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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昨日繼續在港考察調研。當
日下午，夏寶龍考察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並在特區政府總部與20多位香港企業家代

表座談，就香港經濟發展進行深入交流。
夏寶龍在與企業家代表座談時表示，實現香港由治及興需要社會各界團結一致謀發展。希

望大家堅定發展信心，發揚優良傳統，積極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用實際行動為
香港發展、國家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夏寶龍考察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
赴政總與企業家座談 勉同心謀發展

夏寶龍來港考察

昨天下午，夏寶龍在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律政
司副司長張國鈞陪同下考察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
室，並聽取籌備辦公室主任孫勁介紹國際調解院的
籌備工作和進展。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去年2月成
立，以開展建立國際調解院的籌備工作。在國際調
解院成立後，國際調解院總部將會落戶香港，成為
首個總部設在香港的政府間國際組織。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獨特優勢
離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後，夏寶龍到政府

總部與20多位香港企業家座談，聽取大家對香港經
濟發展的意見建議，並進行互動交流。行政長官
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丘應樺和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出席座談。參加座
談的企業家包括香港中華總商會主席蔡冠深、新地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
文、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等。

夏寶龍表示，實現香港由治及興需要社會各界
團結一致謀發展。香港企業家有着與香港共奮進的
拚搏精神、熱心社會事務的責任擔當和積極參與國
家建設的愛國情懷，在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和國家改
革開放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央長期堅持 「一

國兩制」 方針，高度重視發揮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
勢，將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發展。希望大家堅定
發展信心，發揚優良傳統，積極支持行政長官和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用實際行動為香港發展、國家建
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鼓勵與會者對香港堅定信心
參與座談的企業家代表蔡冠深表示，夏寶龍主

要聽取商界及企業家有關經濟方面的意見，鼓勵與
會者要對香港更有信心，前景會更好。他本人在會
上表達了幾點看法，包括香港去年股市下跌、樓市
低迷，整體消費市場受影響，但認為香港要堅定信
心，有 「一國兩制」 的優勢，同時香港屬於國際金
融及商貿城市，如何吸引外商投資相當重要，才能
發揮香港內聯外通的功能；還包括香港要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要開拓東盟及中東市場，並希望內地開
放更多個人遊城市等。

至於23條立法，蔡冠深說會上討論不多，商界
一致認為有需要立法，亦是憲制責任，希望盡快完
成立法，之後香港可創造安全環境，重拾營商信
心。他引述夏寶龍表示，既然大家都一致支持，他
不想講太多，又說支持香港的發展，希望大家有信
心做好這件事。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國際調解院總部 將進駐舊灣仔警署
【大公報訊】2023年2月16日，國際調解

院籌備辦公室在香港成立。籌備辦公室是根據
中國與有關國家在2022年所簽署的《關於建立
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成立，以開展建立國
際調解院的籌備工作。

之後，籌備辦公室在香港舉行《建立國際
調解院公約》的磋商，磋商內容包括議定國際
調解院總部落戶地的選址程序。特區政府向國
家表達了希望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的強烈
意願，同時選定屬二級歷史建築的舊灣仔警署

為設立國際調解院總部的合適地點。香港的建
議獲得國家全力支持。

今年2月14日，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
《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政府間談判會議近期
在香港順利舉行，國際調解院總部將會落戶香
港，成為首個總部設址香港的政府間國際組
織。

2025年底前交付
參與《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磋商的各方

已經協定，國際調解院總部須於2025年年內就
緒，以便國際調解院能在磋商結束後立即開始
運作。為配合此時間表，特區政府已就改建舊
灣仔警署進行了文物影響評估，目前已獲古物
諮詢委員會支持，改建計劃亦獲灣仔區議會支
持。政府將於本月底就工程向立法會工務小組
進一步解釋，希望在本年第一季內獲立法會批
准撥款，爭取2025年年中完成基本工程、準時
在2025年年底前將建好的總部建築交付國際調
解院。

國際調解院將是一個由各方共同協商建立
的、以條約為基礎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致
力於專門提供調解服務，為各類國際爭端提供
友好、靈活、經濟、便捷的解決方案。國際調
解院是對現有爭端解決機構和爭端解決方式的
有益補充，將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一個新
的平台。

▲

《
大
公
報
》
早
前
報
道
，
國
際
調
解
院
總
部
將
落
戶
香

港
。

▲

夏
寶
龍
主
任
（
左
一
）
在
國
際
調
解
院
籌
備
辦
公
室
聆
聽
籌
備
辦

公
室
主
任
孫
勁
博
士
（
右
一
）
介
紹
國
際
調
解
院
的
籌
備
工
作
和
進

展
。

▲

夏
寶
龍
主
任
與
香
港
企
業
家
座
談
，
就
香
港
的
經
濟
發
展
等
議
題

交
流
意
見
。

彭博摸象
一些西方輿論攻擊香港、抹

黑香港國安法及23條立法不遺餘
力，有時放言無忌，有時拐着彎
子。彭博近日發表一份報告，聲
稱愈來愈多跨國企業選址新加
坡，令香港 「相形見絀」 云云，
語帶偏頗，這不禁令人想起 「盲
人摸象」 這個成語。

新加坡和香港都是亞洲 「四
小龍」 之一，人口及面積相仿，
因此被稱為 「鏡像之城」 ，常被
拿來比較。事實上，新加坡與香
港是競爭和合作的關係，彼此的
經濟發展是各有特色，各擅勝
場，實力難分高下。

以金融服務業為例，香港上
市公司超過2500家，市值約40萬億
元，分別比新加坡多出7倍及2倍；
港股全年成交額約40萬億港元，高
出新加坡約20倍。就債市而言，香
港在亞洲第三大市場，憑藉具競
爭力的金融機構及專業服務，香
港成為亞洲區內規模最大的國際
債券及內地離岸債券發行中心，
佔區內發行額三分之一，規模比
新加坡大6倍。

外匯方面，香港是全球最主

要的美元交易中心之一及境外人
民幣最大樞紐。至去年底，香港
人民幣總存款額逾9000億元，新加
坡不足1800億元。

就跨國企業總部數量而言，
新加坡確實高過香港。但另一方
面，彭博報告也不得不承認，香
港金融和科技專業人士的薪酬普
遍高於新加坡同行，香港投資銀
行分析師的年收入比新加坡同行
高出46%，這種趨勢延伸至香港經
理級，他們的年收入比新加坡同
行高出36%。

香 港 相 對 新 加 坡 最 大 的 優
勢，在於背靠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的祖國內地，擁有 「一國兩制」
下 「內通外聯」 的獨特地位。新
加坡國父李光耀生前多次表示對
香港背靠中國內地的優越位置、
享有內地經濟發展先機羨慕不
已，而新加坡則全力爭取在中國
發展大潮中分一杯羹。

當然了，以彭博分析員、撰
稿員的功力，不能望李光耀之項
背，加上有政治偏見，彭博 「摸
象」 僅知皮毛而未識全貌，也就
不足為奇了。

乘勢而上 用好中央惠港政策
昨日，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公布，國

務院批准，將山東青島和陝西西安納入
赴港澳 「個人遊（自由行）」 城市，3
月6日實施。自此，個人遊城市將由現
在的49個增至51個。擴大個人遊城市是
香港社會期待已久的好消息，既有助推
動本港經濟復甦，更能提升香港社會對
未來的信心。香港要用好中央支持措
施，進一步發揮好客之道，不斷提升旅
遊接待能力和水平，為來自不同地方的
遊客提供優質旅遊體驗。

西安是有逾千年歷史的文化名城，
青島是沿海城市，這兩個城市都有逾千
萬人口，也都是內地經濟產值 「萬億元
俱樂部」 成員，擁有大量高收入及高消
費群體。中央新措施受到香港社會熱烈
歡迎。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這再次反
映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支持。文化體育
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中央一直關
顧香港的經濟和旅遊發展，這次優化個
人遊計劃對香港旅遊業發展有積極的提
振作用。立法會議員及旅遊業界則指
出，青島和西安離香港較遠，相關遊客
會選擇在香港過夜，提振酒店、飲食、
零售等多個相關行業。

受此消息刺激，與旅遊業相關的奢
侈品、化妝品等零售業股票近日都上漲

了一成至兩成。事實上，旅遊業是香港
經濟支柱之一，統計數據顯示，每150
萬名旅客，為香港GDP帶來0.1個百分
點的增長。以去年香港接待3400萬遊客
計，為香港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
內地居民個人遊政策自2003年香港沙士
疫情後開始實施，效果立竿見影，推動
香港經濟從谷底反彈。20年來，內地遊
客在港消費累計超過22000億港元。現
時個人遊城市擴大到51個，對香港經濟
拉動作用之大不言而喻。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央惠港政策
接連不斷。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
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深
層次矛盾，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去
年香港全面復常、全面通關後，遊客重
來，其中內地客佔遊客總數八成以上，
對香港旅遊業發展舉足輕重。另一方
面，由於內外因素影響，香港經濟復甦
之路並不平坦，旅遊業面對不少挑戰。
香港社會希望內地增加個人遊城市、恢
復 「一簽多行」 及提高內地客來港消費
免稅額。中央重視香港，積極考慮香港
的意見。在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抵港
考察調研的第二天就公布擴大個人遊城
市，對香港而言是喜上加喜，是名副其

實的 「新春大禮包」 ，充分體現祖國是
香港的堅定靠山。

中央挺港政策將陸續有來，相信增
加兩個個人遊城市只是首階段。中央沒
有一次性公布更多的城市，其中一個因
素，不排除是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接待能
力。特區政府及業界要抓緊時間加快相
關建設，包括增加酒店設施、提升航班
次數、增加過關口岸及做好相關的交通
配套。而在加強硬件建設的同時，更要
提升軟件的建設。

毋庸諱言，香港服務業質素仍有相
當大的提升空間，這表現在少部分食肆
待客態度欠佳， 「黑的」 劏客亂象不
絕，也有一些服務業人員對說普通話的
遊客不夠禮貌。類似投訴在社交平台不
時出現，值得反思。為此，輿論建議香
港大力推動 「禮貌運動」 ，重塑 「好客
之都」 形象。特區政府也鼓勵服務業界
舉辦禮貌服務、微笑活動等。趁着擴大
個人遊城市，現在是加大力度推廣禮貌
運動的最佳時機。

一言以蔽之，只有在香港不斷提升
旅遊接待水平、不斷優化遊客體驗的情
況下，中央的惠港政策才能發揮最大效
益，才能將機遇變成實實在在的收益，
才能推動香港旅遊業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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