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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一致逢變則興全力拚經濟為民生

剛過去的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74周年的大日子，舉國歡騰，香港
到處紅旗飄揚，洋溢着喜悅氣氛，暌違
5年的璀璨煙花再現維港上空，全面復
常下的香港重現歡笑、活力和繁榮。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時
指出，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
我們要珍惜機會，謀發展、拚經濟、拚
競爭力。

這番話說出了廣大市民的心聲。實現
香港繁榮穩定，不斷改善民生福祉，回應
市民對美好生活的訴求，是香港由治及興
的重中之重。當前特區政府的工作重心，
應是一心一意為民生、拚經濟、做實事，
發揮香港所長，助力強國建設，再創香港
輝煌，這是廣大市民的心聲，也是中央對
香港的殷切期望。

今年的國慶對國家和香港都是別具意
義，今年是貫徹落實中共二十大精神的開

局之年，國家開啟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新
篇章，國力蒸蒸日上，充滿生機和活力；
今年更是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的十周年，
面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局勢變亂交
織，國家堅定不移推進對外開放，與各國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對各種全球
性挑戰，成為了全球經濟最大的發動機。
背靠強大的祖國，令香港對於未來發展更
有信心和底氣，關鍵是如何把握機遇，因
勢利導，將巨大的利好轉化為香港發展和
民生紅利。

「有橋」「食腦」抓緊新機遇
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指出，香港人

「有橋」 、 「食腦」 ，識得靈活走位，多
次轉危為機。

我們要十分清楚的認識到，香港能夠
「轉危為機，逢變則興」 ，是因為有 「一

國兩制」 這個最佳的制度保障，以及 「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確實，
香港每一次的騰飛，都不是在風平浪靜之
下進行，每次變局都為香港帶來新挑戰，
也提供了新機遇，香港能夠有今日的地位，
是經過克服種種難關，在中央的支持，香

港各界的團結拚搏、靈活走位之下達成的。
「有橋」 、 「食腦」 、 「逢變則興」 ，

指出了香港人的特點。面對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香港要對自身的能力有信心，對香
港獨特地位和優勢有信心，更要對中央有
信心，只要各界齊心協力，保持並發揮好
香港獨特優勢，香港一定能夠面對各種挑
戰，再次煥發東方之珠的光芒。

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各界要珍惜機
會，謀發展、拚經濟、拚競爭力，並引用
了《尚書》中的一句話， 「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 ，意思是想要建立一番功業，既
要有高遠的志向，同時也要付出辛勤的努
力，志與勤二者，缺一不可，不但講出了
廣大市民的心聲，更表明了特區政府未來
的施政重心。

過去幾年，在中央的撥亂反正之下，
一舉扭轉了回歸以來香港的亂局，重塑了
香港的選舉制度，重整了香港的政治生態，
遏止了 「泛政治化」 歪風，香港社會重返
正軌。中央標本兼治的措施，是香港今日
能夠由治及興的基礎，下一步就是要真正
增強香港 「興」 的動能，將工作重點放在
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人心回歸

之上。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周年招

待會上，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不但
再次重申中央繼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
徹 「一國兩制」 方針，落實 「愛國者治
港」 、「愛國者治澳」原則，更明確支持香
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發揮自身
特點和優勢，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習主席的
重要講話，清楚表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是當前香港的重中之重，而發揮自身特點
和優勢，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
是香港發展的重要路徑。

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為香港工作指
路引航，香港的由治及興必須讓社會各界
都能夠分享到發展的成果和紅利，切實增
強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當前
特區政府工作應聚焦兩個方面：

推動各項規劃加快上馬
一是充分發揮香港 「聯通世界」 的優

勢，助力國家強國建設，為香港開拓更大
的發展機遇。在創新科技、金融服務、專
業服務以至綠色環保等方面，香港都具有

獨特優勢，應該進一步發揮 「一國兩制」
優勢，用好與國際接軌的制度，為國家引
進資金、技術和人才，擔當 「超級聯繫人」
角色。特區政府需要有全面的部署和政策，
並且加強執行力度，特別在河套規劃上必
須加快。 「拚經濟」 關鍵在於 「拚」 ，要
以時不我待的急迫感，推動各項規劃和項
目加快上馬。

二是在民生工作上要加大力度和投入。
習近平主席在重要講話中指出： 「我們要
圍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着力擴大就業，解決
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 。

民生工作的根本就是解決市民急難愁
盼問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在
民生上新一屆特區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也
提出了不少新措施，但同時，在香港這個
國際大都會，依然有不少基層市民生活堪
憂，依然有不少社會慘劇每日上演，特區
政府的民生工作必須做得更徹底，多為市
民做實事，讓市民真正感受到由治及興的
好處。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香港總會會長

香港主流媒體要打好國際輿論戰
亞運會正如火如

荼進行，今屆香港運動員
的表現也令人留下深刻印
象，先是林新棟、王瑋駿

在雙人單槳無舵艇賽事中為港隊奪金打響頭
炮，再有奧運獎牌得主 「劍神」 張家朗、 「女
飛魚」 何詩蓓不負眾望贏取三金，還有00後
新星許龍一為香港在亞運高爾夫球賽中首度
摘金、七人欖球隊成功衛冕冠軍……港隊這
次創下亮眼成績，也為香港運動員打出身價。

當然，除了奪金的運動員外，港隊共有
多達900多名健將參加亞運，他們在各自的賽
事中努力爭勝，為香港爭光之餘，也在尋求
自我的突破，其中香港足球隊，就在日前的
八強戰中，成功擊敗世界排名第21位的伊朗，
歷史性殺入亞運四強。

足球向來是最受關注和歡迎的運動之一，
因此全港不論球迷或一般市民都對港足的表
現感到振奮，但港隊這次取得歷史性佳績的
意義還不盡於此。今屆亞運足球賽事，參戰
的包括亞洲多支勁旅，其中伊朗、日本、韓
國都是長年以來的強者，尤其是港足與伊朗
在世界排名相差120多位，過去兩支隊伍在不
同賽事中碰頭八次，港足全告落敗。可以說，
賽前並沒有多少人看好港足的表現。

但現實中，我們卻看見港足一路過關斬
將，成功殺入16強淘汰巴勒斯坦時，也許很
多人還覺得港足只是一時幸運，但接下來對
陣伊朗一戰，足以證明港足這段時間的表現
絕非僥倖。賽事上半場，伊朗一開始就控制
局面不斷施壓，港隊靠着全員堅守力保不失；
而到下半場，沉寂已久的港足發動閃電反攻，
射入致勝一球，到完場為止抵住伊朗的猛烈
進攻，最終創造出這場堪稱奇跡的勝利。

港隊得以晉身四強，正正印證了港隊球
員曾以行那句說話： 「我哋唔係嚟做魚腩、
被炒！」 儘管港足在世界排名僅列148位，但
憑藉着球員們搏到最後一刻的不死精神，仍
能跟亞洲強隊一拚高下。換個角度，這場賽
事也是香港的一個 「側寫」 。就像不被看好

的港隊一樣，香港近年來也面對海內外各式
各樣的 「唱衰」 ，有人說香港不再是國際金
融中心、有人說香港再吸引不到人才和遊
客……但就像港足擊敗伊朗、香港運動員在
亞運接連取得佳績，香港也憑着舉辦連場國
際級盛事、推出 「你好，香港！」 、 「香港
夜繽紛」 等活動，證明自己魅力依然，仍舊
有各項無可取代的獨特優勢。

而港足球員也跟香港社會一樣，有28歲
「超齡球員」 李毅凱、有被視為 「黃金一代」
的守門員謝家榮、有年僅19歲的 「新丁」 曾
以行、有前港隊前鋒潘文俊之子潘沛軒……
這些來自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球員，憑藉
對足球的熱愛、希望為香港爭光的決心，在
「中國香港隊」 的名字下團結一致，取得歷
史性突破；長久以來的香港也是一樣，來自
不同背景、各行各業的居民為建設香港共同
努力，最後寫下一個個香江傳奇，這就是香
港精神，也是香港成功的關鍵。

明日港隊的四強戰對手同樣是亞洲勁旅
之一的日本，比較兩地在足球運動上的人才
培養、選拔、訓練機制，有非常大的差異，
無可避免要面對一場硬仗。但俗話說 「波係
圓嘅」 ，去年世界盃，日本同樣在不被外界
看好的情況下，爆大冷連勝德國、西班牙兩
支歐洲冠軍級隊伍，就如對伊朗時射入致勝
一球的潘沛軒所說： 「一場波乜嘢都有可能
發生。」

但香港足球要成功，不可能只靠球員自
己，由政府的政策配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
都對港足未來發展至關重要。就比如最基本
的場地租賃機制，就算礙於 「土地問題」 不
另外覓地建新球場，至少也應為球員提供 「特
別出租時段」 ，令球會由教練到球員，都有
足夠和穩定的時間可以進行訓練。除此以外，
也要發揮出香港既有的 「聯通世界」 優勢，
廣邀海外勁旅來港，與港隊進行較量。即使
只是友誼賽，也能促進戰術、技術上的交流，
也對刺激旅遊業、改變社會對香港職業足球
員的觀感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港足亞運晉身四強的啟示

香港數字經濟發展要克服兩大挑戰
數字經濟是一種

新的經濟、新的動
能、新的業態，數字
經濟通過持續升級的

網絡基礎設施與智能機等信息工具，不斷
推動經濟形態向知識經濟、太空經濟轉化，
極大地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提高資源優化
配置效率，提高產品、企業、產業附加值，
推動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為落後國家實
現超越性發展提供了技術基礎。

國家一直將數字經濟的發展放在重要
位置。2017年，中央提出 「促進數字經濟
快速成長」 ， 「十四五」 規劃綱要更將 「加
快數字化發展 建設數字中國」 獨立成篇，
明確提出國家發展的方向。在這一戰略指
導下，要求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增加值在
我國GDP的所佔比例，從2020年的7.8%提
升到2025年的10%。至去年，我國數字經
濟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二，佔GDP比重已提
升至41.5%，突破了50萬億大關。國家的
科技事業實現了歷史性、整體性、格局性
重大變化，科技實力躍上新台階，成功進
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這種速度和成效，離不開對研發投入
持續增長的強勁支撐。科技部數據顯示，
2022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達30870億元，
首次突破3萬億元大關。基礎研究投入從
2012年的499億元提高到2022年約1951億
元，僅次於美國，而位居世界第二。

科創拉動高質量發展
中共十八大以來，科技創新對經濟社

會發展的驅動作用日益增強，有效支撐了
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尤其
是二十大提出強化企業是科技創新主體
地位，使科技型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
漸次成為主角。中央不斷鼓勵企業加快
轉型速度，為此召開了一系列座談會，
鼓勵中小企業依靠科技創新發展數字經
濟。並明確表示中央將進一步採取措施，
讓企業通過研製新的產品、延伸服務，真
正走上科技創新的道路，創造新的經濟增
長點。

在中央鼓勵下，一些基礎較雄厚的大
型企業率先進行結構重組，加大對科技研
發的投入，已逐步成為國家數字經濟發展

的生力軍。如今數字化的技術、商品與服
務不僅在向傳統產業進行多方向、多層面
與多鏈條的加速滲透，逐漸形成產業數字
化；而且在推動互聯網數據中心，建設工
農業生產與服務等數字產業鏈和產業群不
斷勃興發展壯大。

這種靠科技創新換來的高速經濟增長，
迫使粗放型的經濟模式被淘汰；由投資拉
動經濟發展的戰略，正讓位於由科技創新
拉動經濟發展的新戰略。國家的經濟正進
行一場史無前例的結構調整，從傳統的工
業經濟向數字經濟過渡。我們看到，這幾
年大量製造業從內地轉往東南亞地區，給
東南亞地區發展帶來機遇。雖然這種大規
模的產業轉移未必全由調整引起，但是，
這種結構性的調整過程是必須的，是國家
經濟追求高質量發展，構建數字經濟轉型
所必然的過程。它不會對國家整體經濟產
生基礎性傷害。我們應該對這種過渡性市
場劇變有清醒認識。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在
黑龍江考察時指出，要以科技創新引領產
業全面振興。當前，數字經濟所催生出的

各種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正如雨後春
筍般在中華大地不斷湧現，引領新一輪的
科技革命，成為驅動國家經濟實現長期穩
定增長的新引擎。依靠科技創新，必將不
斷提高國家經濟整體的競爭力。

國家科技力量壯大的最好例子，是最
近華為推出Mate 60 Pro手機。有些人認
為在美國打壓下，華為的發展會一蹶不振。
但是，採用了7納米工藝製造國產芯片的
Mate 60 Pro手機毫無預兆地上市，瞬間
引發了市場的搶購和關注，讓美國不知所
措。有道是 「打鐵還須自身硬」 ，華為
的這一突破性進展，不僅標誌着中國的
科技實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也表明了
中國企業已具很強的自主創新和技術研發
能力。

推動灣區數據互聯互通
國家發展引起港人的深切關注，香港

不能故步自封。香港由治及興的過程，
必然是自身戰略優勢再升級、再創新優
勢、再造新輝煌的過程。因此，香港不
能僅僅滿足於鞏固既有優勢，而是要以自

身所長、國家所需為導向，尋求新的突破
和動力。

事實上，特區政府對內地的數字經濟
發展大勢相當關切。去年6月，特區政府提
出成立 「數字經濟發展委員會」 ，嚴謹全
面地制訂了推進數字經濟的發展方向、策
略、重點領域、優先事項和關鍵績效指標
的指導性文件。今年4月，特區政府和數碼
港聯合舉辦的 「數字經濟峰會2023」 ，更
對香港數字經濟的發展進行了檢討及前瞻
性的展望。

然而，一項研究報告指出，香港作為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儘管在數字金融及數
字人民幣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並建樹良多；
且香港在2021年世界數字競爭力排名中也
獲得全球第2名。然而，香港在人才、科學
集中力和IT整合三項指標中，只能分別排第
6、第14和第17名。更須引起港人深思的是
香港數字經濟對GDP的貢獻，遠遠低於深
圳，香港僅有約15.5%，而深圳已達
30.5%，並且在與大灣區數據互聯互通建
設方面仍然不足。香港數字經濟發展之路
還任重道遠。

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慶祝
儀式日前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香港各界在祝賀這份伴隨新中國成
長的香港媒體壽辰時，也期待香港傳媒
在新時代能夠有更大作為擔當，為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 行穩致
遠，作出更大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大公報》是歷
史悠久的報紙，是充滿人文風骨、忠貞
愛國的傳媒，在中國歷史的每一個重大
關頭，都有着傑出的表現，是中國新聞
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章節，其教科書式的
經典傳播案例至今令人津津樂道。

《大公報》、香港《文匯報》（及
至2016年整合成立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扎根香江數十載，成為時代潮
頭的守望者，以鐵肩擔道義，與時代同
步伐、與香港同呼吸、與祖國共命運。
特別是在香港回歸的26年裏，細心呵
護 「一國兩制」 這一嶄新的制度。從最
初的小苗，到今天茁壯成長，愛國愛港
傳媒功不可沒。

讓國際認識真實的香港
10年前的9月1日，習近平主席為

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致賀信，囑咐
該報 「堅持愛國愛港、客觀公正的報道
立場，不斷擴大影響力和公信力」 。去
年6月12日，習近平主席為《大公報》
創刊120周年發來賀信，提出 「為 『一
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時
代篇章」 的殷切期望。這體現了中央對
以《大公報》《文匯報》為代表的所有
愛國愛港傳媒賡續愛國傳統、緊扣時代

脈動，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國家發展
建設作出貢獻的充分肯定和殷切勉勵。

中央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出席慶
祝儀式並致辭，希望香港傳媒把握香港
新機遇，彰顯傳媒新擔當。他表示，在
國家新征程、香港新階段的關鍵節點，
把習近平主席的殷殷囑託變為現實，離
不開香港傳媒界尤其是主流媒體的全面
參與、挺膺擔當。他提出三點希望：一
是始終堅守愛國陣地，在助力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中彰顯主流媒體擔當；二
是不斷凝聚發展共識，在促進香港由治
及興中彰顯主流媒體擔當；三是着力塑
造拚搏精神，在駕馭 「變數」 、實現
「着數」 中彰顯主流媒體擔當。

傳媒影響力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
的軟實力體現。在香港進入由治及興新
時代之際，傳媒作用更加重要。而且隨
着撥亂反正，香港國安法護航，香港傳
媒走向清朗，愛國愛港傳媒書寫時代篇
章有了更健康的舞台。

今天，我們更需要對內凝聚建設的
力量，協助特區良政善治，實現香港的
政通人和。當前香港處於經濟轉型的關
鍵期。雖然天時地利人和總體有利，包
括中央的堅定支持，香港創科基礎日趨
穩固，社會共識增加，但轉型既不能一
蹴而就，又必須只爭朝夕。其間必然面
臨各種利益衝突、矛盾、困難和舊思維
的阻滯。傳媒作為凝聚社會共識的重
器，作為解剖社會的利器，能夠通過新
聞規律來協調社會，提醒各界，凝聚共
識，穩定人心和推動信心，能夠發揮衝
鋒號的作用，為香港新一輪的轉型創造
良好的社會及輿論環境。

當前國際局勢風高浪急，地緣政治
導致的輿論戰此起彼伏。香港的發展需
要一個友好的外部環境，需要讓世界準
確認識一個健康安全、自由開放、充滿
活力、積極向上的真實香港，需要世界

了解香港的新機遇、新動力、新方向。
主流傳媒作為香港真實形象的最重要表
達者，在國際輿論戰中，既要敢於表
達，也要善於表達。要熟悉不同的話語
體系，展現傳媒的專業性，提高傳媒的
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外界對香港的認
識越客觀，越準確，香港由治及興越順
利，發揮獨特優勢也將愈加遊刃有餘。

今天，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成為香港
的共識。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首先要
準確認識國家，了解國策，了解國家發
展大方向和香港的角色定位，並致力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鼓與呼。這是香港傳
媒的歷史責任。

讓青少年接觸正確信息
世界進入數字化時代。這也許是紙

質媒體的 「最困難時代」 ，但必然是與
時俱進主流媒體的最好時代。媒體融
合，進入全媒體是主流媒體的必然之
路。身處全媒體時代，任何人的生活都
離不開傳媒，傳媒對於人的影響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更大。正是如此，愛國愛港
的主流媒體更需要加強內功，做好全媒
體的融合發展，以公信力、影響力擴展
到社會方方面面，特別是面向青少年。
香港的傳媒生態雖然在粉碎2019年港
版 「顏色革命」 、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
實現了嬗變，反中亂港傳媒退出歷史舞
台。但外部勢力利用網絡媒體進行對
抗，並試圖繼續誤導青少年的心不死。
為此，佔領網絡傳媒陣地，讓更多青少
年接觸正確的信息，香港愛國愛港媒體
義不容辭。

使命光榮，任重道遠。期待香港的
主流傳媒，不負中央所託，不負市民期
望，與全體市民一道，打造出香港的欣
欣向榮，如日中天。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常務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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