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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編隊耀香江 家國情懷共激蕩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楊莉珊

7 月 3 日，中國海
軍山東艦航母編隊抵
達香港，展開為期五
天的訪港之旅。其中
最受矚目的是國產新
型艦載機殲 15-T 首
次在航母甲板對公眾
開放。一萬張登艦門
票通過微信小程序派
發，瞬間便被市民搶

換一空。此次活動除慶祝香港回歸 28 周年
外，更彰顯國家軍事力量的卓越進步。中國
海軍山東艦航母編隊在香港回歸祖國28周年
之際訪問香江，以雄壯的軍容展現國家力
量，意義非凡，這不僅是對香港回歸與《香
港國安法》實施五周年的隆重獻禮，更是國
家主權與安全堅如磐石的生動詮釋。

中國完全自主設計建造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山東艦航母（舷號

17），是中國第一艘完全實現自主設計、自
主建造及自主配套的國產航空母艦。其飛行
甲板面積相當於兩個標準足球場，高度約20
層樓，擁有3000多個艙室，堪稱移動的 「海
上機場」。正常排水量逾6萬噸，可搭載數
十架艦載戰鬥機及各型直升機。 「山東艦」
編隊四艘海軍艦艇，是繼2017年國家第一艘
航空母艦 「遼寧艦」訪港後，再次有國家航
空母艦來港。 「山東艦」入列，標誌着中國
海軍正式邁入國產航母時代。這支 「流動的

鋼鐵長城」，以尖端裝備與實戰能力，彰顯
國防科技自主創新的飛躍發展，為捍衛海
疆、護航國家貿易與航運安全構築起堅實屏
障。

國防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支
柱。山東艦編隊的遠航英姿，印證了人民軍
隊以科技賦能戰鬥力提升的堅定步伐，更昭
示着國家有決心、有能力維護核心利益。在
國家安全體系日益完善的今天，我們有信心
見證香港與祖國同舟共濟，共享高質量發展
成果，共繪繁榮穩定的壯闊藍圖。

山東艦航母編隊破浪抵港，是一曲國家
力量與香港脈搏共振的恢弘樂章。正如特
首李家超所言，這彰顯了國家海軍的跨越
式發展——從近海防禦走向深藍遠航，為
捍衛主權與地區和平鍛造堅實盾牌。特首
代表七百多萬市民表達的熾熱歡迎，是香
港愛國情懷的自然流淌。航母編隊劈波斬
浪而來，傳遞中央對香港的深切關懷與支
持。這份厚禮，令歷經風雨的東方之珠倍
感溫暖，更激發市民對國家強盛與自身責
任的深刻認同。

背靠祖國是香港最大底氣
山東艦航母編隊訪港，以國之重器的雄

姿，為香港市民帶來一堂震撼的愛國主義
實踐課。其巍峨艦體與精良裝備，生動展
現了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的輝煌成就，讓
同胞深切感受到國家實力與海權力量。此
次活動不僅深化了市民對國家發展的認

知，更極大激發了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與
愛國熱忱，是一次深化國家認同、凝聚社
會共識的成功實踐。它昭示維護國家安
全、共築強國夢想，是每一位中華兒女的光
榮使命。

山東艦航母編隊訪港，映照出國家崛起之
路與香港同頻共振的壯闊圖景。這份榮光屬
於全體中國人，更激勵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中行穩致遠，共繪強國復興的壯美航
迹。山東艦航母編隊訪港，傳遞的是信心，
更是鞭策。它有力地昭示：背靠祖國是香港
繁榮穩定的最大底氣。當前，香港已實現由
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正闊步邁向由治及興的
新階段。 「國安港安」的堅實根基，為香港
社會凝聚了前所未有的向心力，掃除了後顧
之憂。這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正應轉化為
全體港人團結一心、聚焦發展的強大動能
——心無旁騖拼經濟、全力以赴謀發展、開
拓創新增活力。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香港肩負着更重要的
使命。國家的高質量發展藍圖波瀾壯闊，香
港憑藉其獨特的國際化和專業化優勢，必能
在其中扮演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無論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化區域合作，還是發展
新質生產力、鞏固國際樞紐地位，香港都大
有可為。我們堅信，在國家的堅定支持下，
香港定能把握機遇，在由治及興的新征程上
破浪前行、行穩致遠，與祖國一道，共同繪
就強國復興的壯美航迹，貢獻不可磨滅的香
港力量！

IPO全球第一 股樓再現生機
山西省港區政協常委及召集人、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常務副主席 蔡志忠

有 讀 者 問 ： 「蔡
生，你單憑今年有 5
名哈佛生轉來香港讀
書，以及近期藍籌地
產股大升四成，就認
定香港經濟已經走出
谷 底 ， 開 始 穩 步 向
好 ， 未 免 過 於 武 斷
吧？」這個問題問得
相當好，有些激進的

網民更是經常批評筆者盲目唱好香港。既然
有讀者指出我的不是，所講的只是片面之
詞，那麼就讓筆者進一步來解釋清楚。

5名哈佛生選擇轉校來港讀書，難道就只
是一個簡單的轉校事件嗎？當然不是，哈佛
大學是國際頂尖大學，世界排名長期在三甲
之內，是全球各地學子夢寐以求想進入的著
名學府，以往只有香港學生想去哈佛讀書，
哪有哈佛學生轉過來香港上學的？今次轉校

事件當然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在告訴我們需
要改變以往的認知，今天歐美國家紛亂的局
面，不但在政治上受到衝擊，經濟上也受到
牽連，現在連教育也遭受嚴重影響。尤其是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外國學生的敵視態度，簡
直讓人心寒。也正因如此，成就了一個東方
教育樞紐的誕生，香港的外地留學生高達
7.9 萬人，相比以往倍數增加，亞洲教育中
心樞紐的形成，不但能夠培養卓越人才，也
為香港帶來無限商機。

亞洲教育中心樞紐形成
至於提到地產股上升四成，網友指是股票

市場的炒作行為，有升就會有跌，並不是樓
市上升四成，不要得意忘形。網友形容我過
於樂觀看好，樓市仍會大跌，筆者最終將自
食其果。說得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個別股票
在低位回升幾成，不是樓價上升幾成，不能
相提並論。我同意，我也沒有說樓市會上升

幾成，我只是強調當金融穩步向好，樓市就
危中有機，甚至能夠止跌回穩。至今我仍然
堅持我的看法，估計下半年樓市會有3%的回
升。龍頭地產股兩三個月間上升四成，當然
是利好的信號，股樓的關係被稱為 「孖公
仔」，一般情況下，股市先行，樓市就會隨
後，起碼有一些人在股市賺了錢，就有可能
投資買樓，購買力就可大大增強，這樣對樓
市發展帶來正面影響。

股市從去年低位 16000 點左右開始整固
後，反覆上升到今天大約24000點，光是今
年上半年也已升了兩成多，而每日成交金額
平均達到2423億元左右，毫無疑問，股市量
價齊升，金融市場一片興旺；可是樓市方面
卻好壞參半，住宅樓價指數連跌多周後開始
止跌回升，上月份（6月）整體交投量達到
7275宗，創出今年新高，其中新樓巿場成交
十分暢旺，全年交投量有望突破2萬宗，二
手市場用家亦加快速度入市，筍盤已消化得

七七八八。然而，工商舖及投資市
場仍然比較嚴峻，雖然遊客有所增
加，可是消費模式的轉變，令飲食
和零售店舖仍然錄到 「關閉潮」。
而供過於求的寫字樓巿場，需要一
段較長時間來填滿空置單位等等。
近日彭博一則新聞，主要是描述香
港有 11 家上市中小型地產財團負
債達 1730 億元，其中在一年內需
要償還的貸款460億元出現風險，
也有中型地產商166億元的債務到
期出現違約。相信這些財團負債主
要來自於商業借貸，然而此等消息
無疑對樓市造成負面影響，與開始
復蘇的住宅市場情況背道而馳。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鞏固
那麼如何從經濟角度看後市？這

邊廂，股市正在蓬勃發展，亞洲教
育中心樞紐形成，各類人才不斷湧
入；那邊廂，住宅市場樂觀，商業
板塊嚴峻，樓市乍暖還寒，危中有
機。筆者為什麼看好香港未來？原
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的鞏固和提升。記住一
點，香港只是彈丸之地，只要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長期在三甲之內（偶
爾跌至第四也無妨），香港就會有
美好的未來。從著名投行專家羅奇
「香港玩完」言論的轉軑，到 「國

際金融中心遺址」謬論的破滅，都
在證明唱衰香港的笑話和無知。

今年上半年 ，香港IPO市場突
飛猛進，集資總額達 1071 億港
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7 倍，躍居
全球 IPO 市場第一位；美國納斯
達克上半年的IPO集資額約為713
億港元，排名全球第二。香港
IPO 市場的繁榮景象，關鍵在於
既懂得把握自身優勢，又善用國
家惠港政策。去年中國證監會發
布五項資本市場對港合作措施，
明確支持內地行業龍頭企業赴港
上市，為 「A＋H」模式掃清制度
障礙。從科技與消費行業的崛起
到國際資本的回流，都顯示香港
正以多重優勢吸引全球資本流
入。羅兵咸永道預測，今年香港
IPO 集資額可達 2000 億至 2200 億
元，有望超越紐約重奪 IPO 集資
額全球第一名。

香港迎來回歸祖國28周年，回顧近
三十年深港互動，一條條跨境橋樑、

一座座口岸樞紐，早已把兩地經濟緊緊繫在一起；如今，
更關鍵的是讓制度、標準和數據 「無形連通」。日前深圳
海關再度啟動跨境貿易便利化專項行動，推出5大範疇共
24項舉措，其中 「單一窗口」實現進出口公路艙單 「一單
兩報」最為矚目：企業只需一次錄入，即可同步完成內地
與香港的申報。表面上縮短半小時流程，實際上開啟了深
港制度深度融合的新篇。

從貿易數據來看，1997 年內地與香港貨物貿易總值為
4208億元，至2024年已增至2.2萬億元，28年間增長逾4.2
倍；今年首5個月，經深圳口岸的進出口值達6502億元，
同比增長6.5%，佔內地對港進出口值近七成，這些數字不
僅印證深港經濟融合日益加深，也反映口岸效率對雙方企
業運營成效的關鍵影響。對港商而言，深圳是最貼近香港
的製造腹地，港商依託 「前店後廠」模式，長期透過深圳
採購、生產、報關，將商品快速銷往世界各地。通關便利
與否，直接影響供應鏈節奏與出貨成本，如今 「一單兩

報」減省重複工序，可為報關部門節省大量時間與人力，
強化企業競爭力。

另一方面，對內地製造商而言，香港不僅是出口窗
口，更是鏈接全球市場的資金融通平台。從出口信貸、
貿易融資，到在港上市與國際招標，香港提供全套支持
企業 「走出去」的專業服務。而當通關效率提升、通關
成本下降，內地企業也可更高頻率地進行短期周轉與多
批次貿易，提升現金流穩定性與整體經營彈性。此外，
經港中轉出口貨物在香港可享有一定程度的品牌信任背
書，有助內地品牌形象升級。可以說，深港的 「物流＋
金融」組合正好構成國際供應鏈中的 「中樞節點」，不
僅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也為大灣區製造業升級注入持續
動力。

制度互認取得重要進展
此次 「一單兩報」功能的全面上線，標誌深港在制度互

認方面邁出重要一步。過往企業需向兩地分別申報艙單資
料，現在可一次錄入、自動流轉，既簡化流程，也大大降
低錯誤與成本，形成制度級 「加速器」。這不僅限於艙單
申報領域，其背後體現的是深港海關對數據格式、申報流

程、風險評估等機制的共
同理解與融合，未來更可

擴展至空運、海運、跨境電商等場景，甚至為形成粵港澳
大灣區跨境貿易的統一技術標準創造條件。

值得關注的是， 「軟聯通」已逐步成為深港合作的新方
向。隨着硬件口岸設施日趨完善，如港車北上、蓮塘口岸
等陸續啟用，現階段的核心工作正從 「硬聯通」轉向數
據、制度等層面的 「軟聯通」。透過技術平台整合、監管
規則協調與數據流通機制建設，將人流、物流之外的資料
要素打通，為高端製造、跨境電商、貿易金融注入更強動
能。

須加強標準對接與制度創新
面對全球產業鏈加速重塑，深港要在供應鏈 「再配置」

中鞏固優勢，還需進一步強化標準對接與制度創新。未來
若能推進關檢結果互認、建立跨境電子單證流轉平台、探
索貿易資料跨境沙盒，並實現人員資歷互通與培訓互認，
不但能提升通關效能，也可讓深港企業從報關、報檢、物
流到融資形成無縫閉環，吸引更多國際企業選擇香港為區
域營運中心、深圳為製造與創新基地。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在回歸酒會致辭時指出，香港在維
護國家安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方面已初見成效，未
來機遇大於挑戰。他強調，寧做改革者，莫做停滯者，將
全力推進高水平安全、高質量發展、北部都會區建設及民

生改善。他特別提到，在地緣政治風雲變
幻、全球不確定性日增之際，香港正是國際
間罕有能夠提供 「安全與發展確定性」的地
區，這正是世界當前所需，也正是香港的比
較優勢。

在回歸28周年之際，這場來自口岸制度改
革的紅利，正是對 「一國兩制」優勢的生動
詮釋。

強化「軟聯通」 港深一體化更上層樓
藍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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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于文

港股去年勁升18%，今年上半年繼
續氣勢如虹，錄得逾 4000 點升幅更
創歷年最多，連帶IPO市場也變得活
躍，香港可望重登全球新股集資王

地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在網誌表
示，港股升勢正吸引更多企業加快推進上市

計劃，同時亦顯示政府對內對外的宣傳推廣工作漸見
成效，其中 ETP 成為近年支持港股流動性的生力
軍。香港要強化 「超級聚寶盆」角色，與不同資產掛
鈎的ETP絕對是個切入點，大有可為。創新推出更
多ETP產品，將有利於香港資本市場增質增量，鞏
固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ETF 是 ETP 的主要產品，譬如盈富基金便為市場
最熟悉的例子。ETP的最關鍵元素，一是買賣方便，
可以在交易所進行，二是透過將股票、債券、貨幣、
商品以至數字資產等不同資產「打包」為單一產品，同
時並可涵蓋內地、美歐、日韓、東南亞、中東以至南
美等不同地方，以更多元化的供應來滿足各個投資需
要，甚至可包含槓桿和反向的操作。ETP 產品愈豐
富，本港資本市場貨架愈完備，意味香港愈有條件扮
演「一站式」投資平台，對資金的虹吸效應自然愈大。

本港ETP市場持續增長，由供應到需求皆然。過
去五年，本港掛牌ETP由不足150隻增至逾210隻，
管理資產突破5100億元，日均成交額更飆升五倍至
400億元，佔大市比重由不到5%升至17%。類型也愈
來愈 「花款」，新推ETP包括追蹤英偉達、特斯拉
等美股的槓桿及反向產品、亞洲首批現貨虛擬資產、
備兌認購期權等。展望未來，推出諸如跟創新科技、
綠色轉型、商品期貨、碳排放、REITS、債券代幣化
甚至方興未艾的穩定幣等掛鈎的新主題ETP，既可進
一步在供求上增質增量，亦可引導資金流向 「新質生
產力」領域，推動資本與產業同頻共振，實現由熱度
轉化為動能的目標。

隨着與內地的互聯互通機制優化，把更多ETP納
入滬深港通，將可釋放更多紅利，特別是吸引更多內
地與國際資金投入香港市場。去年中滬深港通 ETF
再度擴容，南向和北向的合資格ETF分別增至16隻
和225隻，與三年前的4隻與83隻相比大幅增加。在
資本帳管制的情況下，ETF為內地投資者提供了接觸
全球各資產市場的便捷渠道，而對香港而言，意味更
多北水湧入，也可吸引國際ETF發行商來港。港交
所資料顯示，中國離岸投資僅相當於GDP約6%，對
比美國的70%，其背後潛力不言而喻。

推動高質量發展，亦須深化國際合作。本周財政司
司長率團訪問首爾，向韓國基金界及機構投資者介紹
香港上市與ETP市場機遇。韓資今年初買入港股金
額創三年高位，反映香港在全球資金配置中的吸引力
持續提升。面對地緣政經不確定性，香港能提供給全
球的是安全與發展的確定性，若能把 「制度優勢＋創
新增量」包裝為完整敘事，對接資產重整潮下的新配
置需求，海外推介的邊際效應將顯著放大。

港股上半年升勢已證明市場對香港投以信任票，未
來進一步做好增質增量文章，透過ETP創新來提高
產品廣度，繼而拓展吸引來港資金的深度，不斷引入
新優勢新動能，香港「超級聚寶盆」含金量必然愈來愈
高，回報紅利愈來愈豐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