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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界關注大灣區「帶路」動向
冀文匯報更多深度分析報道內地新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創刊70周年暨「文匯之友」成立慶典酒會昨在會展中心舉行，

吸引到眾多財金界人士出席。多位與會者均表示，從許多年前就開始看香港文匯報，不少至

今仍有訂閱，或每天通過實體報紙、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瀏覽香港文匯報的報道。由於自

身行業的關係，他們尤其重視閱讀財經新聞。近年來香港文匯報關於大灣區、「一帶一路」

的報道，更是他們關注的重點。 ■記者涂若奔、周紹基、周曉菁、馬翠媚

地產界讚資訊優質全面多樣

恒隆集團傳訊及投資者關係董事關則輝：
香港文匯報是一家很有國家觀念的報紙，過

去在推動香港社會民生、經濟發展，以及對國
家認同感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
作。希望香港文匯報越辦
越好，因為香港目前正
處於關鍵時期，希望
文匯報能繼續從中發
揮作用，不只是一個
新聞媒體，要作出有
利香港大局的引導，因
為這正是香港需要的。■關則輝 區柏秋 攝

旭日企業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楊勳：
看香港文匯報已逾30年，不論任何版面都會

看，但最留意的是時事新聞及經濟版，特別是
「一帶一路」、大灣區等熱
門專題都是必看之選，
而且香港文匯報愈辦愈
好，愈來愈多焦點報
道，不但有重點，而
且描述客觀，希望日後
可秉持現有辦報方針。

■楊勳 翠媚 攝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郭振華：
平時都會看香港文匯報，會留意財

經版關於大灣區、「一帶一
路」的新聞，最近就比
較關注中美貿易戰的
問題。個人而言，最
希望能多看到一些內
地最新政策出台後，
對香港的營商環境有什
麼影響的解讀式報道。

■郭振華 馬翠媚 攝

金利豐金融集團行政總裁朱李月華：
很高興看到香港文匯報 70周

年，現在愈做愈好，希望
未來發展更好。至於對
香港文匯報的建議，
現時年輕一代都愛使
用社交平台及手機應
用程式，香港文匯報
都可以加強在電子傳媒
方面的資訊。

■朱李月華 梁悅琴 攝

太子珠寶鐘錶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鄧鉅明：
香港文匯報一直是香港人

心目中愛國愛港的報紙，
報道中肯，不偏不倚，
身為中國人都要多看
香港文匯報來了解國
家的方向發展，特別
是「一帶一路」，更加
要了解多一點。

■鄧鉅明 黎梓田攝

■李彤 涂若奔攝

■梁永祥 梁悅琴 攝

■陳爽 馬翠媚 攝

■謝偉銓 黎梓田攝

■方文雄 黎梓田攝

多位嘉賓又恭賀香港文匯報70歲生日快樂，祝願香
港文匯報愈辦愈興旺，在新時代具有新氣象、新

風貌和新風采。他們亦提出多項建議，例如希望香港文
匯報可以加強在電子傳媒方面的資訊，以及每當內地最
新政策出台後，香港文匯報多組織一些深度分析的報
道，解讀這些政策對香港的營商環境有哪些影響。

雷添良：報道從國家利益出發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候任證監會主席、羅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高級顧問雷添良表示，很高興能到場祝
賀香港文匯報創刊70周年，是本港媒體發展的一個里
程碑。他不記得第一次是什麼時候看香港文匯報，只
透露日常每天也會看多份報紙，當中一定會包括香港
文匯報。
他形容，香港文匯報的內容豐富多彩、訊息充足、
報道中肯及準確，尤其是報道的角度尤佳，因為皆從
國家及香港的宏觀利益出發。「要知道，目前香港是
十分需要一些從國家利益出發的新聞角度和解讀，與

本港其他的傳媒相比，香港文匯報的新聞角度不偏
頗、具權威性，在本港是個具影響力的媒體。」
在香港文匯報多個版面中，他對財經新聞及與「一帶

一路」有關的報道最感興趣。他認為，應該讓更多的年
輕人，透過香港文匯報的報道，去正確了解國家「一帶
一路」的發展，相信他們多看香港文匯報的報道後，會
對「一帶一路」政策，有更積極、正面的看法。
昨天是香港文匯報70歲「生日」，他祝賀香港文匯

報「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至於對香港文匯報未來
發展有哪些建議，他表示，新媒體的平台需要加大力
度去發展，因為時下年輕人都會利用手機去閱讀新
聞，尤其是即時的新聞報道，所以要接觸年輕人，新
媒體的未來發展非常重要。

李彤：版面接地氣各有特色
中銀國際首席執行官兼執行總裁李彤指出，她平時

會看香港文匯報，天天看；習慣翻閱實體報紙。記得
第一次看是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就深深為香港文匯

報的人文精神所折服。
她認為，香港文匯報很多版面都各有特色，尤其是

財經版和國際版，既有深度，又接地氣。財經版最近
增加了對「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報道，她對此也有
留意。另外，中銀國際研究部的很多分析師也為香港
文匯報投稿，撰寫《全球觀察》專欄，與讀者分享關
於全球金融市場的觀點。
她表示，在此衷心祝福香港文匯報：新時代，新氣

象，新風貌，新風采，一紙風行七十載，繼往開來繪
新篇！

胡章宏：對經濟發展發揮作用
建銀國際董事長兼總裁胡章宏表示，香港文匯報是
一份在香港非常有影響力的報紙，創刊70年來在社會
變遷、經濟發展中都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希望未來
能繼續為讀者提供各類報道，祝賀香港文匯報在未來
越辦越好。

陳爽：冀增更多即時財經新聞
光大控股執董兼首席執行官陳爽表示，他平時都在

看香港文匯報，特別留意財經類新聞，因為都是自己
所屬的範圍，希望香港文匯報日後可增加更多即時性
新聞，讓讀者可及時得悉最新財經變化的狀況。今年
香港文匯報70周年，在此祝願香港文匯報愈辦愈興
旺，70周年生日快樂。

■■香港文匯報創刊香港文匯報創刊7070周年暨周年暨「「文匯之友文匯之友」」成立慶典酒會昨在會展中心舉行成立慶典酒會昨在會展中心舉行，，吸引大批財經界嘉賓出席吸引大批財經界嘉賓出席。。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九龍總商會、通
泰行李廣林：
早年香港社會不富裕，罐頭是香港家庭飯桌

上必備的餸菜，而當時價廉物美的罐頭都是來
自內地，如午餐肉、豆豉鯪魚、響螺片，還有
油浸禾花雀，故每逢廣交會，他都
會帶團上去傾生意，文匯
報對廣交會的報道最為
重視，內容最為詳
盡。
李廣林希望香港文

匯報越辦越好，繼續
擔當促進兩地經貿交流
的橋樑角色。 ■李廣林 區柏秋 攝

全國政協委員，建築、測量、都市規劃
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謝偉銓表示，香港文
匯報70周年報慶是一件很難得的盛事，並
恭祝香港文匯報及文匯報仝人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謝偉銓指，香港文匯報在過去
為廣大讀者提供了優質而全面的資訊，自
己亦一直見證着香港文匯報多年以來的變
化，其涵蓋的範圍亦越來越豐富，除了提
供與香港相關的新聞資訊，也包括內地發
展的報道，風格方面有嚴肅亦有輕鬆，能
照顧到各方面讀者的需要。

謝偉銓：電子媒體再做多啲
謝偉銓又提到，以往於發展商任職時已
開始接觸香港文匯報的財經新聞及資訊，
在成為立法會議員後，更開始留意民生、
政治等內容。
他坦言，香港文匯報永遠都存在進步空
間，並需要針對讀者的喜好以及不同的年
齡群組去改善，其中年輕人對資訊傳遞的
要求是愈快愈好，所以應該在電子媒體上
「做多啲」。至於年輕人關注的社會問
題，亦應去找有同類經歷的年輕人分享相
關的體驗，包括大灣區創業及體驗，有助
提升年輕人的共鳴，讓他們「知多啲」。

全國政協委員、協成行集團董事總經理
方文雄指出，過去70年香港文匯報做得非
常好，為香港傳媒做了大量工作，帶到香
港正能量去配合國家發展，祝願香港文匯
報未來70年，甚至再70年的業務繼續可以
蒸蒸日上。

方文雄：冀更多吸引青年版面
他認為，香港文匯報對於內地各省市動
向、發展特別報道得深入，作為商界去深入
了解內地情況，香港文匯報是做得非常成功
的。他又指，香港文匯報於社團工作的報道
亦做得非常充分，廣泛推廣其工作，對其業
務有好大幫助，又感謝香港文匯報一直對協
成行的報道，並指，協成行今年亦是成立70
周年，期望與香港文匯報一起進步。
方文雄認為，青年人是國家及特區政府

重中之重的工作，如今青年人少看報紙，
縱然香港文匯報的網上新聞亦做得不錯，
但可透過一些娛樂性方式去傳播國家訊
息，如短新聞、動畫、統計數字等來吸引
他們的注意力，皆因青年人可能只會用5至
10分鐘時間看新聞。他又建議，香港文匯
報針對青年人的版面，可諮詢一下香港青
年人的意見。

地產代理監管局主席梁永祥表示，過去
曾經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對於香港文匯
報的印象是一個態度正面的傳媒，特別在
國家觀念上、世界視野上、中國的國際關
係上，文匯報都帶給市民大眾許多資訊，
對於他來說這是比較看重的部分。

梁永祥：國家觀念世界視野高
他亦提到香港文匯報有關「一帶一路」、

「大灣區」的相關報道，認為相比其他傳
媒，在這類涉及國家政策的內容上最為準確
及詳盡。他指出，香港文匯報在香港傳媒中
有一個特定立場、位置及角色，認為香港需
要更多這類中肯的報道，無論涉及到世界時
事、香港狀況等，都應該有一把更中肯的聲
音，而香港文匯報在這方面正好給市民大眾
另一個閱讀的選擇。
展望未來，他希望香港文匯報能夠把一

些正確的觀念帶給下一代，將來能夠更多
側重於年輕人市場。他說：「呢個好重
要，家啲年輕人嘅思維心態都需要正
視，其實香港普遍傳媒喺呢方面都做得頗
為不足，但我希望香港文匯報喺呢方面可
以擔多一啲責任。」

■記者顏倫樂、梁悅琴、黎梓田

■胡章宏 周曉菁 攝■雷添良 黎梓田攝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
與香港文匯報的結緣主要來自地產新聞，認

為這一部分的內容十分全
面。除地產消息外，他
自己亦有閱讀有關內地
各城市的不同消息或
政策等，認為報章在
整體觀感上敢言，亦
有許多公道公正的報
道。

■布少明 顏倫樂 攝

■記者 區柏秋、顏倫樂、梁悅琴、馬翠媚、
黎梓田、莊程敏

工商界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