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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聚焦發展顯優勢
抓「帶路」「大灣區」機遇

各界指祖國提供廣闊空間 港人應乘順風車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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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
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一國兩制』構
想提出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和平的方式對香港恢
復行使主權，另一方面就是為了促進香港發展，
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當
前，發展的任務更應聚焦。少年希望快樂成長，
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壯年希望事業有成，長者希
望安度晚年，這都需要通過發展來實現。
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有着許多有利發展

條件和獨特競爭優勢。特別是這些年國家的持續
快速發展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不竭動
力、廣闊空間。香港俗語講，『蘇州過後無艇
搭』，大家一定要珍惜機遇、抓住機遇，把主要
精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

「發展是永恒的主題。」國家主

席習近平日前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

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的重要講話

中，勉勵港人要堅持的第三個「始

終」，就是「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

一要務」。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指出，國家為

香港發展提供不少機遇，包括「一

帶一路」國家戰略，及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都有助發揮香港的優

勢，期望大家抓緊機遇，乘着國家

的順風車，為香港再造輝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少年希望快樂成
長，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壯年希望事業有
成，長者希望安度晚年，這都需要通過發
展來實現。」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積極把握國家提供
的機遇，好好發展香港，有助為年輕人開
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有更多不同的事業
選擇。同時，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政
策，香港與內地更一體化後，長者亦可選
擇到內地養老，提升生活質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行社榮

譽董事長盧瑞安表示，若能抓緊國家機
遇，各行各業能得到更好的發展，而香港
整體亦會得到改善。舉例說，一些傳統的
支柱行業，如旅遊業等，可受惠於國家提
供的機遇，與國際更加接軌，擴大市場。
他指出，香港的創新科技產業發展，香
港既有獲得最新、最快資訊的優勢，亦可
與內地城市合作，推動發展。他認為，在
此情況下，香港社會整體水平就會提升，
除了青年增加向上流動的機會外，長者亦
更可以在港安居。

籲青年廣交友拓視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強積金管理局主席

黃友嘉也認為，國家提供的機遇能令香港

的年輕人受惠。只要年輕人放眼世界，就
會看到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也
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若不積
極參與在國家所提供的機遇之中，其實就
是缺乏國際視野的表現。
在安老問題上，他認為，隨着兩地共同
發展，安老議題亦可以不止看香港，可以
「區域性」地看，「現時很多專業人士都
會到內地生活、工作，如果解決好兩地教
育、安老等方面的問題，讓學童可在內地
讀書、長者福利等可以在內地享用，內地
其實也有很宜居的城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也說，抓緊國

家機遇能為青年提供更多的事業發展機
會。他舉例說，自己就認識剛剛大學畢業

的年輕人，到內地工作一年之後，親身感
受國家發展迅速，亦體會到香港背靠祖國
的優勢。
他認為，為了加深香港青年對內地的了
解，打算在這個暑假與其他青年團體合作，
舉辦內地交流團，讓年輕人親身感受內地的
變化，「不要只停留在網上的了解。」
在長者安老方面，柯創盛指，除了推動

經濟可更好地為長者提供福利之外，在兩
地更緊密協作交流的情況下，長者到內地
安老其實亦可成為選擇之一，「很多人都
說，長者在香港『住得細、又住得貴』，
若能回鄉安老，既可改善生活質素，亦可
以與鄉里朋友往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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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憑雙重優勢助粵港融合

把餅造大 老壯青少各有所得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一國兩制」其中一個目
的，就是為了促進香港發展，保持香港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他勉勵港人要聚焦發展，
讓老中青三代都能安居樂業。他並提到，這些年國家
的持續快速發展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不竭動
力、廣闊空間，「香港俗語講，『蘇州過後無艇
搭』，大家一定要珍惜機遇、抓住機遇，把主要精力
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對習主席的講話均表示認同，並
期望香港人可緊抓國家機遇，齊心協力聚焦發展。

盧瑞安：可助港青發展事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行社榮譽董事長盧

瑞安表示，習主席此行來港，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與香
港謀劃未來，他非常認同習主席籲大家抓緊機遇的說
法。
談到國家為香港提供的機遇，他指出，「一帶一
路」是長遠的發展方向，而香港在金融業、服務業等
方面有專長，在「一帶一路」所提供的龐大需求下，
有助年輕人發展事業。
同時，「大灣區」也是香港發揮所長的機會，認為
若在周邊地區多做工作，香港年輕人亦可做到志在四
方，「不會只局限於在香港發展，可以拓闊他們的視
野，知道其他地方的事業發展機會。」

黃友嘉：港擁近水樓台優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強積金管理局主席黃友嘉也詳

述了國家為香港提供的機遇。他指出，「一帶一路」
這個連繫不同國家的戰略發展，當中需要用上香港的
強項，如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作為融資和集資
平台的能力等，令香港有很大發展空間。
他續說，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亦有助香港進一步

發揮優勢，「很多東西都陸續在做，例如近年已有很
多內地企業來港集資、上市，在『滬港通』和『深港
通』之後，日前又有『債券通』，可以看到香港的發
展有很多的機會。」
黃友嘉又指出，香港除了在金融、服務、融資等

方面表現出色之外，作為自由開放的社會，及有完
善的法制去保護知識產權，都令香港在進一步發展
科技產業上大有作為。
他續說，尤其是國家的科技發展迅速，並在商業

化的過程中，「近水樓台」的香港可成為一個很好
的平台，讓這些技術在此發展。

柯創盛：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也希望香港社會響應習
主席的說法。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為香港
帶來不少機遇，包括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可以產生不
少商機，故認為香港應多與內地交流，並藉着香港
自身的優勢，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
他認為，「一帶一路」中一些鄰近的國家和城市，

亦很需要香港提供技術上的支援，而香港的思維亦可
帶來啟發，「我很希望香港可以藉着國家順風車，緊
抓這些機遇，好好發展。」

中國近年取得以下發展成就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 2016年，中國佔全球GDP總量的17.76%

■ GDP由1960年的597億美元增加至2016年的逾11萬億美元

■ 2017年到2019年的GDP預測增長率為6.3%至6.5%，遠高於世界的
2.7%至2.9%

■ 2016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3%

國家近年為香港提供的機遇（部分）
■在「十三五」規劃綱要設「港澳專章」，明確表示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

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及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

■支持香港參與「一帶一路」戰略，協助香港打造綜合服務平台、推動人民幣國
際化和「一帶一路」投融資平台建設等

■支持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 2014年至2017年間，先後啟動「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

■今年6月，亞投行接納香港為新成員

■ 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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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在重要
講話中指出，國家的
持續快速發展為香港

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不竭動力、廣闊空
間，不少商界中人正磨拳擦掌，準備迎接
國家機遇。
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李建紅說，習主席

的講話，值得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深
入領會和宣傳解讀，對保持香港的繁榮穩
定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招商局作為總部位
於香港的中央企業，要按照「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招商所能」，加快推進招商局
立足香港的發展戰略。
李建紅表示，在加快推進招商局立足
香港的發展戰略上，一是要充分研究挖掘
「兩制」優勢，招商局作為駐港央企，既
有在港企業的制度優勢，又有央企的資源
優勢，要把香港的軟實力和央企硬實力有
機結合，利用制度優勢開展招才引智，有
人才有智慧，建設好人才高地，才能有好
的發展。

充分利用蛇口平台
二是要充分發揮香港在踐行「一帶一

路」中，作為「超級聯繫人」的獨特優
勢。他說，招商局要充分發揮香港優勢，
把集團打造成為國際國內資源的整合者，
利用香港作為世界最大離岸人民幣市場，
加上招商銀行作為香港最大離岸人民幣結
算行的優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服務

「一帶一路」建設，並利用招商局的「前
港中區後城」模式帶動香港中小企業走出
去。
三是要充分利用國家粵港澳大灣區戰

略優勢。廣東要走出去，香港要走進來，
深圳都是橋頭堡。
李建紅指出，招商局38年前開始投資開

發的蛇口，未來要推動深港一體化和粵港一
體化建設，把「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經濟
區、世界級城市群和世界級增長引擎。
李建紅相信，招商局可在其中要扮演
重要角色，發揮重要作用，未來進一步深
化課題研究、細化發展目標、優化發展措
施、強化發展突破，把集團在香港發展納
入到集團「十三五」規劃修編之中，加大
在香港的投資力度，為香港社會繁榮穩定
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家主席習近平66月月3030日出席香港特區日出席香港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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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瑞安盧瑞安

■■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李建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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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柯創盛

■■青年若積
極把握國家
提 供 的 機
遇，有助開
拓更廣闊的
發展空間。
圖為港生參
觀人民日報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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