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爺：歡迎「獨角獸」來港上市
赴黔出席大數據博覽會 盼加強灣區科技金融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和向紅、周

亞明 貴陽報道）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連日在貴州出席2018

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時，在

多個場合表示，歡迎貴州及粵港澳

大灣區創科企業來港上市。他透

露，香港聯交所今年4月30號開始

實施新的上市制度，迄今已接到好

幾家來自內地的獨角獸企業的上市

申請。他對這些「獨角獸」來港計

劃表示歡迎，並表示香港將發力移

動支付，同時希望加強與貴州和粵

港澳大灣區的科技、金融、人才培

養等方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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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跑是我長期堅持的愛好。來到香港工
作，住在跑馬地，周圍是密集的樓群和狹
窄的道路，我為尋找跑步場地而犯愁。有
同事笑我「騎驢找驢」──馬場就是對公
眾開放的大型運動場呀！我瞪大了眼睛，
這樣一個富豪名流出入的「高尚會所」，
會這樣公益和親民？那好，以後就到馬場
跑步！

但馬場畢竟不是運動場，裡面的跑道一
是狹窄、二是直角彎道多，並不適合追求
平均速度的長跑愛好者。於是，我把眼光
放寬到了在香港廣泛分佈的標準運動場。
這些由康文署管理的「Sports Ground」，

不僅向市民免費開放跑道，還提供直飲
水、沖涼熱水、儲物櫃等免費服務，再加
上坐落在大型屋苑的周邊，大多時候市民
熙熙攘攘──講究養生的緩步老者，隨性
玩耍的活潑孩童，臨考前「抱佛腳」的中
學生，以及在教練帶領下一隊隊跑過的訓
練班學員。我亦是跑步訓練班的成員，曾
有幸與香港首位登頂珠峰的女性──曾燕
紅同班訓練。

在運動場繞圈跑步太單調，戶外跑才是
長跑愛好者的最愛。在跑馬地，我會由成
和道起步沿司徒拔道爬高，在與地球重力
對抗的同時，將北側的維港和南側的深灣
盡收眼底。待搬至沙田居住，出門不遠就
是城門河岸，這種既平坦又無交叉路口阻
斷的堤岸路，最適合長跑愛好者發揮成

績。於是，我跑得更加頻繁。在這城門河
與沙田海的交匯處，我曾向着從八仙嶺背
後「跳出」的朝陽跑去，也曾與灑滿夕陽
金光的水面並行，甚至在8號風球取消後不
久就「勇敢」地跑入風雨中，身邊是猛烈
沖刷堤岸的滔滔白浪。

憑藉完善的基礎設施、成熟的城市治理
能力和豐富的組織管理經驗，香港得以成
功舉辦了一系列聲名遠揚的大型體育賽
事。長跑方面，「渣打」馬拉松、「樂施
毅行者」百公里賽早已蜚聲海內外。據統
計，香港每年舉辦逾百場的長跑賽事，吸
引着大量市民參與。我有幸得以「沾
光」，在與千人乃至萬人的同場競技中，
感受起步前的緊張、賽道上的興奮以及衝
線後的暢快淋漓。「渣打」馬拉松，沿途

絡繹不絕的市民不斷為參賽者加油鼓勁，
那發自內心的吶喊聲令人感動；九龍「街
馬」，我「理直氣壯」地奔跑在平日車水馬
龍的觀塘繞道上，心生快意；沿着梧桐河堤
的北區「豐盛人生」跑，從這個香港「特
區」遙望深圳「特區」不斷增高的城市天際
線，改革開放40年的滄桑巨變令人自豪。

翻看自己的跑步記錄，我已經用跑鞋
「丈量」香港大地累計6,000多公里。其中
最難忘的，莫過於2014年8月17日由維園
跑至遮打道的「跑步上中環」活動。在這
項我經歷過的最短距離的「長跑」比賽
中，我不僅深切體會到了參賽市民反暴
力、護法治、求和諧的期望，更因能以自
己最為喜愛的方式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貢
獻力量而自豪。惟願香港在實現「中國

夢」、「香港夢」的大道上清除障礙、闊
步前進，跑出東方之珠的美好未來。

香港，跑步前進
新界工作部 趙欣

■戶外跑是長跑愛好者的最愛。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
帶一路」建設，將會是國家

改革開放的新歷史里程碑，形容香港「近水樓台
先得月」，必須抓緊此龐大機遇，積極參與，主
動擔當「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配合國
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同發展、共繁榮。

張建宗憶深圳蛻變過程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憶述上世紀80年代中

出任新界北區政務專員期間，見證只有一河之
隔的深圳，從一個剛起步的經濟特區開始迅速
發展。當年他在深圳出席跨境工作會議時，開
會的地方部分時間沒有足夠電力供應，但昔日
的深圳特區，現已蛻變為一個現代化城市、國
家創科重鎮及改革開放的亮點。
回顧過去40年，張建宗指出，國家改革開放

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而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和
現代化建設中從不缺位。如香港憑着在國際交流
方面的豐富經驗，成為國家與環球經濟接軌的最
主要橋樑，為外資「引進來」和協助內地企業
「走出去」搭建了穩實的平台。此外，港商在
改革開放初期已開始到內地特別是珠三角投
資，為內地提供資金和技術。香港企業積極參
與國家改革開放進程，其後工業北移，也令香
港成功經濟轉型至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
他指出，國家經歷改革開放，實現了從「站

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大飛
躍，殊不簡單。以深圳為例，其GDP現已與香
港相若。而香港為國家的改革開放一直作出重
要貢獻，而國家的發展亦成就了今天的香港。
他相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建

設，將會是改革開放的新歷史里程碑，同時香
港必須抓緊此龐大的機遇。
他形容，香港「近水樓台先得月」，因此應

善用固有優勢，把握新時代的新機遇，藉着國家
改革開放40年，從國家發展的戰略清晰釐定和
檢視香港的定位，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
「一帶一路」建設，主動擔當「促成者」和「推
廣者」的角色，配合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
同發展、共繁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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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受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孫志剛委託，貴州省長諶貽琴、
副省長陶長海在貴陽會見陳茂波一行。
在聽取諶貽琴簡要介紹貴州經濟社會發展
和2018數博會情況後，陳茂波表示，香港
將採取一系列金融創新、旅遊發展、人才培
養等舉措，積極加強與貴州的合作，大力推
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加快發展。
陳茂波25日深夜抵黔，出席了26日的博

覽會開幕式，昨日上午的國際金融科技產業
高峰論壇、2018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對接
會，昨日下午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分論壇，
昨日下午演講一結束，就乘機返港。在上述
場合， 陳茂波均是重要演講嘉賓，他以科
技和金融為主要切入點，尋求深化合作。

協同錯位發展建國際中心
陳茂波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作出重
要指示，支持香港發展科技創新產業，允許
科研資金來港，可以說給香港的創客發展打
下了強心針。只要大灣區內的城市同心合
力，協同錯位發展，大灣區一定可以發展成
為一個國際級的科技中心。
陳茂波又指，粵港澳大灣區有6,800萬人
口，是比較富庶的地區，提供了足夠龐大的
市場和應用的場景。香港背靠祖國，同時擁
有「一國兩制」的優勢，國際一流的水平和
電訊基礎設施。香港完善的法律制度對知識
產權、數據和私隱都有比較完善的保證。
他表示，香港有明顯的優勢可以吸引外國
企業和科研機構在香港設立數據中心。

目標匯聚海內外人才
「當然我們也會爭取內地企業適用香港優
良的基礎設施和國際化的平台，設立數據中
心。」陳茂波說，「我們的目標是要匯聚海
內外的人才，發展成為前沿科技研發的基地
和數據全方面使用的數據港。」
陳茂波說，過去兩天參觀了一些大數據企
業和項目，從總體來看，貴陽的大數據業務
發展一日千里，已經成為國家大數據的一張
名片。他介紹了香港人臉識別等幾項高科技
領域的重大成果，表示特區政府將加大對創
新科技的支持力度。
他透露，香港聯交所今年4月30號開始實
施新的上市制度。新的上市制度實施不到一
個月，我們已經收到好幾家來自內地的獨角
獸企業的上市申請，此外還有很多企業在洽
談當中。「我們有信心進一步提升香港上市
平台。」他並期待貴州省大數據領域的新經
濟產業企業，採用新的上市制度來港上市籌
資。

作為 2018
中國國際大
數據產業博

覽會的重頭戲之一，由華人大數
據學會及互聯網專業協會聯辦的
粵港澳大灣區暨國際分論壇，昨
日假貴州省貴陽市國際生態會議
中心舉行。大會邀請多位重量級
大數據業者作主題分享，並以香
港與粵港澳和貴州大數據合作為
主題展開討論。

港需內地技術人才支援
華人大數據學會執行主席洪為

民教授指出，香港是知名的國際

金融中心，也是內地企業熱門融
資地點之一，人才薈萃，也擁有
不少金融數據，可以為未來香港
的金融業增加價值及製造價值。
在大數據產業上，香港是促進國
際合作的好地方，同時也需要內
地不同地區的大數據技術及卓越
人才所支援。例如貴州及粵港澳
大灣區。他表示希望華人大數據
學會可以和貴州同業在大數據上
有更深刻的合作。
華人大數據學會執行會長崔品

覺表示，在大數據時代， 有高質
量的數據資料對智能經濟發展的
意義顯而易見。而數據共享與安

全流動是大灣區以數據驅動創新
的前提條件，也是大灣區經濟高
速發展的首要因素。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及貿易中心，對加速跨境
數據的安全流動可以起着重要作
用，為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一帶
一路」的主要推動力作出貢獻。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楊成

偉表示，順應國家發展戰略，香
港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建設，主動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包括大數據產業在
內的數字經濟發展已經邁出了新
步伐。中聯辦願繼續做黔港大資
料產業合作的橋樑和紐帶，與大
家攜手，共同助力國家大資料發
展戰略。
TalkingData首席執行官崔曉波

指出，「建設以人為本、以數據
為核心的智慧城市近年來受到全
球關注，TalkingData也在不斷探
索藉助大數據來驅動智慧城市建
設，提升城市生活質量、促選旅
遊業發展、增強城市競爭力、降
低管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期
待能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機構與企
業建立更多合作，引入創新大數
據理念與技術，助力粵港澳大灣
區的智慧化轉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和向紅、周亞明 貴陽報道

大數據共享 建智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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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右)指香港必須抓緊大灣區建設機遇。 網誌圖片

■貴州省大數據研究應用促進會與香港華人大數據學會戰略合作簽約儀式，與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同場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攝

■「高端對話」邀請從業者作主題分享。 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攝

盧雍政發表演講。

■陳茂波在貴州出席2018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表示歡迎貴
州及大灣區創科企業來港上市。 ■■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與會領導嘉賓大合照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與會領導嘉賓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