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代表團7月28日
啟程出訪老撾、柬埔寨及越南三個東盟成
員國，是任內第三次出訪東盟國家；連同
之前兩次訪問共拜訪過七個東盟成員國，
合計人口佔東盟總人口約75%。出訪目
的是要向東盟成員國推銷香港，開拓商
機，建立更廣泛的聯繫與網絡，開創發展
新領域，迎接新機遇。

東盟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亦是世
界第五大經濟體，去年雙邊貿易額達1446
億美元，佔香港對外貿易總額接近13%，
可謂經濟潛力龐大的新興市場，亦因此香
港十分重視與東盟的關係。今年5月，立
法會一個職務考察團亦曾經造訪三個東盟
成員國，分別是馬來西亞、印尼及新加
坡，我有份參加，目的是除了推銷香港及
開拓商機，同樣重要的是建立人際溝通網
絡及促進彼此交流。

我認為，從更高層次去思考，對香港
來說與東盟建立更緊密聯繫，最重要的一

步是爭取東盟各成員國支持香港加入《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立法會職務考察團當時已經向我們接觸到
的東盟成員國相關代表提出這個意願，亦
得到對方認同，期望行政長官今次出訪能
夠促使香港盡快達成這個目標。當香港加
入RCEP後，我們跟東盟成員國就可以在
工商、金融、運輸、物流、法律，以及創
意產業等領域，有較現時更全面及更有系
統的雙向交流與合作，締造多贏局面。

就着未來與東盟成員國的合作，我概
括提出以下幾方面建議：

吸納更多東盟學生來港升學
第一，為香港引入醫護專業人員造福

市民。隨着立法會先後通過修訂後的《護
士註冊條例》及《牙醫註冊條例》，我們
可以名正言順引入海外合資格護士及牙醫
等專業醫護人才來港工作，藉以紓緩香港
在這些關係到公眾健康的專業服務上長期
人手嚴重不足的問題。

第二，配合香港 「搶人才」 政策，建
議取消年齡組別限制去吸納東盟學生來港
升學。不說不知，泰國華僑向來都有入讀
香港學校，泰國副總理還是我讀拔萃時的

同學呢！
特區政府致力打造國際專上教育樞

紐，八所資助大學（ 「八大）」 本科課程
2024/25學年起非本地生上限將倍增至
40%，而內地優秀尖子是其中一個重要
學生來源。此外，教資會數據顯示， 「八
大」 過去五個學年共招收29944名首年非
本地學生，其中1911人來自東盟國家，
每年介乎276至416人；近半東盟學生來
自印尼，越南與柬埔寨則分別有138及8
人，無學生來自老撾。我建議行政長官今
次率團出訪老撾、柬埔寨及越南三個東盟
員國時，趁機一併加強宣傳香港可為東盟
提供教育培訓，培養更多高技術人才；到
時來港升學的東盟學生將成兩地橋樑，畢
業後可以加入港商協助拓展東南亞市場。

第三，創造 「無限商機」 。香港還有
很多方面可以跟東盟成員國合作，包括農
業方面，從而達至互惠互利目標。須知
道，東南亞地區的氣候與地理位置有其獨
特性，使之成為咖啡種植的理想環境。此
外，該地區的咖啡文化與咖啡生產專業知
識使東盟咖啡產業更加活躍。越南、印尼
及老撾等東南亞國家早已成長為咖啡出口
國。在泰國，對咖啡的需求亦不斷增加，

繼續吸引新的企業與投資，菲律賓亦決心
重振咖啡產業。

除種植咖啡外，我認為東盟多國亦將
會是新品種黃豆種植的潛在發展區域。眾
所周知，黃豆的營養價值極高，而且更有
修復土地與改善環境功用，但受制現實環
境限制令其價值不高，往往只能是小農戶
的經濟作物。香港中文大學一支科研團隊
成功培育抗旱耐鹽的新品重黃豆 「隴黃大
豆」 ，能打破環境限制，為解決全球糧食
短缺、貧窮饑荒及可持續農業發展帶來希
望。

現時香港有向東盟地區出口這種黃
豆，我個人亦有投資這方面的生意。正因
為東南亞地理與氣候的獨特性，我認為將
來甚至可以在東盟成員國尋覓適當地區拓
展 「隴黃大豆」 的研究及培植，創造雙贏
局面：一方面培植我們所需的新品種黃
豆，造福人類；另一方面可推動當地政府
及民眾善用天然資源，促進經濟發展。

打造成為「必到旅遊樞紐」
第四，加強旅業合作。隨着社會進步

及商貿活動日益頻繁，很多內地同胞及香
港人早已經常去東盟熱門成員國旅遊，最

普遍是星馬泰，後來還有越南等新興市
場。近年，東盟多國的國民，尤其是華
僑，有不少都愛上出國旅遊，他們亦經常
返內地尋根及遊歷名山大川。我建議推動
東盟成員國國民出國作「多目的地旅遊」，
特區政府可做的是：第一，安排這類來自
新興市場的旅客免簽證來港旅遊，從而吸
引他們出國旅遊時一併來港吃喝玩樂幾
天；第二，旅發局要進一步發掘及更有條
理地包裝本地旅遊景點向海外宣傳，甚至
在愈來愈受歡迎的 「小紅書」 等社交平台
上載香港旅遊景點等詳盡資訊，而且要有
系統地大肆宣傳，給予這類新客優質的旅
遊體驗，亦有助建構香港成為 「必到旅遊
樞紐」 （Must-Visit Hub），進一步激
活香港旅遊業。

上述各項全部是互惠互利的措施，需
要逐步去開展，而大前提，亦是關鍵的一
步，就是香港要盡快加入RCEP。只要香
港做到這一步，一定能夠推動區域經濟發
展，發揮香港 「超級聯繫人」 及 「超級增
值人」 的角色，加深與 「一帶一路」 沿線
國家的協作，這一切對香港發展有很大提
振作用。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第七屆區議會運作半年來，
470名區議員用點點滴滴的務實

行動和貼地親民的工作作風，充分
展現出了 「愛國者治港」 的新氣象新風貌。

首先來看一組數據對比。從今年1月1日上任至6
月30日，全港470名區議員中有366名出席所有大會、
委員會及小組會議，佔比接近八成。剩下104名區議
員中絕大多數也僅僅是缺席1次或2次。特別是大會，
除北區及離島區個別區議員缺席外，其餘16區均百分
百出席。而上一屆區議會2020年出席情況，479名區
議員中僅有153名出席所有大會、委員會及小組會議，
佔比只有三成。這一鮮明的數字對比，可以形象反
映出新一屆區議員履職盡責的嶄新形象。

馬不停蹄為民服務。當下的香港，可以說處處都
有區議員的身影。在推廣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
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活動中，區議員挺膺擔當；在處理
如大雨、火災、停電等地區突發情況中，區議員衝鋒
在前；在解決市民交通出行、垃圾處理、運動健身等
急難愁盼問題中，區議員忙前忙後。前段時間，國家
移民局發布公告，為港澳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國籍人
員簽發來往內地通行證，九龍城巴基斯坦裔區議員利
哲宏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一天時間就協助
300多位市民申請了通行證。可以說，通過區議員們
的辛勤努力，廣大香港市民的幸福感、獲得感有了明
顯提升。

推動地區良政善治重要幫手
聚焦民生出謀獻策。與上一屆區議會高度政治化

相比，重塑後的區議會，真正回歸 「諮詢組織」 和 「非
政權性質的區域組織」 的定位。區議員討論的不再是
毫無實際意義、博人眼球的泛政治議題，而是實實在
在的發展議題、民生議題。區議員思考的都是如何讓
街巷更加乾淨、出行更加便利、鄰里更加和諧，關注
的都是如何為市民謀實惠謀幸福。

例如，2024年全港18區以 「日夜都繽紛」 為主
題組織活動，吸引遊客、刺激消費，各區區議員根據
本區不同特色和優勢提出了符合本區實際的活動方案。
新一屆灣仔區全體區議員聯合發起 「街頭社區會客室」
活動，計劃在未來4年中，每個月的首個星期六，都

在灣仔鬧市與市民接觸，吸引更多市民參與並表達自
己對社區的意見。香港市民呂烈強表示，在完善地區
治理後，現今的區議會集中處理民生議題，我們小市
民受惠。

政府與市民紐帶作用充分發揮。新一屆區議會運
作以來，特區政府官員與區議員的關係不再是劍拔弩
張、針鋒相對，而是坦誠溝通、和諧相處。特區政府
的施政舉措被真正傳遞到市民手中，廣大市民的所思
所想所需也原原本本地被傳達到特區政府手中。可以
說，區議員真正成為了特區政府推動地區良政善治的
重要幫手。

今年1月下旬，中西區某私人屋苑有單位發生火
警。區議員楊開永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及時為約200
多名疏散的居民提供幫助，並與民政事務處和警方保
持緊密聯繫，將最新情況通過各種渠道通知居民，同
時協助特區政府有關部門為受災居民提供災後的各項
支援工作。在這次突發的火災事故中，區議員與特區
政府反應迅速、攜手合作、處置妥當，堪稱區議員與
特區政府之間良性互動的典範。

攜手其他地區力量提升地區治理效能。半年多來，
區議員與地區民政事務專員，以及關愛隊隊員、 「三
會」 成員並肩作戰，共同服務市民、服務社區，形成
了新時代地區治理的合力，充分展現出了以行政主導
為核心的地區治理架構的制度優勢。

今年7月，黃大仙樂富廣場水管滲漏，導致樂富
邨部分樓宇及樂富廣場食水供應一度中斷。停水事件
發生後，黃大仙地區的眾多區議員與關愛隊相互配合，
協助安排水車到場、協助送水上樓及派發瓶裝水，並
留守至凌晨恢復食水供應，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評。
受助街坊張婆婆表示，今次停水事件發生後，區議員、
關愛隊及時到現場處理，服務專業、熱心，讓人暖心。

近期，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新一屆區議會運作超過半年，沒有收過任
何有關區議員的投訴，區議員的績效指標全部進度理
想。

新一屆區議員起步良好，實現了 「開門紅」 。筆
者相信，在接下來的任期裏，廣大區議員一定能把愛
國愛港的滿腔熱情轉化為實際行動，更好推動地區實
現良政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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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潛力巨大 可成香港發展新增長點

在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
總書記就《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簡稱
《決定》）起草的有關情況作說明時指出：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全新的事業，
前進道路上必然會遇到各種矛盾和風險挑
戰。特別是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
速演進，局部衝突和動盪頻發，全球性問
題加劇，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不斷升級，
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
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 『黑
天鵝』 、 『灰犀牛』 事件隨時可能發
生。」

我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關於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最新判斷，
是指明了新時代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方

向和目標。
目標，當然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

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奠定堅實基礎。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
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方向，則包括兩方面。其一，對
待美西方發達國家；其二，對待廣大發展
中國家亦即 「全球南方」 。

只能「操之在我」不能「受制於人」
《決定》第24條全文是── 「穩步擴

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
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
勞動保護、政府採購、電子商務、金融領
域等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
容，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擴
大自主開放，有序擴大我國商品市場、服
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等對外開放，
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深化援外
體制機制改革，實現全鏈條管理。」

這一條包含三層涵義：

第一，對待美西方發達國家，我們的
基本方針有二。其一，主動對接國際高標
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
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採購、電子商務、
金融領域等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
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
境。其二，擴大自主開放，有序擴大我國
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
場等對外開放。

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意味
着我們承認美西方發達國家總的看處於發
展的高水平。即使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百般
打壓遏制我國，我們不得不自主研發，自
力更生，但是，我們仍會參照美國在高科
技領域的規則。

擴大自主開放，既表現我國仍然向美
西方發達國家打開大門，也希望它們向我
國打開大門，但是，我們堅持不受制於人。

有一種觀點稱中國必須向美西方發達
國家單邊開放。的確，2023年12月1日和
2024年3月14日，我國先後對法國、德國、

意大利、荷蘭、西班牙、馬來西亞6國持普
通護照人員來華經商、旅遊觀光、探親訪
友和過境不超過15天可免簽入境，以及對
瑞士、愛爾蘭、匈牙利、奧地利、比利時、
盧森堡6國持普通護照人員試行免簽政策。
這是我國在特定方面向一些國家實施單邊
開放的事例，但決不意味着我國將無限擴
大到所有領域所有方面向所有發達國家單
邊開放。

開放要兩相情願。美國對我國 「逐步
脫鈎」 。《決定》第24條強調 「有序擴大
我國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
務市場等對外開放」 。即使對願意與我國
保持經貿聯繫的西方國家，開放也是 「操
之在我」 而不是 「受制於人」 。

擴大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合作
二、對待發展中國家，《決定》第24

條稱 「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 。
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規定，體現新時代我
國高水平對外開放向發展中國家傾斜，尤

其，給予最不發達國家以特別的單方面支
援和幫助。緊接着這一點的是──

三、深化援外體制機制改革，實現全
鏈條管理。以上兩點表明中國切切實實同
「全球南方」 即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一起。
這是新時代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一個鮮
明特色。

一些人以為，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
邊開放，深化援外體制改革，得不償失。
這些人依舊堅持中國必須向美西方發達國
家開放，擴大引進發達國家的資本，認為
唯此才有利於我國經濟發展。但這是一廂
情願。

事實是，發達國家一些產業的跨國公
司由於本身已失去在中國的競爭力而選擇
退出中國。最新事例是，日本製鐵公司決
定2024年夏天與中方長達20年合約期滿後，
退出與中國寶鋼股份的合資企業寶鋼日鐵
汽車板有限公司。此類事例還會接連發
生。

資深評論員、博士

議論風生
青 平

發揮香港精神 團結振奮向前
點滴行動盡顯愛國者治港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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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理解新時代高水平對外開放

2024年巴黎奧運會進行得如
火如荼，國家隊和中國香港隊的
奧運健兒全力拚搏，捷報頻傳，
全城振奮沸騰。特別是 「微笑劍
后」 江旻憓和 「劍神」 張家朗都
是在逆境下絕地反擊，憑着堅韌
毅力一路晉級，為香港摘得奧運
金牌，創造新歷史，為香港揚威
爭光。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要好好
藉此奧運會契機，發揚奧運健兒
逆境奮發，以敢打敢拚、永不放
棄的香港精神，培養青少年自強
不息的拚搏精神，增進民族自豪
感，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激勵他
們為港爭光，貢獻國家。

逆境自強 不畏困難
是次特區政府購入巴黎奧運

會轉播權，讓全港市民免費欣賞
奧運會各項賽事十分明智。奧運
會是世界最高水平的體育盛事，
吸引了不少市民齊集各大商場，
為國家隊和香港運動員歡呼打氣，
每當國歌奏響，國旗和區旗升起
時，觀看的市民都會為參賽的運
動員付出汗水、拚搏圓夢而感
動和吶喊，更為祖國強大強盛
而驕傲，愛國愛港情懷自然而
生。

轉播奧運會賽事，不單帶動
了商場、餐飲以及相關周邊產業
的生意，更凝聚了民心，讓市民
看到，很多中國品牌都登上了巴
黎奧運會的舞台。中國製造和中
國 「智造」 備受全球矚目，優質
的中國產品展示出強大的實力和

創新能力。
教育局在奧運期間也適時推

出了《巴黎奧運．國家與香港》
學與教資源，介紹了奧運歷史、
香港奧運之路及國家隊香港隊部
分明星隊員，以及介紹內地和香
港的體育交流和國家對香港的支
持，讓香港青少年學生更深刻地
了解國情港情，拓寬國際視野，
塑造正確價值觀。這些都是鮮活
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方式。

這次幾位為港爭光、通過頑
強拚搏奪取獎牌的奧運健兒，也
很好地詮釋了什麼是 「香港精
神」 。江旻憓文武雙全，品學兼
優，堪稱人生楷模。先後經歷左
右膝十字韌帶斷裂重創，三戰奧
運，鍥而不捨，在落後1：7時，
頑強追回比分，並一劍封后，終
圓金牌夢；張家朗憑藉日臻成熟
的非凡技術，越戰越勇，臨危不
亂，繼2020年東京奧運會為香港
劍擊運動締造歷史，力挫強敵，
成功衛冕；還有 「香港女飛魚」
何詩蓓在強手林立的女子200米
自由泳決賽，獲得銅牌，連續兩
屆為香港贏得獎牌。他們的佳績
令人振奮，他們的拚搏精神值得
香港市民引以為榮。

這幾面沉甸甸的獎牌背後都
是香港精神的體現：逆境自強，
不畏困難，百折不撓，亦正是香
港社會各界當前最需要的信心動
力。香港現正進入由治及興新階
段，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全力拚經濟謀發展，攻堅創新科
技、發展新質生產力、應對複雜
多變的國際大環境等等，無不需
要敢打善拚，打 「逆境波」 ，永
不言敗的 「香港精神」 。

正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香港特區

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一行時表
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
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對於面臨
內外環境深刻變化的香港來說，
同樣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
改革實現更好發展。希望香港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深入理解和領
會三中全會精神，把握機遇，銳
意改革，主動作為，加快推進香
港由治及興。

守正創新融入國家大局
其實，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

是過去幾代港人發揮獅子山精神，
積極向上、努力打拚、同舟共濟
打下的根基，建設了繁榮富強的
香港。雖然香港曾經歷過黑暴和
疫情，經濟備受打擊，幸得中央
支持，及時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
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撥亂
反正，社會各界凝聚共識，重歸
團結和諧。香港特區更履行了憲
制責任，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立法，國安法與維護國安條
例緊密銜接、相輔相成，發揮 「雙
法雙機制」 的制度優勢，築牢香
港的國家安全屏障，全力拚經濟
謀發展。

正如 「劍神」 張家朗奪取奧
運金牌後所言： 「我們可以證明，
我們在很小地方都可以做到很多
不同東西，只要相信自己，不要
覺得因為地方小而放棄或者不堅
持。」

在香港發展進入新階段之際，
讓我們延續巴黎奧運創下的佳績，
團結振奮，繼續發揮 「香港精
神」 ，守正創新，積極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以中國人為榮，善作
善成，為香港再創輝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濟民
生聯盟監事委員會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