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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由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學
院）和廣州市社會主義學院（廣州中華文化學院）
聯合主辦的 「 『一國兩制』 與中國式現代化」 學術
研討會在廣州開幕。與會嘉賓表示，中國式現代化
為 「一國兩制」 的實踐提供了重要的時代機遇，為
港澳地區繁榮穩定發展提供了廣闊舞台。在這過程
中，要進一步發揮香港聯通內地、連接世界的橋樑
作用，拓展國內國際合作的寬度和廣度。

中國式現代化 香港發展新機遇
一國兩制與中國式現代化研討會 聚焦優勢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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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主義教育法擬明確：傳統文化作重要內容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愛

國主義教育法草案二次審議稿即將提
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
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
楊合慶19日在北京表示，草案二審稿
擬充實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完善學
校愛國主義教育的規定。

當天，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
北京舉行記者會。楊合慶在會上介
紹，2023年6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第三次會議對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
進行了初次審議。根據各方面意見，
提請本次常委會會議審議的草案二次
審議稿修改的主要內容包括：充實愛
國主義教育的內容，完善鑄牢中華民

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教育的規定，增加
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
文化自信、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方
面的內容，完善學校愛國主義教育的
規定，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施措施
等。

楊合慶指出，制定愛國主義教育
法，是落實憲法規定和憲法精神的重
要舉措。中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在人
民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公民有維護
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維護祖
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制定
愛國主義教育法，是落實憲法規定，
教育引導公民自覺履行維護國家統一
和民族團結，維護國家安全、榮譽和

利益的憲法義務，保證國家長治久安
的重要舉措。

楊合慶表示，在總體要求上，愛
國主義教育法強調愛國主義教育應當
堅持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堅
定文化自信，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
明；在教育內容上，將中華民族發展
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史文化遺
產、英雄烈士的事跡和精神等作為愛
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在教育方式
上，強調充分發揮文物古蹟、文化遺
產、各類博物館、紀念館等的教育功
能，利用各種傳統節日組織開展民俗
文化活動，增進家國情懷。

科大穗校推動兩地交流
培養創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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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聯動港澳 研建灣區國際融資租賃中心
【大公報訊】記者李紫妍廣州報

道：《廣東省大力發展融資租賃支持製
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簡稱
《意見》）於近期正式印發實施，記者
從19日舉辦的廣東省新聞辦發布會上
獲悉，《意見》包括2條總體要求、10
條發展措施和3條保障措施，共稱 「融
資租賃支持製造業15條」 ，提出探索
跨境租賃資產交易，推動跨境租賃外匯
收支便利化，通過突出發展跨境融資租
賃，聯動港澳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融
資租賃中心。

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局長
于海平介紹，《意見》明確到2027年
全省培育形成一批百億元級乃至千億元
級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企業集群，租賃

資產規模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以上。

其中，充分發揮集聚區和粵港澳
大灣區的輻射帶動作用，攜手港澳打造
國際融資租賃中心具有鮮明特色。

「融資租賃支持製造業15條」 明
確提出，支持橫琴、前海、南沙利用各
自優勢，實施外匯收支便利化政策，與
港澳合作發展融資租賃，探索跨境資金
自由流動、租賃資產交易和跨境租賃業
務創新。支持粵港澳三地租賃企業依法
合規跨境互設專業子公司及項目公司，
鼓勵租賃企業依法合規在港澳以發債、
借款等方式進行融資。大力引入國內外
頭部租賃企業在灣區設立大灣區總部，
做深做精粵港澳大灣區市場。

▼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
主席屠海鳴發表主旨演講。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攝

▼「『一國兩制』與中國式現代化」 學術研討會在廣州開幕，與會專家建言獻策。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攝

【大公報訊】記者敖
敏輝廣州報道：10月19日
在廣州召開的 「一國兩
制」 與中國式現代化學術
研討會上，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校長倪明選在
《以科教創新與產教融合
助力中國式現代化》主題
演講上，分享港科大（廣
州）籌建過程、學科建
設、人才培養以及科技創
新等方面的做法和計劃，
期待以教育、科技、人才
三位一體實踐，為中國培
養更多創新型人才，助推
國家教育融合和創新，為
「一國兩制」 下教育融合
做探索。

倪明選頗為感慨地介
紹，他先後在台灣、美
國、澳門和香港工作。到
港工作後，看到聽到的很
多情況，讓他更加確信，
港科大再不加速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就要錯失機遇
了。

「國家對我們的支持
力度非常大，審批速度

快。即便是在新冠疫情期
間，整個校園在20個月內
便建設完成，而且建設期
間，工地未發生一例感染
個案，這就是中國速度，
中國力量。」 倪明選說。

倪明選指，港科大
（廣州）設立的四大樞
紐，正是結合自身優勢，
響應國家需求。比如 「社
會樞紐」 方面，設立創新
創業與公共政策、金融科
技、城市治理與設計等學
科，也是國家推進大灣區
建設所需要的創新板塊。

他還提到，在推動香
港教育、科研、人才融入
國家發展方面，港科大
（廣州）已取得積極效
果。比如，不少香港老師
到內地工作後，他們對內
地的刻板印象都改變了，
並帶動了香港本地教師到
大灣區內地城市交流。目
前，學校也在推動學生的
雙向交流，創新人才培養
模式的同時，也促進兩地
的文化溝通。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
第一副院長吉林在開幕式上表示，
中國式現代化是包括港澳台同胞在
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現代化，要深
入研究、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和
「一國兩制」 的內在邏輯，助推中
國式現代化和 「一國兩制」 的實踐
行穩致遠。

吉林：引進高端人才先進技術
他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為 「一

國兩制」 的實踐提供了重要的時代
機遇，為港澳地區繁榮穩定發展提
供了廣闊舞台。港澳應以自身所長
對接國家所需，加強經濟社會發展
戰略謀劃，更好服務國家事業發展
全局，找準發展的方向和重點；要
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積極引進高端
人才、先進技術等創新要素，不斷
提升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吸引力和輻
射力。要不斷創新體制機制，更加
深入對接國家 「十四五」 規劃，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 等
國家戰略。

屠海鳴：香港在貢獻國家中成就自我
在主旨演講環節，全國政協港

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
發展智庫主席屠海鳴就香港社會如
何理解 「一國兩制」 與中國式現代
化的關係進行了分享。談到香港與
國家的依存關係時，他指出，香港
是一個外向型特徵非常明顯的細小
經濟體，這決定了香港必須用好背
靠祖國、聯繫世界的優勢，在貢獻
國家中成就自我。香港回歸祖國以
來的諸多事實印證了三個重要道
理：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內地是香港最大的經濟支撐，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的最大機遇。
在這其中，香港有獨特優勢，亦有
強勁的發展動能。

「國家不斷給香港賦能，推出
系列惠港政策，為香港提供廣闊舞
台。只要社會穩定，香港就有發展
活力。」 屠海鳴說。

與會嘉賓就香港如何在中國式
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聯通內外的作

用，發表見解，建言獻策。
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

行主任李曉兵表示，在 「一國兩
制」 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要
遵循三個原則。首先是要始終保持
港澳特區 「一國兩制」 的開放性和
創造性，其次要拓展 「一國兩制」
制度框架下的合作寬度和廣度。最
後，還要不斷提升港澳特區 「一國
兩制」 實踐的高度和層次，要和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聯繫起來，也
要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聯繫起
來。

中共深圳市委黨校科學社會主
義教研部教授徐曉迪表示，中國式
現代化進程中，香港的重要功能之
一，是中國和西方的橋樑作用，充
當超級聯繫人角色。他形容這類似
於 「支付寶」 ，就像電商平台中買
家和賣家的 「信用支付」 的作用，
推動中國和國際社會進一步建立信
任、加強聯繫。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田
飛龍亦表示，在 「一國兩制」 實踐
中，要重視發揮香港的聯通內地與
全球市場的作用，這是中國式現代
化的重要部分。 「國家 『十四五』
規劃已經對香港有明確的定位，這
些目標既給香港發展帶來了方向和
活力，同時也對香港愛國者治港能
力水平、聯通世界能力以及國家視
野、國際視野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我們在香港做入戶調查時也
發現，一系列惠港政策，總體上對
年輕人有不少幫助，但同時也存在
『受熱不均』 的情況，某些行業某

些群體的獲得感相對較弱。因此，
接下來要關注政策落地的普惠性、
觸達性，注重執行情況。」 華南師
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傅承哲說。

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
聯會副會長鄧飛亦表示，做青年工
作，無論是校內還是校外，都要研
究這些 「世代」 ，找出他們的價值
觀、行為方式有哪些變化，再進行
精準施策。

▲7月24日，參與實習計劃的港澳大學生在廣州的華
南國家植物園標本館工作。 中新社

李曉兵

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拓展 「一國兩制」 實踐的寬度和廣度，不是簡單的要
地（如飛地），或者特殊政策，或者海關政策的調
整。比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實行 「共商共建共管共
享」 ，這是拓展 「一國兩制」 實踐拓展寬度和廣度很
好的案例。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整理

中國式現代化
專家談香港機遇

屠海鳴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於香港有重要的指導和啟迪意義。
越是價值觀多元的社會，越需要弘揚主流價值觀。中
華文化是中國內地、港澳台地區共同的文化根脈，香
港不能因有 「兩制」 之別而推卸賡續中華文脈的責
任。

傅承哲

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要培養香港年輕人的數字思維和素養，普及數字經
濟，推出更多面向他們的數字產品，並與學校教育、
社會教育結合起來，這些信息能夠讓他們更容易接
受。

張建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

•香港除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要深度融入國際發展
大局，並作為祖國內地與國際社會溝通的橋樑。後者
難度更大，要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有一個梯度
性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