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帶一路」是國家未來的重
要發展策略，這四個字在施政報
告上出現超過40次，但普通市民
對此所知不多。有傳媒昨日街

訪，發現不少人對「一帶一路」欠認識，訪問
了約10人，僅2人能稍稍講出何謂「一帶一
路」。難怪特首梁振英昨晚出席電視論壇時表
示，理解不是所有香港市民都關心及明白「一帶
一路」，但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回應有關的倡議。

特首此番說話，既凸顯了特區政府為市民
謀機遇的決心，也點出了「一帶一路」宣傳
工夫不足的問題。「一隻手掌拍不響」，多
麼好的政策或倡議，倘得不到市民大眾的認
同及支持，政府怎樣努力去做，結果也只會
是事倍功半、甚或徒勞無功，故特區政府未
來將做好宣傳工作，讓「一帶一路」的理念
走進社區，讓市民明白其背後的龐大機遇，
至關重要。

其實，香港周邊不少國家或地區，早已對「一
帶一路」策略虎視眈眈，希望從中可分一杯羹。
新加坡在這一方面也已做了不少動作。所以如
特首昨日所說，香港人今次真的不能再內耗，
要不失時機地及齊心協力地把握機遇，發揮自
身優勢，為香港未來發展齊打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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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大篇
幅談到「一帶一路」，有人追問
他是否為爭取中央政府的支持，
為自己連任鋪路。梁振英昨日笑

言，自己如果不為香港提出一些「一帶一路」
的主張，屆時不僅是中央，相信全港市民都會
怪罪他。

在昨日施政報告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特首在
施政報告多次提到「一帶一路」，是否想「討好」
中央支持他連任。他笑說，如果不為香港提出一
些「一帶一路」的主張，不制定一些策略，不帶
動特區政府和香港各行業爭取這個機會，「我相
信怪罪我的不只是中央，會是香港720萬市民和
大大小小的企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CY：不提主張爭機遇
恐720萬市民怪罪

梁振英昨日在宣讀施政報告時表示，2015年
3月底，國家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

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文件，勾畫「一帶一路」的發展構想及藍圖，
藉着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
通及民心相通這「五通」促進沿線國家的共同
發展。他在施政報告詳細闡述，香港及特區政
府未來如何可在5個「互聯互通」中發揮積極作
用（見表）。

與沿線國家互補 協同潛力大
他指出，香港開放程度高、對外關係廣泛、
人脈關係密切，有「兩制」的特色，而且香
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補性強，發展
協同效應的潛力很大。香港最具國際競爭力
的支柱產業，如金融、貿易物流、高端服務
業和旅遊，以至香港的新興產業，都可以配
合國家「走出去」和「引進來」的策略，故
特區政府將積極參與和配合國家落實「一帶

一路」策略。

設辦公室推研究 協調各方
梁振英透露，特區政府將成立「一帶一

路」督導委員會，並由他親自主持，負責制
定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的策略和政策。另
外，特區政府也將設立「一帶一路」辦公
室，負責推動研究工作，統籌協調相關政府
部門及貿發局、旅發局等機構，及與中央部
委、各省市政府、香港的業界、專業團體和
民間團體聯絡。
梁振英下午出席施政報告記者會時強調，

「一帶一路」是國家提出一個重要而且長期
的倡議，故必須要不失時機去做好此方面的
工作，「不僅內地城市對『一帶一路』十分
重視，外國城市對『一帶一路』十分重視。
大家知道新加坡在這一方面也有不少動作，
所以我們真的要不失時機地及齊心協力地做
好。」

特首掌「一帶一路」督委會定策略
發揮固有優勢配合祖國 為香江發展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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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響應國家「一帶一路」
政策，特區政府將注資10億元擴大「特定地區獎學金」名
額至100名，以鼓勵更多「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升
讀大學，同時會推動本地專上學生到「一帶一路」地區作
交流實習，並在「優質教育基金」設立優先主題，讓中小
學生多認識「一帶一路」及與相關地區交流。
「一帶一路」提出「五通」，特首梁振英昨日在施政
報告中指出，當局會率先啓動與沿線人民的「民心相
通」工作，結合香港的半官方組織和大量的民間團體，
發展與各地人民的交往。香港可以利用高度國際化和英
語普及程度高的優勢，搭建教育、文化及青年交流平
台。
他指出，香港擁有世界級的大學，並具有以英語授課
的優勢，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學生，現時有不少「一
帶一路」國家的學生在香港就讀。自2012 / 13學年起，
政府已在本港9所政府資助的院校設有專門的獎學金。
政府會將獎學金的範圍擴展到整個「一帶一路」地區，
向沿線國家推廣香港的大專教育，招募學生來港入讀學
士學位課程，促進香港與沿線民眾的交往。
因此，特區政府將向獎學基金注資10億元，將「特定

地區獎學金」的名額，由每年10名分階段增加至100
名，鼓勵更多「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並鼓
勵學校在相關科目和學生活動中，加入關於「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內容。同時，「優質教育基金」將設立
優先主題，鼓勵學生多認識「一帶一路」及與相關地區
交流，並介紹香港可作出的貢獻。

印尼生每年可獲12萬元資助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當局於上月16日已跟印尼政府簽

訂教育合作諒解備忘錄，同時公佈於2016 / 17學年起推
出「一帶一路獎學金」，每年頒授最多10個獎學金予來
自印尼並在香港就讀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每
名得獎人每年可獲最多12萬港元學費資助。此外，政府
往後將會繼續沿「一帶一路」與不同地區商討合作機
會，將獎學金名額分階段增至100名。
消息人士強調，有關計劃申請對象不包括內地生，而
當局的資助僅包括學費，但中華廠商會已承諾提供每人
每年5萬元的助學金，變相資助了申請人的生活費。當
局期望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學生可以來
港，本地生可透過跟他們溝通，了解「一帶一路」國家
歷史和文化。

鼓勵港生學「一帶一路」國家語言
同時，政府亦鼓勵本地大專及中小學加強推廣「一帶
一路」，包括舉辦相關講座及展覽，並加強相關實習交
流。政府消息人士舉例指，香港中學文憑試設印地語及
烏爾都語等語言科目，學校可考慮在課程中引入如阿拉
伯語等「一帶一路」國家語言，讓更多學生以從學習當
地語言入手，了解更多「一帶一路」國家文化。
梁振英在向傳媒吹風時又提到，自己多年內任八和會

館的顧問，非常想協助粵劇「走出去」。他希望能爭取
到資助，協助香港的粵劇在「一帶一路」的國家演出，
特別香港有不少青少年學習粵劇，他們能以英語交流是
一個優勢，此舉既有助「民心相通」，亦有助粵劇這香
港文化事業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的「一帶一路」發展構想及藍圖，是世界各國未來重要的關注點，也對香港社會及

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特首梁振英在昨日的施政報告中，首次花了相當大的篇幅，合共29段文字，詳述香港未來如何積極

參與和配合國家落實「一帶一路」策略，並宣佈特區政府將成立「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由他親自統籌和督導，負責制

定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的策略和政策。他期望，香港能好好發揮自身固有優勢，不失時機地把「一帶一路」的倡議成功

執行，為香港未來整體發展提供動力。

沿線國設經貿辦 冀締自貿協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特首梁振英在新
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已向中央表達加入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意願。他強調，香港可為
各地提供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也有多元化
融資渠道。在國際資產管理、風險管理及跨國
企業財資中心方面，香港有條件吸納「一帶一
路」的財富及滿足其風險管理服務需求。
梁振英昨日表示，香港有多家具規模的大型保

險公司及國際再保險公司、專業人才團隊、完善
法規，並對承保大型基礎建設（例如機場及高鐵
等)有豐富經驗及知識，可為「一帶一路」的大型
基礎建設提供保險及再保險的專業服務。

續鼓勵內企在港成立專屬自保公司
當局同時會繼續鼓勵內地企業在香港成立專

屬自保公司，為其在「一帶一路」策略下擴充

的海外業務安排保險，以完善企業風險管理。
在政府與政府層面，香港將加強與「一帶一

路」沿線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聯繫，推動高層
互訪，並締結自由貿易協定（自貿協定）及
「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投資協定），及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設經貿辦和爭取在協
定中保護港商在當地投資。
此外，香港將擴展保護投資協定、全面性避免

雙重課稅協定，和就航運入息作出雙重課稅寬免
安排等協議所覆蓋的網絡，爭取與仍未簽署這些
協定的國家盡快進行磋商，務求為香港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之間的商務合作，提供保障及便利。

■■梁振英在立法會宣讀施政梁振英在立法會宣讀施政
報告報告，，其中關於香港如何配其中關於香港如何配
合國家合國家「「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的政的政
策策，，佔了相當大的篇幅佔了相當大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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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一帶一
路」沿線地區對專業及基礎設施服務需
求殷切。特首梁振英在新一份施政報告
提到，香港在會計、法律、投資環境及
風險評估、環境諮詢、建築、工程管理
等領域均擁有優勢，政府將撥款2億元，
支持專業服務業界與沿線國家及其他境
外地方（包括中國內地）的交流、推
廣、合作。
其中，香港在營運和管理鐵路、機

場、港口、供電、供氣等基礎設施方
面，達國際先進水平，業界也有輸出相
關服務的經驗。香港可為「一帶一路」
沿線地區提供顧問服務和參與營運管
理。港企可按自身優勢參與合適項目，
單獨或聯合參與投資和產業園區建設。
此外，香港有完善法制及採用國際商

界熟悉的普通法制度的優勢，在與「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優勢企
業「走出去」等多方面，可為國家提供
專業的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協助
建立完善海外業務風險管理。

港已與40國簽協定
梁振英表示，香港可成為「一帶一路」的

主要商貿物流促進平台。在約60個「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當中，香港已與40個簽訂
民航運輸協定或國際民航過境協定。政府將
繼續爭取與沿線其他民航夥伴商討民航運輸
協定，鞏固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
同時，「一帶一路」策略將加快推進

公路、鐵路、航運等領域的合作，以沿
線中心城市和港口為支點，建設安全高
效的經濟物流通道。與此同時，「一帶
一路」策略重視基礎設施的標準及安
全，以符合可持續發展和環保等要求。
香港可提供項目可行性及風險評估、研
發、融資、管理等支援服務。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蔡永雄認

為，今年的施政報告把「一帶一路」獨
立成章，並將成立一個由行政長官主持
的「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負責制定
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的策略和政策，
又設立「一帶一路」辦公室，顯示特區
政府對「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視。他
指，新設想令香港透過參與「一帶一
路」的戰略中發揮優勢，鞏固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的地位，提
升競爭力，將機遇轉化為香港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的成果。

撥2億撐專業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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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施政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

■鼓勵內地企業在香港成立專屬自保公司；

■內地企業在港設立的企業財資中心相關利息支出在計算利得稅
時可獲扣免，及就指明財資業務的相關利潤，寬減一半的利得
稅；

■建立有利伊斯蘭金融發展的平台。

■協助各地政府和企業物色商業夥伴，成為「一帶一路」的主要
商貿物流促進平台；

■提供公路、鐵路、航運項目可行性及風險評估、研發、融資、
管理等支援服務；

■繼續鞏固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

■在沿線國家增設經貿辦，並於今年在印尼及盡早在韓國各設立
一個經貿辦；

■爭取與仍未簽署保護投資協定、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國
家盡快進行磋商，務求為香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
商務合作，提供保障及便利；

■加強調研和建立資料庫供業界參考、推出「一帶一路」資訊網
站。

■為國家提供專業的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協助建立完善海
外業務風險管理；

■撥款2億元，支持香港的專業服務業業界與沿線國家及其他境
外地方的交流、推廣、合作。

■向獎學基金注資10億元，鼓勵更多「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
港升學；

■「優質教育基金」將設立優先主題，鼓勵學生多認識「一帶一
路」及與相關地區交流，並介紹香港可作出的貢獻；

■探討把民政事務局轄下多個交流計劃拓展至更多「一帶一路」
國家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