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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昨日表示，中央政府

將全力支持新一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與時俱進、穩中求變，開

創香港發展的新局面。正值特區政府換屆

而香港社會又存在許多爭議的情況下，中

央作出全力挺梁的表態，既傳達了要穩定

人心、確保新舊政府順利交接、支持新一

屆政府開拓新局面的重要信息，也顯示了

中央全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一貫立場和

堅定決心。

事實上，中央發出全力支持梁振英的信

息，不僅表達了中央充分肯定和全力支持

梁振英與時俱進、穩中求變的政綱，而且

要求香港社會各界與梁振英和新一屆特區

政府同舟共濟，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

最大優勢，應對外圍經濟動盪，推動香港

社會經濟發展取得突破，同時也參與和推

動國家的發展，達致雙贏局面。

梁振英提出的「穩中求變」的政綱和治

港理念，得到香港市民和中央充分肯定，

符合中央希望梁振英全面開創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的新局面的要求。世情、國情、港

情都在變化，香港面對許多深層次問題和

矛盾，不能故步自封，必須穩中求變，開

創新局，才能真正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和矛盾，保證香港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和

諧。

香港周邊群雄競起，香港的許多優勢受

到嚴峻挑戰，處於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

狀況。過去，在社會泛政治化環境和政府

積極不干預政策下，香港蹉跎歲月，許多

優勢正在減弱或失去。同時，香港的一系

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積月累，已經嚴重

到了影響社會穩定和阻遏經濟發展的程

度。香港在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

都處於十字路口，需要一個得到中央全力

支持的新特首，帶領新一屆政府和市民迎

難而上，群策群力、和衷共濟，攜手應對

外圍嚴峻經濟環境的挑戰，同時逐步解決

香港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

加快香港經濟發展，並且讓經濟發展的

成果惠及民眾，這是香港根本利益。中央

全力支持梁振英，不僅激勵和增強梁振英

和新一屆特區政府勇挑重擔的勇氣，而且

也鼓舞香港社會各界支持梁振英和新一屆

特區政府的信心。 (相關新聞刊A1版)

為慶祝回歸15周年，中央政府公布一系列惠港政

策，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金融方面的措施，包括支持

第三方利用香港辦理人民幣貿易投資結算、批准推出

兩地相互掛牌的ETF、深化粵港金融合作等。消息刺

激港股重上19000點。在本港金融發展需要新突破的

關節點上，中央在金融方面大力挺港，不但有助充實

本港的人民幣資金池，鞏固離岸人民幣交收中心的地

位，而且打通兩地金融脈絡，深化兩地交易所的合

作，為本港金融業開拓龐大的內地市場。當局及金融

業界必須開放胸襟，不應將發展視野只局限中環一隅

之地，更應放眼內地，積極參與前海合作區的發展，

達致兩地互利雙贏。

不論是「十二五」規劃，或是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時

公布的36項挺港措施，都表明中央大力鞏固和提升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昨日公佈的一系列措施

正是將有關內容進一步具體化。當中提出批准兩地相

互掛牌的ETF，相當於開啟「港股半直通車」，既可讓

內地投資者以基金的方式投資港股，增加內地的投資

渠道，也有助吸納內地資金來港，提升本港股市規

模，內地亦可通過ETF先行先試，為未來發展其他金

融產品吸取實戰經驗。

近年本港在離岸人民幣業務上發展迅速，然而單靠

目前的業務很難成為真正的人民幣中心。截至今年3

月底，本港的人民幣存款只有5,400多億元，規模過

小。面對海外市場如新加坡、倫敦等，正就發展離岸

人民幣業務急起直追，中央這次准許第三方利用本港

辦理人民幣貿易投資結算，並容許非本地居民在港開

立人民幣戶口，不但有助擴大本港人民幣資金池，而

且可吸引更多外地的企業及投資者利用本港作為交易

結算平台，將擴大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業務及功能，解

決本港離岸中心發展的瓶頸。

應該看到，國際級的金融中心例如紐約、倫敦等，

背後都有龐大的經濟腹地支撐，紐約有整個美國經濟

支持，倫敦承辦的金融業務更是遍及歐洲。本港被稱

為與紐約、倫敦齊名的「紐倫港」之一，背後依靠的

正是發展潛力巨大的內地市場。因此，本港金融未來

發展之路就是不斷深化與內地的融合。中央提出將深

化粵港金融合作等，並允許本港金融機構依據相關管

理辦法在粵設立消費金融公司，正為本港金融業提供

了機遇。特別是深圳前海區的發展，將打造成深圳以

至全中國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實驗場」。本港金融機

構可發揮在港融資，並支援前海發展的角色，既可配

合深圳的經濟轉型，也可從中尋找商機。當局及金融

業界應將發展視野由中環擴展至深圳以至珠江三角

洲，利用本港金融發展的優勢，推動粵港金融合作，

為本港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相關新聞刊A2版)

中央挺梁發出重要信息 中央惠港措施 貫通兩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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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引港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江鑫嫻、馬琳、

高鈺）中央政府的挺港措施，教育及科技交流是重
點之一，內容包括擴大內地與香港高校師生交流；
鼓勵香港高校到廣東省合作辦學；在廣州和深圳分
別建立粵港青少年交流活動基地、深港青年創新創
業基地；鼓勵香港科技人員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
目、申報國家人才計劃；在現有的12所國家重點實

驗室香港夥伴實驗室
外，啟動新一輪遴選
新建工作等。兩地專
家都指，措施對推動
兩地相關合作有莫大
促進作用。
在昨日公布的科技

合作政策指出，提出
將鼓勵香港科技人員
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
目、申報國家人才計
劃；啟動新一輪國家
重點實驗室香港夥伴
實驗室的遴選新建工
作。據了解，雖然只
有短短3句話，卻是

科技部門字斟句酌的結果，具有很強操作性。

鼓勵港高校合作辦學 增交流
國家科技部有關官員昨日向本報記者坦言，是次

科技挺港政策，涉及重大科技項目、人才以及合作
實驗室三個方面，已是「現有法律法規政策基礎上
最大限度的開放」。

國家重大科研項目要由政府出資支持，並要求資
金不得出境，中央是次推出的新政策，令香港科研
人員在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時可由此前的「曲線」
方式變為直接參與。科技部官員透露，目前越來越
多的香港高校和科研機構在內地設立分支機構，例
如香港大學就成立深圳研究院，這些機構可直接申
請科研項目。
熟悉政策的權威人士亦指，香港科研人員過往都

要先被內地科研機構或高校聘為客座人員，才能參
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隨近年香港高校在內地設立
分支機構，香港科研人員可直接申請。

兩地優勢互補 開拓合作空間
香港科技大學則回應指，新措施能開拓兩地科技

合作空間，有助充分發揮雙方優勢，提升人才及創
新科技水平，並進而推動經濟發展，達致雙贏的成
果。
就加強兩地交流的新政策，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

副院長劉建豐向本報記者表示，是次中央發布利好
政策，有助粵港乃至兩地教育合作再上新台階，資
源上優勢互補。香港教聯會主席黃均瑜亦大讚交流
活動基地等措施，認為可處理港生到內地交流住宿
空間等問題，增進港生國情知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黃詩韻) 昨日公布的中央惠港措施
中，包括將簽CEPA補充協議九，並且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
「走出去」，又放寬港人在經營個體戶的限制。專家表示，不論是
經貿合作還是金融等領域，香港都是內地面向海外的橋頭堡，而
內地則是香港的強大市場，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兩地
優勢互補，內地市場尤其是珠三角地區，成為助推香港發展的有
利支撐。
對於業內擔心兩地存在體制上的差異，專家表示，須採取加大

投資信息交流、重點項目對接，推動中介服務機構合作，開展跨
國經營管理人才培訓等多種形式，積極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攜手
合作，開拓國際市場。

鼓勵內企夥港企「走出去」
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莊成鑫認為，鼓勵內企與港企聯合「走

出去」，可促進兩地工商業界合作。夥拍港商能幫助無經驗的內地
公司更有效走出去，起碼語言方面港商做得不錯。香港毛皮業協
會副會長趙淑源亦同意，新政策有助港企增進內地市場份額。政
策尤其對小企業有幫助，能夠鼓勵港企積極尋找內地生意夥伴。
惠港措施中還提到進一步放寬香港居民個體工商戶在內地的經

營範圍，取消從業人員人數和經營面積的限制，莊成鑫認為由於
國家鼓勵內需，有關措施能刺激增加更多港商前往內地開業。

看好兩地金融融合 港股越萬九
陳家強：人幣業務商機大 激活港資本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馬琳、曹晨 京

港連線報道）香港回歸15周年前夕，中央政府
宣布加強內地與香港合作的政策措施，提出容
許內地旅行團乘坐郵輪從香港到台灣後，繼續
乘坐該郵輪前往日本或韓國旅遊，再返回內
地。本港旅遊界估計，每年可增加內地郵輪旅
客高達30%，配合明年郵輪碼頭落成，料可吸引
更多國際郵輪來港，帶動本地消費。

促合推「一程多站」旅遊線
中央政府放寬經郵輪外遊的安排，內地旅行團

到台灣後，仍可到日本或韓國旅遊。國家旅遊局
表示，將從3個方面加大與香港合作，全力支持
以香港為母港的郵輪旅遊發展，大力開發高端旅
遊產品，開發國際客源市場的力度；推動內地沿
海地區與香港共同設計「一程多站」旅遊線路，
合作編制郵輪旅遊宣傳資料；以及加快兩地在郵
輪旅遊營運管理和服務安排的對接。

港郵輪內地旅客料可增30%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新措施

有助帶動內地旅客使用本港郵輪設施，並保守估計內地客
乘坐本港郵輪的客量，可上升20%至30%。旅遊業議會主
席胡兆英表示，新措施方便了內地居民經香港前往第3地
旅遊，使旅程更加豐富和便捷，料明年本港郵輪碼頭啟用
後，將能吸引更多郵輪公司拓展香港旅遊線路。香港入境
團旅行社協會主席謝淦廷對中央的政策表示歡迎，但鑒於
目前內地居民需要辦理通行證和護照簽注才能完成上述旅
行，程序複雜，他希望可以相應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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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挺港惹市場炒作，作為港股ETF的熱門配
搭藍籌及國指成份股個股受捧，令大市在昨

早新華社公布措施後越升越有， 指最後收報
19,176點，升195點或1.03%，成交額略增至407億
元。國指則收報9,461點，升62點。

增RQFII額度進展佳 加力拓內地
在內地昨日宣布推出的一系列挺港措施中，金融

方面，將支持第三方利用香港辦理人民幣貿易投資
結算，並進一步豐富香港人民幣離岸產品，包括批
准推出兩地相互掛牌的ETF等。陳家強在接受中新
社訪問時認為，措施可有效打通兩地金融市場，他
更透露，本港與中證監就增加人民幣合資格境外機
構投資者(RQFII)額度的談判也較為順利，預計更多
香港的離岸基金將得以投資內地資本市場。
面對來自倫敦、新加坡等外圍中心的威脅，陳家

強重申現階段合作大於競爭。以倫敦為例，香港可
為整個歐洲時區提供全套的離岸人民幣清算服務，
一起將人民幣這塊「餅」做大，共同分享人民幣國
際化帶來的商機；提振本地就業的同時亦可激活資
本市場交易。

ETF互掛 變相開通港股直通車
天大証券董事施俊威表示，中央政府推出的政

策，涉及經貿、金融、教育、科技、旅遊及粵港合

作，進一步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當中兩地市場互相
掛牌的跨境ETF產品，變相成為港股直通車，長線
對港交所(0388)有利。不過，有分析員則認為，有
關措施早於市場預期之內，並未能為港交所帶來關
鍵性重大轉變，故只利好短炒。港股短期升幅有
限，料 指在19,500點有頗大阻力。

發展前景佳 港交所長線看好
港交所早在年初時與滬深交所簽訂成立合資公司

的備忘，新華社稿件中更直接提及港交所，稱將推
動滬深港三方交易所成立合資公司。港交所及證監
會發言人昨對此未有回應。新措施出台後，港交所
股價未見起色，昨收109.2元，微升0.09%。多間券
商均指出，港交所股價未來仍會受到高價併購倫敦
金屬交易所的負面影響，部分更將其目標價降至

100元以下。

內房股續受捧 濠賭股齊反彈
其他藍籌普遍上升，騰訊(0700)領漲，收市升

3.2%，報225.6元。本地地產股有買盤吸納，長實
(0001)獲美銀美林唱好，收報93.2元，升2.47%，太
古地產(1972)更急升3.6%。市場炒作兩地金融融
合，安碩中國ETF(2801)升1%，中銀(2388)收報23.75
元，升0.21%，國壽(2628)收市升2%至19.5元。
濠賭股回升，據報澳門未收到內地收緊往來澳門

簽證的指示，金沙(1928)反彈升1.76%，銀河(0027)升
3.5%，永利(1128)升2.3%。內房股續有資金追捧，
且普遍向上，潤置(1109)升近5%，世房(0813)升
4.7%，中海外(0688)升4.3%，惟近日累積大量升幅
的綠城(3900)則回吐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為慶祝香港

回歸15周年，中央再公布六大方面的支持

香港發展措施，其中金融措施佔大部分，

包括推出市場期待已久的內地與香港兩地

市場互相掛牌的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市

場炒作兩地金融融合，加上本地地產股造

好，令港股收升195點，重上萬九大關。財

庫局局長陳家強認為，措施可有效打通兩

地金融市場，為香港進一步推出更多以人

民幣定價的投資產品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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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0

19180

恒指昨一度升232點

18980

昨收19176
+195(1.03%)

昨高見
19213

6月26日
收18981

昨日升幅顯著板塊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內房股

1918 融創中國 3.04 +6.67

0917 新世界中國 3.14 +6.08 

1109 華潤置地 15.56 +4.85

0813 世茂房地產 11.52 +4.73   

0688 中海外 17.94 +4.30 

本地地產股

0001 長江實業 93.20 +2.47

0101 恆隆地產 25.85 +2.38 

0012 恆基地產 41.60 +2.34  

0004 九龍倉 41.90 +1.21  

0017 新世界發展 9.00 +1.01

濠賭股

0027 銀河娛樂 18.76 +3.53  

0296 英皇酒店 1.37 +3.01 

1128 永利澳門 17.60 +2.33

1928 金沙中國 23.10 +1.76

0880 澳博控股 14.06 +1.30

■擴大內地與香港高校師生交流，有利增進港生國情知識。 資料圖片

■本港旅遊

界估計，新

措施可吸引

更多國際郵

輪來港，帶

動 本 地 消

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