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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做夢都要做中國夢
在滬港合作研討會致辭 籲港人應以「國家本位」思考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帆、夏微 上海報道)大
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王緝憲教授指出，雖然香
港在過去兩年經歷了幾波重大衝擊，經濟民生面
臨重啟，但香港不應忘記自己仍有三大優勢。
王緝憲指出，香港的第一個優勢是以普通法

為基礎的一個體系，這個體系不僅支持國際金
融服務，同時也支持各種法律訴訟等，「這些
方面的優勢，對國家的支持是不可取代的。」
第二個優勢是香港的國際貨幣基本自由流

通，這是不會因為香港的國際排名而發生改
變的，「而這一點又是香港在國家發展大
局之內不可或缺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優
勢。」
第三個優勢是香港的信息自由。
「在法治的情況下，充分的信息不
僅是科學，也是社會科學和人文
學科多元化獨立思考的物質基
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帆、夏微 上
海報道)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致
辭中表示，上海和香港是一國之內實
施兩種不同制度的主力城市，互補性
強。兩地要積極主動謀劃戰略性合作
課題。「通過研討會這樣的形式，進
一步梳理、沉澱出一些頭緒，咬住兩
三個課題，不斷探索兩地合作的新方
向、新平台、新焦點和新機會。」
梁振英表示，2018年11月，習近平

主席對港澳社會提出4個新希望，包括
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更加
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
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更加積極主動
促進國際人文交流。因此，策劃這樣一
次研討會，也是希望在「十四五」開局
之年，深化滬港兩地的相互了解，深耕
傳統的合作領域，並探討新的合作方
向，打造新的合作平台，提升合作水平
和尋求新的合作機會。
他強調，儘管在「十四五」規劃
中，滬港都有打造國際經濟、金融、
貿易和航運中心的目標，但這僅是從
大概念上的重疊，在具體內涵上，雙
方應該更多思考怎麼錯位發展，促成

互惠互補，避免惡性競爭，這個未來
還要繼續深入研究的。

董雲虎：機遇巨合作空間廣
上海市政協主席董雲虎也表示，滬

港兩地經濟功能高度契合，合作空間
十分廣闊。滬港都要緊緊抓住「十四
五」發展帶來的重大機遇，深刻領會
中央落實布局的戰略意圖，找準在構
建新發展格局中的自身定位，在建設
現代化經濟體系，深化資本市場互聯
互通，優化航運和航空資源配置，搭
建經貿交流機制平台，拓展「一帶一
路」沿線市場，促進文化教育和青年
往來等方面，加強溝通交流，強化對
接協作，實現互惠共贏，共同譜寫雙
城合作的精彩新篇章。

阮青：滬新規劃可展港所長
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阮青詳細介紹

了上海的「十四五」規劃，指出把握
「深化滬港合作」這條主線，未來兩
地有不少新領域可以研究合作。如對
接雙循環、服務國家戰略；聚焦生物
醫藥、人工智能、集成電路三大領
域。同時，上海正在提升「四大功
能」（全球資源配置、科技創新策
源、高端產業引領和開放樞紐門
戶），發展「五型經濟」（創新型、
服務型、總部型、開放型、流量
型），都需要更多專業過硬、熟悉國
際業務的人才，這都是香港專才所
長。此外，上海正在打造的五大新城
對香港企業家來說也是很好的機會。

滬專家：滬港應合建世界金融科創中心

香港和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對於「誰更需要誰」
的問題，身兼恒隆地產董事長的陳啟宗有明確的

看法，「25年前，那個答案是明顯的；25年後的今
天，這個答案不一樣了、反轉了，但依舊是顯而易見
的。」他認為，世界局勢瞬息萬變，在不斷發展的過
程中，國家不可能等香港，香港要重新出發。

轉換角色 應問：國家需要什麼
陳啟宗提醒港人以「國家本位」思考問題，放眼
世界，爭取跟國家多多合作。香港約有95%的經濟
來源於服務性行業，作為一個高度依賴服務行業的
城市，一切都會以客戶為本。隨着多年來貿易重點
的轉移，「以前港人或許會問：歐洲的、美國的、
日本的客戶要的是什麼？但如今是否應該要問一
句：國家需要什麼？」
近期內地有關部門建議香港將普通話適度納入考評
體系，引起不少爭論。陳啟宗談及這一話題時，回憶
起自己在改革開放初期北上淘金的經歷。早在1980
年，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下飛機一句話都聽不
懂，「因為周圍都在講上海話。」九十年代回上海做
生意，甚至還有好多人與他講上海話。不過到現今，
普通話「一語走天下」。

以普通話做夢 香港很有前途了
陳啟宗建議，為香港長遠的經濟和發展考慮，上一

代人努力學英文，下一代年輕人就應該學好普通話。
他希望本港學校教學也能更多引入普通話，甚至以普

通話為主。他還非常幽默地補充，如何把一個語言學
好，「就是當你做夢的時候，你是用什麼語言的？」
在陳啟宗看來，香港的下一代年輕人做夢的時候都要
做中國夢。「做中國夢都是以普通話來做夢，香港就
很有前途了。」
本次研討會聚焦「十四五」上海發展與滬港合作。

來自滬港兩地的300餘名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專家
學者、企業家、社會團體代表參加研討會，部分在滬
香港青年代表參與。兩地嘉賓們一致認為，滬港合作
歷史源遠流長，在互利的基礎上也對國家作出積極貢
獻。在「十四五」的新時期，應該結合各自所長，不
斷發掘合作的新領域和新契合點，共同為國家發展大
局不斷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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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張帆張帆、、夏微夏微、、周曉菁周曉菁））

由上海市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由上海市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上海社會科學上海社會科學

院院、、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和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共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和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共

同主辦的同主辦的「「20212021年滬港合作與發展研討會年滬港合作與發展研討會」，」，

昨日在上海和香港兩地同時舉行昨日在上海和香港兩地同時舉行。。香港明天更香港明天更

好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陳啟宗致辭時表示好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陳啟宗致辭時表示，，

香港這幾年經歷多重困難香港這幾年經歷多重困難，，但國安法下香但國安法下香

港迎來了最好的機遇港迎來了最好的機遇，，寄語港人應轉換寄語港人應轉換

角色角色，，以以「「國家本位國家本位」」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國家不可能等香港國家不可能等香港，，有香港最有香港最

好好，，沒香港也不是太大問沒香港也不是太大問

題題 ，， 應 看 清 誰 更 需 要應 看 清 誰 更 需 要

誰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帆、夏微
上海報道)上海市
決策諮詢委員會委
員、上海社科院港
澳研究中心主任張
道根在研討會上表
示，滬港合作優勢
互補，「攜手打造
兩位一體雙重融合
的世界經濟金融貿

易科創中心，增強配置全球資源功能，正逢其時，勢
在必行。」應該科學把握滬港各自優勢特長，揚長避
短，才能發揮1+1>2的效應。

揚長避短 發揮1+1>2效應
張道根認為，香港最大的優勢仍然是國際化程度
和對外開放水平、能級高，與世界的聯繫廣泛深入
便捷。以國際航運中心為例，上海儘管集裝箱吞吐
量已經全球第一，但上海港的國際航線中轉業務還
不足10%，相對來說輻射國內的能力更強。再比如
金融方面，上海作為中國的外匯結算中心，日均交
易額只是倫敦的1/33，紐約的1/6，新加坡的1/7，
人民幣國際支付大部分都在香港，上交所迄今沒有
一家外國企業掛牌上市。
此外，與上海相比，香港最大的優勢是境內關外
的貿易投資要素的中轉優勢，依靠單獨的關稅區低
稅率國際化通行制度和各種自由便利往來，發揮了
轉口的最大優勢。而上海最大的優勢是根植國內，
依靠大規模市場優勢，產業體系配套完整的優勢，
科技教育、人才、產業高度集聚，增長持續性好，
韌性足。

三方面促合作 增聯通優勢
張道根建議，未來滬港應該從三方面進一步推動合
作。首先是共同推進雙城在國際金融中心方面的互
動一體化發展，更有效地集聚輻射國內外金融資

源。建議有序地推進上海證券交易所等平台和機構與
香港證券交易所的平台與機構的戰略合作，比如促進
形成股票交易互聯互通的機制，跨市場交易所合作的
機制，不同產品和金融服務聯通的優勢，加強加快上
海證券交易所投資制度與國際通行規則制度的接軌，
與香港加強在制度層面的合作，可以形成可預期穩定
的國際化市場制度。

全面加強科創資源雙向流動
其次，上海和香港都必須順應科技創新和國家高
質量發展，加快從金融中心向創新中心的邁進。當
前，上海和香港都提出了要打造科創中心，雙城要
全面加強科創資源的雙向流動，推動創新機構創新
平台金融市場的開放，合作和共享，營造一體化便
捷的創新生態環境。

共建滬港國際貿易航運中心
三是共同推進滬港的國際貿易與航運中心建設，培

育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的新優勢。上海和長三角地區
是世界最大的航運航空都市圈和城市群，擁有全球最
大的現代化港口群，機場群吞吐量居世界各大灣區或
城市圈之首，國際航運和國際貿易發展的潛力巨大，
在上海和長三角地區的行業服務能力和技術性體系的
效率還不夠，全球綜合性資源配置型航運中心的功能
還比較薄弱，長三角的國際航線的數量也不夠，基礎
設施一體化互聯互通程度有待提高。上海和香港的合
作足以讓上海和長三角在全球城市群發揮吞吐量大，
技術性體系完善和服務業貿易發展的強大優勢。

港專家：香港三大優勢仍在

●「2021年滬港合
作與發展研討會」昨在
上海和香港兩地同時舉
行，本次會議聚焦「十四五」
上海發展與滬港合作。

記者夏微 攝

●張道根稱，滬港應把握各自
優勢特長，揚長避短。

●王緝憲
稱，香港
不應忘記
自己仍有
三 大 優
勢。

●●梁振英希望滬港梁振英希望滬港
兩地抓住兩地抓住「「十四十四
五五」」機遇機遇，，提升合提升合
作水平作水平，，不斷探索不斷探索
新的課題新的課題。。

記者夏微記者夏微 攝攝

●董雲虎認為，滬港兩地經濟功能高
度契合，未來合作空間十分廣闊。

記者夏微 攝

●陳啟宗建議香港青年加強普通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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