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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上市凸顯港金融優勢
金融科技巨企螞蟻集團上市集資

破紀錄，這標誌中國數字經濟高速發
展、產業茁壯成長，同時也凸顯香港
金融優勢，香港正逐步成為世界級科
創融資中心，助力國家創新發展。香
港金融 「玩完」 （go to hell）的謬論
已不攻自破。

面對疫情與黑暴衝擊，即使香港
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但金融核心競爭力
依然保持不變，其中新公司上市集資活
動有增無減，反映香港金融優勢猶在
，未來還有廣闊發展空間與增長潛力。

首先，美國霸凌行為變本加厲，
無理打壓與針對中國科技企業，實際
上損害自身利益，反為香港金融業帶
來更多機遇。君不見在美國上市的中
概股紛紛回歸內地與香港，今年內已
有七間中概股在港上市，甚至有中概
股考慮從美退市，回流內地與香港，
美國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其次，中國新經濟蓬勃發展，加
速香港發展為科創融資中心。現時中
國創新發展動力不斷增強，5G、物聯

網、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雲計算
、區塊鏈、數據中心等新基建投資，
形成龐大融資需求，加上港交所與恒
生指數公司先後修改條例規則，包括
吸引更多創新企業在港上市以至納入
新經濟股成為指數成份股，為香港金
融市場發展注入活力與動能。

第三，國家推進更高水平改革開
放，其中深圳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
點方案涉及推進數字人民幣研發與應
用、資本市場發展與擴大對外開放等
金融領域，將為深港合作帶來廣闊空
間，也為香港金融開拓新天地。事實
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金融
科技發展方面具有一定優勢，例如擁
有豐富應用場景，助力國家開展數字
人民幣測試。

今次螞蟻集團在港上市，預期將
產生磁吸效應，招引更多內地以至全
球創新企業落戶香港，特別是金融科
技企業，香港打造成為 「東方納斯達
克」 ，可以期待。

豁免隔離好開始 控制疫情是關鍵
十月中旬以來本港疫情有所緩和

，且曾連續多日無本地確診個案，特
區政府宣布調整抗疫措施，包括放寬
內地港人回港的限制─只要持有檢
疫健康證明，就可豁免十四天隔離。
新措施可望下月落實，同時將推行的
還有一系列其他安排。這是與內地恢
復通關、走向人員往來正常化的第一
步，雖然這一步邁得很小、很謹慎，
但意義重大。

今年二月本港被迫啟動 「封關」
的抗疫模式，當時沒有多少人能料到
，這一 「封」 就封到現在。當然，嚴
格意義上說，香港並沒有全面 「封關
」 ，而是嚴格控制人員進出，無論是
香港人出入內地還是內地人來港，都
須接受兩個14天的隔離，時間成本高
昂，這還不算檢疫的額外成本。在這
種情況下，出境基本上處於冰封狀況
，訪親及奔喪亦是能免則免。市民 「
坐困愁城」 已八個多月，不少家庭不
得不分居香港與內地。 「短短的羅湖
橋，成為世上最遙遠的距離」 ，這是

調侃，更是無奈。
「封關」 阻斷交通，打擊經濟，

也帶來心理等問題，近來香港本地行
山潮熱爆，大有 「踏平青山」 之勢，
實際上是長期困守下情緒壓抑的體現
。隨着抗疫時間拉長，市民希望走出
境外 「唞唞氣」 的意願益發強烈，而
另一方面，內地疫情早已受到控制，
為兩地實現局部通關創造了條件。昨
日公布免港人隔離的新措施，試行一
段時間後，應該考慮擴大豁免範圍，
例如為來港商務人士及遊客提供豁免
，為備受疫情打擊的本地零售、旅遊
、酒店等行業注入強心針。系列措施
的作用，相信不亞於當年幫助香港經
濟從沙士谷底起飛的 「自由行」 。

另一問題是，豁免隔離的是香港
這一方，回內地仍要強制隔離14天。
當然，這無關 「對等」 ，而是香港與
內地的疫情控制情況不一樣的現實使
然。可以說，只要香港疫情未能 「清
零」 ，風險仍在，內地就不太可能為
香港人入境提供豁免措施。

香港能實現 「清零」 嗎？答案是
肯定的，關鍵在於特區抗疫能否突破
政治干擾及利益集團的掣肘。香港疫
情被嚴重政治化，攬炒派 「逢中必反
」 ，一味要求對內地 「封關」 ，毫不
掩飾 「借疫謀獨」 的禍心，巴不得疫
情拖得愈長愈好，這就是他們抗拒全
民檢測、健康碼、強制檢測的原因。
特區政府今次宣布的豁免措施，毫無
例外地遭到攬炒派的反對。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醫學界也有
一股力量，總是將小圈子利益置於公
眾利益之上，他們陰陽怪氣，藉口多
多，早前以 「內地人講普通話、香港
人講廣東話」 為由阻撓中央支援香港
擴大社區檢測，現在又以所謂 「影響
醫患關係」抹黑強制檢測，食相難看。

事實已經證明，過去 「港式抗疫
」 拖泥帶水，無法做到徹底 「清零」
。特區政府需要總結經驗，勇於承擔
，牢記 「生命至上」 、 「一切為了人
民」 的宗旨，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沒有戰勝不了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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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盼往返便捷 生活復常
坐困愁城 急需北上探親處理公務

「我本身係一位時裝設計師，喺江
門有間工廠，主要設計自家皮革服裝品
牌，再將產品內銷中國大陸或東南亞等
多個地方，但係疫情之下，我返唔到
去江門監督住啲服裝製作，工廠等於
停擺。我呢刻只係好想快啲落實粵港澳
三地通關，令我可以北上處理事務，工
廠回復正軌。」
60多歲的鬼塚本
身是時裝設計師
，也是合約演員
，在無綫電視台
任職。

「如果可以，我都想即刻返上江門
處理工廠事務，即使隔離14日，我都無
所謂。但我亦係一位合約演員，公司工
作通告一般會喺48個鐘頭前發出，48
個鐘頭後一定要去到拍攝現場，呢個狀
況下，根本唔容許我有超過14日或者
28日嘅突然離開。」 鬼塚無奈地說。

他表示，疫情前平均每星
期有兩、三天到內地處理工廠事
務，惟疫情後已無法北上，令工廠
猶如半停滯狀態。

他說， 「因為我係做自家品牌嘅皮
革服裝生意，每件都係限量生產，所以
每件嘅出品都特別嚴格，一定要由我親

自設計、監督，
直到完成，中間
每一程序同過程
，一絲不苟。」

就政府昨
日宣布放寬港人

由內地返港的檢疫安排，鬼塚表示歡迎
，認為是步向全面通關的第一步， 「任
何事都要循序漸進，一步一步嚟，而
家第一步開通咗，自然會有第二步、
第三步，我哋要有信心，只要疫情受控
歸零，大家就可以回復以前嘅通關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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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喜愛外遊，但本港自
今年二月起實施邊境管制，不論出

境或入境，均需接受14天強制檢疫，市民
坐困愁城超過八個月，此刻最渴望全面通關。

大公報記者走到街上隨機訪問超過50名市民，超過
九成人贊成盡快通關，不足一成人表示沒意見。在期
盼可早日返內地的港人中，有人擔心身處深圳的內地
親人健康，希望兩地盡快恢復正常通關方便見面；有急
需往返內地處理公務的港人說，希望業務重回正軌，也
渴望外遊鬆一鬆。行政長官昨日宣布，下月起放寬港人
由內地返港的14天強制隔離檢疫措施，市民普遍認同
這是走出困局第一步，下一步是盡快令疫情 「清零
」 ，讓港人北上內地或前往澳門均可獲豁免強制
隔離安排。

萬眾期待
大公報記者 方學明

「我60
幾歲公公、

婆婆住喺深圳
，佢哋有胃病，

（新冠肺炎）疫情前
，主要靠我每個月大約兩

次去深圳探望兩老，攞藥畀佢哋，
但而家去唔到深圳，佢哋啲藥食晒，我好擔心佢哋健康。」
21歲的靜儀心急如焚，坦言恨不
得馬上通關，讓她立即北上探望
在深圳的親人。

就政府昨日公布11月放寬內
地港人抵港強制隔離安排，靜儀
認為是好開始，但她更希望香港疫情早日受控，讓她北上
深圳也不用接受強制隔離， 「如果放寬埋港人北上限制就最
好。」

在金鐘上班、任文職人員的靜儀，自小由公公婆婆湊大
，和他們關係最好，兩老過往不時申請簽證來港，逗留一個
月，而她一有時間就北上探望兩老，順便消遣， 「我住粉嶺
，去深圳好方便，每去一次（深圳），除咗探望公公婆婆，

亦會喺深圳消費，例如同朋友唱K、食飯等。」
她稱深圳消費較香港便宜，種類也較多，舉例唱卡拉

OK，在深圳消磨一個下午，人均消費只約50元人民幣，在
香港則起碼300元。她坦言，過往放假寧願去深圳也不願留
港。

但疫情肆虐，她已有超過九個月沒踏足深圳，雖曾考慮
為了北上，接受14天強制檢疫，但為了工作，最終打消念頭
， 「我份工根本唔容許，為咗去深圳，攞最少14日，甚至28

日假期，唔合乎邏輯。如果為北
上等於要辭工，我做唔到。」

靜儀說，最擔心公公婆婆的
健康，他們患高血壓及糖尿病，
並需服食胃藥治療胃病，但胃藥

已經吃光， 「我好驚佢哋有事，佢哋食嘅胃藥，係我每次喺
香港預先買下，再逐啲逐啲北上攞畀佢哋。而家攞唔到藥上
去，好擔心。」

靜儀與父母及兩個妹妹一家五口同住，為帶藥到深圳一
事，曾經召開多次家庭會議，始終沒有結論， 「爸爸、媽媽
同我要返工，妹妹年紀細，唔放心佢（妹妹）一個人喺深圳
接受隔離。」 說時，靜儀眼泛淚光，只望早日全面通關。

時裝設計師：
工廠停擺 冀業務重回正軌

孝順女：
送唔到藥畀公公婆婆 好擔心

我份工根本唔容許14日強制檢疫
我哋要有信心，只要

疫情受控歸零，大家就可
以回復以前嘅通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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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大部分港人坐困愁城超過八
個月，雖仍可離境，但既要面對花費過千元的私
人核酸檢測費，還要付出接近萬元出境後起碼
14天的強制檢疫費用，故大部分人寧願留港，
每逢周末假期就行山、住酒店 「宅度假」 （
Staycation），在剛過去的重陽節長周末，郊外
到處人潮迫爆。

「我上星期去咗大澳，由大澳行到東涌，

再上星期去咗南丫島，再上上星期去咗長洲，成
個香港我差唔多走勻。酒店住過迪士尼、海景嘉
福洲際，每次行完山住完酒店，令我更加想離開
香港出去旅行。」 30歲任文職的Wing說。

「等於將條橡筋不斷拉緊」
她稱只要可以離開香港去旅行，已不介意

任何旅遊地點， 「以前只會希望去日本、韓國、

泰國、台灣等，但而家唔理咁多，總之有得旅行
就得，廣州、惠州、潮汕，通通想去。」 她對上
一次旅行，已是一年多前到日本鳥取。

長時間留港，無法藉着旅行釋放情緒，她
感到長期情緒低落， 「返工已經好辛苦好攰，打
工仔最希望就係放假、去旅行唞吓，但而家無得
去旅行，等於將條橡筋不斷拉緊，無得放鬆。即
使可以行山，但始終留喺香港，感覺不一樣。」

幾時可再衝出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