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勿漠視內地發展機遇
憂情緒抵觸政治干預 籲社會理解融合屬世界主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為迎接新時代的機遇，上周

四國家公佈了簡稱「十三五」規

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

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特首梁振

英強調，特區政府將繼續按照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積極

落實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涉及

香港的部分。他同時指出，在落

實的過程中，香港內部可能會出

現一些情緒上的抵觸，及政治上

的干預，呼籲社會不要漠視內地

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更需要理

解合作及融合，是世界經濟發展

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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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十三五」規劃論壇發言要點
■「十三五」規劃明確了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作
用，為香港帶來新的競爭形勢。

■香港特區須充分發揮「一國」和「兩制」的雙
重優勢，包括，香港的獨立貨幣制度、完善的
司法制度，多元開放的社會、國際化的生活方
式。

■香港的金融、商貿、物流等行業都達到國際水
平，亦具備國際視野和網絡，可以為內地企業
「走出去」的平台和夥伴，協助它們拓展海外
市場。

■香港金融業可把握離岸人民幣業務的商機；作
為國家金融改革的「試驗田」和「防火牆」，
於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具備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條件，包括完
備的資訊和通訊基礎設施、健全的法律制度、
優良的國際信譽，及富有創意的科研人才。

■除了科研人才外，香港也可發揮在融資和專業
方面的優勢，包括知識產權的註冊和交易，及
相關的法律服務等，為內地的創業創新提供服
務。

■「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中小微企業
和青年人去內地創業創新，為香港的科研人才
提供了很好的發展機遇。

■「十三五」規劃提出深化區域合作，特區政府
將加快、加深香港與內地在前海、南沙、橫琴
三個自貿試驗區的合作。

■梁振英及眾嘉賓出席「香港新機會 十三五規劃的挑戰高峰論壇」。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倡發
展科技創新為新經濟動力，更於
「港澳專章」中明確指出要發揮
香港獨特優勢，並支持香港發展
創新及科技事業。創新及科技局
局長楊偉雄表示，特區政府會以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為策略
取向，並希望社會把握機遇，將
科技創新結合香港工業家所擁有
的世界級工廠、完善的資訊科技
建設及強大的服務業、龐大的內
地市場和「香港製造」品牌的四
大優勢，令香港「再工業化」，
培養高增值企業。

挺中小微企港青到內地創業
楊偉雄昨日出席論壇致辭時表

示，創新及科技帶動發展和提升
競爭力是全球大趨勢，更是衡量
一個國家國力強弱的指標。他指
出，國家「十三五」規劃中鼓勵
發展科技創新，並推行「互聯
網＋」、「中國製造2025」等戰
略性政策，又明確表示要提升香
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
的地位和功能，支持內地與香港
開展創科合作，及支持香港中小
微企業和青年人到內地發展創
業，可謂機遇處處。

以「國需港長」策略取向
他表示，為把握現有機遇，特

區政府會以「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為策略取向，充分發揮香港
作為國家「超級聯繫人」的作
用，「香港憑着自由市場和國際
化的優勢，更可以作為內地業界
走向國際市場的橋樑，同時將國
家的發展潛力變作自身的經濟動
力。」他又稱，政府會營造有利
環境，鼓勵創新創業、推動智能
生產、發展香港的高增值產業、
支持大學科研和技術轉移等，
「我們要推動科技應用於民生，
解決社會問題之餘，也可創造商
機。」
楊偉雄認為，香港絕對有能力

迎合這個創科新趨勢，把握「再
工業化」及「互聯網＋」的發展
機會，推動智能生產。他說︰
「首先，我們的工業家在珠三角

地區及東南亞擁有世界級的工廠，及頂尖的全
球採購及銷售網絡；第二，我們擁有完善的資
訊科技建設及強大的服務業，為發展網上服務
平台與售後服務提供競爭優勢；第三，我們鄰
近龐大的內地市場；第四，『香港製造』仍然
是安全可靠的認可品牌。這些優勢與創新及科
技結合，將可為香港創造非凡的製造業形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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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出席論壇時表示，
金融科技是本港重要的發展之一，但
政府一向以科技中立為宗旨，不會為
迎合科技發展隨意改動法例。他強
調，只要符合法律，任何科技亦可容
許在港展開，最重要的是保障投資
者。
曾俊華表示，雖然有人認為本港在

科技發展方面，例如P2P平台較其他國
家落後，但縱觀全球，P2P平台都存在
一定的風險及問題，不少地方甚至出
現「爆煲」，故他認為香港不應讓科
技發展牽着走，期望監管機構、大學
及業界加強培訓從業員，在科技發展
及保障投資者兩方面取得平衡。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在同一場合也表
示，網絡及科技迅速發展，改變了金
融服務的方式，眾籌平台甚至取代了
銀行的中介角色，替小企業提供融
資，但一再發生透過眾籌集資的公司
清盤或不當使用資金的事件，這反映
面對金融科技發展時，不能凡事「管
到盡」或「完全不管」，必須有適當
的監管政策。

陳德霖：與業界合研推金融科技
陳德霖指出，網絡安全是金融科技

發展的基石，金管局剛成立的金融科
技促進辦公室（FFO），首要工作是與
業界合作，研究如何推動金融科技。
此外還有多項重要工作，包括為銀行

制訂網絡風險框架及模型、從業員培
訓認證計劃，亦會與銀行合作建立全
新的情報共享平台，同時會推動有關
網絡安全及區塊鏈的技術應用研究。
另外，穆迪早前將香港的評級展望

從「穩定」下調至「負面」，引起廣
泛關注。曾俊華昨日再談及這話題時
表示，究竟國家的經濟情況，對香港
到底是否會帶來風險？「大家一定知
道我的答案，我相信大家身處今時今
日的香港，也必然會認同我的說法，
就是香港當前面對的絕不是中國風
險，而是中國機會。」
他強調，「十三五」規劃以至國家

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深化改革，對香港
來說肯定仍然是重大的機遇。

財爺：不隨意改例迎合科技發展

■曾俊華表示，金融科技是本港重要的發展之
一，但政府一向以科技中立為宗旨，不會為迎合
科技發展隨意改動法例。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
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昨日出
席論壇時表示，創新驅動、新型城
鎮化和「一帶一路」建設是「十三
五」期間至關重要的三大行動，既
給香港金融業帶來歷史性的發展機
會，也對本港金融服務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他認為，香港可
在這三大領域配合國家戰略。
岳毅指出，在國家推動創新發展

過程中，香港金融機構可在銀團貸
款、項目貸款、發行債券及基金等
傳統領域，以創新方式向內地的科

技創新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融
資；以戰略性思維吸納具良好前景
的創新項目來港上市及資本運作。

內地新型城鎮化需持續資金
另一方面，內地新型城鎮化需要

可持續的資金支持，給香港帶來了
機會。岳毅指出，未來內地債券市
場將成為直接融資的主要形式，本
港金融機構可更多參與發行地方政
府債券和城市建設債券，吸引更多
的發展項目、尤其是城市基建項目
到香港上市，進一步推動基金投資

和股權投資。

為「一帶一路」金融創新提平台
岳毅又強調，未來香港金融業要

協助國家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為「一帶一路」金融創新提供平
台，在銀團貸款、項目貸款、發行
基建債券及基金等傳統領域，以創
新方式向沿線國家基建項目提供融
資，吸納沿線成熟的投資項目來港
上市，與亞投行、絲路基金合作，
成為亞投行在海外的主要營運中
心。

岳毅談港金融機遇：
三領域配合國家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
港交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昨
日出席論壇時表示，香港要爭取建
成亞洲以人民幣計價的大宗商品定
價中心，應在債市和大宗商品市場
等領域把握內地資產全球配置的機
遇，找到新的增長動力，才能發揮
樞紐優勢。
巴曙松表示，在人民幣國際化的

起步階段，香港在離岸人民幣中心

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的優勢，但是
隨着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啟動，
資本流入流出渠道多元化、內地自
貿區加速發展等變化，香港的優勢
將有所弱化。而人民幣加入 SDR
後，各國央行、大型資產管理機構
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將穩步增加，
目前香港在這些領域並不具備特殊
優勢，加上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
僅靠升值預期和利率匯率套利的模

式難以持續。

港需找到新增長點
他指出，香港需要找到新的增長
點，內地的宏觀金融政策會更強調
雙向金融開放，香港未來要適應這
個新形勢，及時轉變角色，在繼續
為內地的企業從國際市場籌資的同
時，也要更多地為內地投資者投資
全球市場服務。

巴曙松籲港爭取
建大宗商品定價中心

梁振英昨日出席一個討論「十三五規劃挑戰」高
峰論壇致辭時表示，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增長速度較快，對外交往越來越頻繁，對世界
各地的金融市場和實體的經濟影響亦越大，外國對
「十三五」規劃亦很重視。而香港是國家的一部
分，一直擔任最大的經貿夥伴角色。
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原則下，香港並無

五年規劃的制度，但「十三五」規劃中，多方面與
香港有密切的關係（見表）。港人不應該迴避這個
現實，就是在「十三五」規劃下，內地的發展將為
香港帶來新的競爭形勢。

政府不斷向發改委反饋意見
經濟發展方面，梁振英指出，國家除支持香港

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的地
位，亦支持香港推動融資、商貿、物流、專業服
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他強調，在「十三五」規劃的制定過程中，特

區政府第一時間向國家提出有關香港部分的建
議，亦採納了香港社會各界和政府相關委員會的
意見。國家發改委曾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是全國
各地方政府中，最早向發改委提出建議的一個，
特區政府亦不斷向發改委反饋意見。

做好「超聯人」促創科發展
梁振英強調，為了更好地把握「十三五」規劃的

發展機遇，必須發揮好「一國」和「兩制」的雙重
優勢，發揮好「超級聯繫人」的作用。除了鞏固傳

統經濟行業外，必須積極促進創新和科技發展，而
發展創新及科技亦是近年的國際大趨勢。在「十三
五」規劃中，創新和創科是重中之重，國家發展的
新經濟動力。事實上，香港具備了推動創新及科技
發展的多個條件，包括完備的資訊和通訊基礎設
施、健全的法律制度、優良的國際信譽，及富有創
意的科研人才。
梁振英說，特區政府會繼續按照「國家所需、香

港所長」的方向，配合「十三五」規劃，發展「香
港所長」。他表示，在落實的過程中，香港內部可
能會出現一些情緒上的抵觸，及政治上的干預，但
必須要知道，從合作至融合，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
流。香港屬高度開放型經濟體，不能夠漠視國家的
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及競爭。

過往政府推出
政策、提出發展
方向，需要向市
民陳述的是內容
的合理性及具體

操作，現今還要考慮部分人的「情
緒抵觸」和可能出現的「政治干
預」，這反映了什麼問題？就是個
別人士非理性看待事件及「經濟政
治化」的現象。

惠港變「收買」投資變「控制」
有人將所有國家優待香港的政策
措施視為「收買香港」，將內地企
業家到港投資的資金稱為「紅色資
本」，是「控制香港」的手段，再
進一步「推論」為等同「殖民」。
按如此邏輯，中國在世界各地都有
投資，是否等於中國在全世界殖民
呢？外國人到處投資，又是不是到
處在殖民呢？
以這些可笑的論述，去推翻嚴謹
的政策措施，阻礙社會發展，近年
在香港屢見不鮮。創新及科技局經
歷3年拉布才能成立，令香港的創科
發展一再推遲；香港建高鐵亦可被
扭曲為「運送解放軍」，成為反對
的理由，反對派拉布更令工程瀕臨

停工，最終在果斷「剪布」下才能通過。
上述例子可幸最後取得進展，數年後可
能看到的，是在金融以外展現出創新活
力、交通網絡四通八達的香港。一念之差
下，香港也可能成為缺乏創新科技動力、
剩下一大片爛尾工程的城市，而這種毫無
責任感、輕言反對發展的態度，正是香港
「不能承受之輕」。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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