瓦、增光添彩。當治理體系
日臻完善，當社會力量被充分啟動，當每位
市民都成為家園建設的主動參與者，香港定
能在新征程上綻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一個屬
於全體居民的繁榮家園，必將在同心同德的
耕耘中日益豐盈。

「一國兩制」是最佳制度
「內聯外通」優勢的鞏固拓展則為香港開

闢了更廣闊天地。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
合作，穩步推進前海、河套、北部都會區等
重大平台建設，成功舉辦國際金融峰會，以
及 「拼船出海」拓展合作、成立香港國際廉
政學院提升國際影響力等，都使香港 「金字
招牌」更加閃亮，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戰略
平台，其整體功能定位與角色價值已獲得顯
著提升。

這份沉甸甸的成就清單，是 「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的輝煌篇章，是香港由治及興新階
段的有力證明。它深刻揭示：維護國家安全
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是香港持續騰飛的引擎，聚焦發展、改善民
生是凝聚社會共識的關鍵。展望未來，我們
更有信心，在中央的堅定支持下，依靠香港
社會的團結奮鬥， 「香港號」列車定能沿着
「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駛向更加光明璀

璨的未來，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
大貢獻。

香江奔湧，見證東方之珠的璀璨新篇。
歷史證明， 「一國兩制」是維護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切實可行，深得人
心。展望未來，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香
港，定能繼續書寫繁榮與進步的新傳奇，
讓這顆活力四射的東方之珠在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征程中煥發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同心再啟航 共創香江新輝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楊莉珊

美 國 駐 港
總領事梅儒
瑞近日公然

宣稱所謂香港國安法 「侵蝕司法獨立
自由」、 「跨國鎮壓」，此類罔顧事
實的政治操弄，不僅褻瀆香港法律的
專業尊嚴，更是對700多萬香港市民
親身見證之法治進步的惡意否定。梅
儒瑞還提到反中亂港分子黎智英涉香
港國安法案，宣稱這些情況是 「香港
與美國關係的摩擦點」。黎智英案的
司法程序仍在進行，任何對案情的公
開預判都是對法治原則的嚴重挑戰。
司法獨立與公正審判作為現代法治社
會的基石，全社會都要共同維護法庭
的審判空間。這不僅關乎程序正義，
更直接影響實體公正的實現。梅儒瑞
作為外交官員，對香港司法程序的指
手畫腳已構成越界。

香港國安法實施5年以來，本港法
院一直彰顯司法公正，一再擊穿反華
勢力的抹黑詆毀，昭示 「一法安香
江」的輝煌成就。

根據世界銀行 2024 年 10 月 30 日發
布的最新《全球治理指標》，香港在
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繼續排名第 6，並
在全球142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23，
整體排名維持高位，並繼續領先於一
些不時無理批評香港法治和人權狀況
的歐美國家。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
保持着深受信賴的法律制度，其法治
更是一直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和尊
重。

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列出的罪行具有域外效力，完全
符合國際法原則、國際慣例和各國家
和地區通行做法，並與世界其他國家
和地區一致。香港警方作為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的執法部門，有權力有責任
依法追究在境外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
惡行。那些一直身處美國等西方國家
的反中亂港分子被通緝，大都是因為

他們在海外持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
勾當，包括煽動分裂國家，以及乞求
外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區實
施 「制裁」、封鎖及採取其他敵對行
動，並繼續肆意勾結外部勢力包庇其
惡行。香港警方採取一切合法措施打
擊有關潛逃行為，做法有理有據，實
屬必要和正當。

作為經常處理跨境案件的律師，筆
者對內地與本港法治協作的治理智慧
感觸尤深，在去年協助某港資企業申
請認可內地法院的商事判決時，親歷
兩地司法機構在國家安全框架下的高
效銜接。當案件涉及跨境股權糾紛可
能影響金融穩定時，香港高等法院依
據《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
排》謹慎審查，最終在保障市場主體
合法權益前提下，依法裁定認可內地
判決並凍結涉事資產。這種中央事權
把關與特區司法程序有機協同的機
制，既築牢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
秩序，更彰顯 「一國兩制」下制度創
新的治理效能。某些西方輿論曾質
疑，兩地判決互認會削弱香港司法獨
立，而香港法律界以專業實踐向國際
社會證明，當香港法院秉持香港國安
法精神審慎行使裁量權時，普通法體
系與國家安全需求的創造性融合，正
為跨境司法合作注入更強制度韌性。

站在香港國安法實施5周年的歷史
節點回望，曾被黑暴封堵道路的灣
仔，現今已成為國際法律論壇的舉辦
地；曾被反中亂港分子破壞、癱瘓的
立法會議事廳，已完成復修，議會秩
序重歸正軌，去年亦全票通過《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足證香港國安法是
香港由治及興的定海神針。

當梅儒瑞之流仍在大放厥詞時，香
港正以鏗鏘事實宣告： 「吾有寶劍名
國安，可護香江萬世安；法治金身豈
容瀆，東方明珠自煌煌！」

來論

一年一度的《施
政報告》諮詢期已
開啟。港府的財政
收支引發很多人士
的 關 注 ， 筆 者 認
為，如何善用香港
現有的大型基建項
目，對改善港府財
政收入大有益處。

香港有多個大型
基建項目，其財政

收支狀況不盡如人意，應思考如何調整項目
的相關政策、增加項目內涵、優化運營模式
等，使這些項目可以煥發青春，發揮更大經
濟效益，為港府增加財政收入。例如港珠澳
大橋、啟德郵輪碼頭、機場商業中心、啟德
體育園區和西九龍文化區等。以下為具體建
議：

1、港珠澳大橋方面。a）建議進一步放寬
跨境車輛配額，增加私家車和商用車的通行
量。b）建議港府與內地有關部門協商，放
寬港車北上的行車範圍，由目前的廣東省擴
大到全國，享受與內地車輛同等行車地域管
制。這不僅有助於增加大橋的車流量，亦有
機會促進港人的購車消費。c）優化大橋通
關流程，縮短等候時間，提升大橋的使用
率。建議考慮引入動態定價機制，在非高峰
時段降低通行費，吸引更多車輛使用。d）
擬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推
動大橋成為區域物流樞紐，吸引更多貨運業
務。大橋周邊可開發配套商業設施，如休閒
養生區、零售店和餐飲服務等，增加非通行

費收入。
2、郵輪碼頭方面。a）進一步擴大郵輪航

線的覆蓋範圍，吸引內地郵輪和更多國際郵
輪公司停靠香港。b）檢視香港與郵輪相關
的稅收政策和碼頭收費標準，以及服務水
準，並作相應調整優化，鼓勵郵輪公司選擇
香港作為母港或主要停靠點。

c）加強與周邊旅遊景點的聯動，開發
「郵輪+本地遊」套餐，提升遊客遊玩的效

率和效益。d）郵輪碼頭周邊可增設商業設
施，如免稅店、特色餐廳和文化展覽，便於
遊客在短暫停留時間內便捷和充分消費。
e）更好利用碼頭內大量空置的樓面，將其
發展成與啟德住宅區生活所需的商業休閒中
心，以增加碼頭大樓的收益。

須提升基礎設施經濟效益
3、機場商業中心方面。a）進一步提升

香港國際機場作為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
建議優化轉機流程，吸引更多國際旅客和
大灣區居民選擇香港作為中轉站。b）機場
商業區除高端零售品牌外，擬引入更多國
際特色餐飲，提升非航空業務收入。c）為
了高質發展航空物流業務，保持國際空運
一哥地位，擬吸引更多國際貨運公司來港
設立區域分銷中心，進一步增加貨運收
入。d）機場北商業區的發展擬雙重定位，
除服務機場周邊外，引入更多商業、展覽
和辦公設施，打造綜合商業中心，在機場
北商業區與未來北部都會區之間建設快速
交通，將其定位成為北部都會區的副商業
中心和物流中心。

4、啟德體育場館方面。a）建議增加體育
場館的使用效率，除體育賽事外，可承辦更
多大型文化活動、演唱會和展覽。b）擬引
入私人機構參與運營，通過冠名權和贊助來
增加收入。c）場館周邊擬增加商業配套設
施，如餐飲、零售和娛樂設施，將其打造成
綜合性休閒區，用天橋或地道將各建築連
通，便於人員四處走動。d）與大灣區相關
部門協商，將啟德體育園區開發為大灣區某
些特定體育項目的培訓中心，吸引大灣區和
國際培訓教員和學員相對長期入住和使用場
館。

5、西九龍文化區方面。a）建議加大文化
區本身的宣傳，進一步發揮文化區的吸引
力。b）加建高檔次的歌劇院，常年演出分
別適合不同年齡人群的經典歌劇，打造亞太
區國際經典歌劇中心，成為繼美國百老匯和
倫敦 SOHO 區之外，全球第三個國際級的
演藝中心。引入更多國際級文化活動和藝術
展覽和高端遊客。c）西九龍站商業區應優
化租戶組合，引入更多國際和內地品牌和特
色商戶，增加長期穩定收入。

總之，改善香港大型基建項目的收支，將
有助增加港府的財政收入；優化商業模式、
加強區域聯動，有助提升香港的消費市場發
展。

然而，善用上述大型基建項目不僅僅是政
府的事，改善財政也不能單靠政府，我們商
界各行各業都責無旁貸，讓我們攜手，共同
推動這些基礎設施的經濟效益最大化。目標
就是為港府帶來更多收入，同時，促進香港
整體消費和經濟發展。

2025年7月1日，
香港回歸祖國 28 周
年。過去五年，在

中央的堅強領導下，香港實現由亂到治，
邁向由治及興的高質量發展階段， 「一國
兩制」制度展現蓬勃制度生命力與經濟韌
性。

法治建設築牢根基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終結了香港在國家

安全方面的 「不設防」狀態，推動香港實現
由亂到治的轉折。2024 年通過的《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使香港國安法治體系全面形
成，有效遏制反中亂港勢力，鞏固了行政主
導體制。根據統計，香港在《2024 年法治
指數》的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繼續排名第
六，並在全球142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23，
整體排名維持高位，彰顯 「一國兩制」下香
港法治的韌性與活力。

香港穩居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憑藉完善的
金融體系、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港政策，
香港在金融、航運、貿易領域持續領先。

2025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香港排
名躍升至第三位。同時，隨着《內地與香港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等協議的
推進，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實現優勢互補與互利共
贏。特區政府實施的 「搶人才、留人才」計
劃三年來成果斐然，各項人才入境計劃至
2025 年 2 月底共收到 45 萬宗申請，當中逾
29 萬獲批，約 19.6 萬名人才抵港，香港國
際化的工作環境、完善的公共服務、低稅率
及多元文化，為人才提供了優質的發展和生
活條件。

融合創新與區域協同
2024 年國防部宣布艦艇訪港常態化，經

中央軍委批准，7 月 3 日至7 日，由航空母
艦山東艦，導彈驅逐艦延安艦、湛江艦，導
彈護衛艦運城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將訪問
香港，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人民海軍以編隊
或單艘艦艇的形式多次到訪香港，面向香港
同胞組織甲板招待會、艦艇開放參觀、國防
知識講座、文化交流等開放活動。民建聯在

2025 年兩會建議中提出期盼更多如海軍艦
艇的 「國之大器」來港展出，讓香港市民親
身感受國家國防技術成就，增強民族自豪
感。此次訪問彰顯中央政府對香港同胞的深
切關懷，為市民提供零距離感受國家國防實
力的珍貴契機，進一步印證國家對香港的戰
略重視。

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穩步前行，國安
法為 「一國兩制」實踐保駕護航。市民對國
家安全的認識不斷深化，特區政府加速構建
現代化國安體系。產業升級步伐加快，科技
創新成為發展引擎，金融與專業服務領域持
續深化，推動經濟向創新驅動轉型。區域協
同為香港發展注入活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成為關鍵契機，香港與內地城市攜手合作，
實現資源共享與市場開拓。憑藉國際化專業
服務與金融優勢，香港在大灣區中找準定
位，貢獻獨特力量。

站在新起點，香港將持續發揮 「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優勢，全面貫徹 「一國兩
制」方針，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以及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謝湧海謝湧海

商界心聲

「一國兩制」鑄就繁榮穩定新紀元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陳克勤

善用大型基建項目 增加港府財政收入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謝湧海

美政客詆國安法終徒勞
法治金身護香江明如鏡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副會長及法律顧問 畢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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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昨日是全港熱烈慶祝回歸祖國 28
周年的大喜日子，歡樂祥和氣氛遍布
香港每個角落。數千商戶提供七一優
惠與眾同樂，食肆門口大排長龍，街

頭巷尾人頭湧湧，消費市道暢旺，社會
一片祥和。這個繁榮穩定的局面來之不易，

未來要繼續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行政長
官李家超昨日在慶回歸酒會致辭時指，現今地緣政
治風雲變幻，不確定性不斷增加，香港可提供給世
界的正正是安全和發展的確定性。國家機遇和世界
機遇都圍繞着香港，香港還要做好安全和發展的典
範，譜寫更美好的 「由治及興」新篇章。

李家超表示未來有三方面重點工作，第一正是以
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沒有穩定的前提，發
展就無從談起。香港國安法是實現 「由亂到治」的
分水嶺，也是捍衛 「一國兩制」的守護神，確保了
香港的高水平安全；在此種確定性基礎上，香港才
有條件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發揮 「背靠祖國、
聯動世界」的獨特優勢，把握好國家機遇和世界機
遇，實現 「由治及興」。當今地緣風險加劇，由產
供鏈、資產以至人才的重整重置潮，均反映世界需
要和渴求確定性；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亦為
全球競爭力三強經濟體之一，香港不單單是投資者
安心放心之地，且有大量發展機遇可供挖掘，這個
國際大都會乃世所公認的穩定繁榮典範，時間已經
證明一切，事實是唱不淡、抹不黑的。由發展金
融、貿易到創科等產業，由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到深
化國際交往合作，香港前景均十分廣闊，在港發展
絕對大有可為。

有了高水平安全的確定性，才有高質量發展的確
定性，不論經濟抑或民生的發展皆然。李家超提出
的另外兩方面重點工作，分別是加快發展北部都會
區，以及着力改善民生。北都是香港加大發展的新
引擎及新增長點，其國際創科新城定位，既有利創
科發展，為香港注入新優勢新動能，並作為集聚國
際高端人才的高地，壯大創科人才生態圈，也可跟
金融相輔相成，吸引科企來港設研究基地兼同時在
港上市集資，助力提高香港及港股的科技含量，亦
可作為加大跟內地交流對接的支點，包括透過港深
創科園河套合作區來推動兩地協同發展；此外，科
研成果尚可用諸民生領域，由 「創科+」到 「AI+」
除了推動經濟升級轉型外，其實也可落地跟日常生
活接軌。事實上，北都本身還承載着大量住屋以及
大學城、新醫院的落成等，可解決方方面面的經濟
社會發展所需。本屆政府努力落實告別劏房，經已
出招取締劣質劏房，又積極興建公屋及引入簡約公
屋，配合打擊濫用公屋問題，有效將公屋輪候時間
從6.1年降到5.3年。另外，隨着其他精準扶貧措施
以及基層醫療健康藍圖等的落實，加上積極 「搶人
才」理順人口結構，不少積壓已久的社會問題的解
決都獲得了明顯突破以至破局。

變革求進、守正創新，乃李家超施政核心： 「寧願
做艱難的改革者，都不能做安逸的停滯者」。香港
要堅決做好高水平安全，來為高質量發展護航，統
籌好安全和發展， 「一國兩制」必可行穩致遠、優
勢更顯，香港的繁榮與穩定自然更有確定性，明天
必然會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