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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政府大樓閣樓㆓家事法庭登記處申請領取該離婚呈請
書副本㆚份。如於㆒個㈪內答辯㆟仍未與該登記處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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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辯㆟

㊛㆟街食飯公司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Wai 
Ki of Shop 1B, 1/F, Witty Commercial 
Building, Nos. 1A-1J Tung Choi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女人街
食飯公司 situated at Shop 1B, 1/F. Witty 
Commercial Building, Nos. 1A-1J Tung 
Choi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8 May 2021”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期：2021年5㈪18㈰」

「現㈵通告：黃煒基其㆞址為㈨龍

旺角通菜街1A-1J號威達商業大廈

1樓1B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㈨

龍旺角通菜街1A-1J號威達商業大

廈1樓1B鋪㊛㆟街食飯公司的酒牌

續期。凡反對是㊠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刊登之㈰起㈩㆕㆝內，將已簽

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㈨龍

深㈬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

廈4字樓酒牌局㊙書收。 

㊛㆟街食飯公司

友 酒 棧

FRIENDSHIP HOUSE

「現㈵通告：謝富麟其㆞址為新界
沙田大圍村南道77-81號麗星樓㆞
㆘A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
沙田大圍村南道77-81號麗星樓㆞
㆘A舖友酒棧的酒牌續期。凡反對
是㊠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
起㈩㆕㆝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
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
8號大埔綜合大樓4字樓酒牌局㊙
書收。 

㈰期：2021年5㈪18㈰」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SE FU LUN of 
SHOP A, G/F, LAI SING MANSION, NOS. 
77-81 TSUEN NAM ROAD, TAI WAI,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he following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FRIENDSHIP HOUSE situated at SHOP A, 
G/F, LAI SING MANSION, NOS. 77-81 
TSUEN NAM ROAD, TAI WAI,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8 May 2021”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Date : 18 May 2021”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u Yuet 
Sheung of Unit H, 4/F., Phase 1, Vigor 
Ind. Bldg., 49-53 Ta Chuen Ping Street, 
Kwai Chung,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Korea 
Inn Restaurant at  LG/F.,   46-48 
Kimberle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期：2021年5㈪18㈰」

「現㈵通告：朱㈪嫦其㆞址為新界

葵涌打磚坪街49-53號華基工業大

廈㆒期4樓H室，現向酒牌局申請

位於㈨龍尖沙咀㈮巴利道 4 6 ㉃

48號㆞庫高麗軒韓國料理的酒牌續

期。凡反對是㊠申請者，請於此公

告登報之㈰起㈩㆕㆝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㈨龍深

㈬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字樓酒牌局㊙書收。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高 麗 軒 韓 國 料 理

Korea Inn Restaurant

關於︰  馮國輝   債務㆟

 茲通告 召集債權㆟會議商討㈲關高等法院於 2021年5㈪
3㈰ 所頒之臨時命令予㆖述㆟仕所提出之㉂願還款安排。債權
㆟會議將於 2021年5㈪31㈰(星期㆒)，㆗午12:00 於香港㈨龍
尖沙咀廣東道33號㆗港城第2座10樓1004-05室。

 債權㆟可向㈹㈴㆟黃錦榮，索取㆘列與會議㈲關的文件副
本︰1)債權㆟還款建議書；2)㈾產負債狀況說明書；3)㈹㈴㆟
意見書；4)㈹表投票表格；5)申索表格。

 ㆗港城第2座10樓1004-05室

 傳真︰8148 3898

㈰期︰2021年5㈪17㈰

 香港㈨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

 電話︰3615 1420

 ㈹㈴㆟黃錦榮

債務㆟會議通告

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破產訴訟案

臨時命令申請

2021年第112㊪

葉建明

參政
議政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
織）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受疫
情影響，2020 年全球外國直接投
資（FDI）總規模為8460億美元，
比上年下降 38%，為 2005 年以來
最低水平。但是，流入中國的FDI
卻逆勢增至 2120 億美元，增幅為
14%；流入美國的FDI為1770億美
元，下降37%。今年1月聯合國貿
發會議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
測》報告同樣顯示，2020 年中國

吸收外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外資流入國。
進入今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保持增長勢頭。中國

商務部近期發布的一季度我國實際使用數據顯示，中
國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39.9%，較2019年同期增長
24.8%。這證實了經合組織中國政策研究室主任瑪吉
特·莫爾納所言：中國良好的增長前景和進一步開放
的舉措將助力中國持續吸引外資流入。

中國市場成為 「避風港」
在世界大變局下，全球動蕩不已，黑天鵝、灰犀牛

事件層出。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似乎也並不好。全球
貿易保護加劇，美國除了對中國大打貿易戰外，拜登
政府更是聯同西方國家全方位圍堵中國，阻止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發展的意圖十分明顯。然而，即使是在眾

多不確定、不明朗的因素下， 「做多」 中國，依然成
了動蕩中不少資本的 「確定性」 。

中國如何能在不確定的世界為全球發展提供確定性
因素，各方都在探究。疫情給世界各國出的是一張同
樣的 「考卷」 。平等考試，結果卻大相徑庭，這場
「考試」 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問題。無論是制度因

素、政府治理，還是以人為本的理念和全民支持的實
踐，都令中國的這張 「考卷」 亮麗，並且表明，中國
無論是面對傳統風險，還是非傳統風險，都有能力沉
應對並很快化解，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根基，
也是中國市場能夠成為外來資金 「避風港」 的重要原
因。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
愈開愈大，市場准入不斷放寬，營商環境不斷優化；
內地的經濟政策穩定有延續性，加快內外雙循環的新
發展格局進一步提升增長潛力，這些都是資本信任中
國、希望從中分一杯 「發展之羹」 的因素。

如果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的自2016年以來外國
直接投資數據，外資投資中國一直呈現平穩上升的趨
勢，沒有大的起伏。這意味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的投
資信心不減，中國吸引外資的優勢依然在提升。

香港搭上 「順風車」
外資 「做多」 中國，中國發展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

機遇。那麼，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如何

因勢借力發展呢？隨香港國安法落地實施，香港選
舉制度完善，保障了香港社會整體穩定，市民安居樂
業；從理論上講，香港將會輕裝向前，解決困擾已久
的經濟民生困局了。

雖然，香港眼下還沒有完全走出疫情的陰霾，但政
府必須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經濟，提前布局 「後疫情
時代」 的發展。香港經濟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就開始
受影響，加上2019年黑暴，去年疫情及與內地通關受
限，受傷很深。除了從根本上轉變觀念以外，還需要
有切實可行的、帶得動的規劃和項目來提振信心。世
界 「做多」 中國，香港搭上 「順風車」 刻不容緩。

政府早前宣布，計劃在原邊境禁區的190公頃面積
上，建設經濟發展區，充分善用該區的地理優勢，以
把握區域發展及粵港澳大灣區所帶來的經濟機遇。這
不僅釋放多年閒置的土地，更是與深圳接軌，疊加兩
地優勢，善用國家發展動力帶動香港發展的務實之
舉。深圳方面早已將 「深港口岸經濟帶」 作為深港合
作的重大平台，不僅納入了國家和廣東省大灣區建設
2020年重點工作，以及廣東省、深圳市 「十四五」 規
劃建議，而且，已經手從深圳東部、中部、西部3
個方向同時推進。香港及時跟進，但願效率不要太
低。

記得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以 「蘇州過
後無艇搭」 ，來提醒香港要把握機遇。機遇已在眼
前，政府要抓住，民間也不可錯過。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李秀恒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葉中賢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世界「做多」中國 港須借力發展

大灣區一體化加速產業升級

評論
責任編輯 江潮 美編 劉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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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 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
要首度提及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創
科，現在更加上國家的重點支持，對港

資製造業來說確是一大強心針。不論是發展本地高增
值工業，抑或是助港資廠商將傳統製造業升級轉型，
創新科技的應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香港政府近年在推動本地科研項目及培育人才上投
資不少，包括：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企業支援計
劃、科技券、創科實習計劃等；在2016年首度把 「再
工業化」 納入施政重點後，相繼推出針對高增值工業
的 「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和 「再工業化資助計
劃」 ，總計投放過千億港元。儘管如此，不少業界朋
友仍向我反映，在企業投入科研創新時面對不少無形
的掣肘，令工業難以將香港的優秀科研成果商品化，
發揮最大的經濟和社會價值。若要創新科技與製造業
同步發展，全面而連貫的產業政策絕對不可或缺。港

府必須訂下產業發展路線，重點培育回報可觀、且應
用層面廣泛的核心行業，並列出績效指標，統籌各部
門及機構由基建、資金、人才等方面，作出針對性的
短、中、長期政策部署。若特區政府能效法內地與新
加坡，為創科及工業發展訂立五年計劃與發展藍圖，
更能有助銀行評估行業發展前景和借貸風險，讓科創
企業較易取得私人融資，動員商界力量投資創科相關
產業。

港商專攻微笑曲線兩端
對本地創新科技發展來說，另一致命傷是香港的市

場規模細小。科研項目投資巨大，港資廠商必須放眼
於大灣區以至整個大中華巿場，方有足夠規模讓創科
投資具有成本效益。單是毗鄰香港的廣東省，常住人
口已突破 1.26 億人，上年度本地生產總值達 11 萬億
元，規模達全國第一，具巨大的消費潛力；廣東省政
府亦力推廣州、深圳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業界普

遍期望香港政府積極配合大灣區一體化的市場發展，
建立共同標準，包括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與技術市場
規則的統一，讓港資廠商在香港科研、內地生產，以
至全國和全球銷售上可無縫接軌。

在產品巿場化的生命周期當中，有 「微笑曲線」
的說法：產品的前期研發、設計、生產流程管理，
以及後期的品牌塑造、巿場營銷、貿易融資等，是
增加值較高的生產服務業部分，即是曲線的兩端；
而實際的生產工序，相比之下的增加值並不高，即
是曲線中間的底端，但它具有拉動上下游需求的關
鍵作用。香港應作為科研、測試及巿場拓展基地，
專攻微笑曲線的兩端，再善用內地產業化能力的優
勢將創科成果量產。工總最近更與香港科技園公司
推出 「研發共創平台」 ，助會員企業融入本地創科
生態圈，借助科學園的設施及科技顧問團隊支援，
加快工業創新，助港資廠商向高技術、高增值方向
發展。

世界各地媒體如何在
網絡平台大量轉載內容
導致收益流失，經營困
難，已經成為國際議

題。最近澳洲立法要求社交平台或
搜尋器向新聞機構支付費用，在西
方引起不少回響。香港作為國際商
業中心，資訊發達流通是核心競爭
力，如何維持本地作為中西信息交
流的新聞中心，不僅關乎一個行業
的榮枯，同時是香港能否維持其國
際地位的關鍵。

澳洲立法先例值得關注
作為行業組織，報業公會認為要

維持本地新聞界的水平，合理而健
康的商業營運環境非常重要，要達
到這個目標，唯有依賴 「人助自
助」 兩條腿走路、雙管齊下的策略
應對。澳洲政府立法的先例，現時
已引起法國等國家關注，皆因各國
明白，專業報道不能被人人做記者
的社媒取代，注重查證、講求客觀
事實的新聞業不振，社會付出的機
會成本極大，長遠造成的影響難以
彌補。要求網絡平台支付費用能否
有效扶掖新聞行業，效果仍待探
討，然而，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舉措，一個方法不夠，可以再考慮
第二個方法，最重要是政府意識到
問題的嚴重性，願意走出第一步。
為此，公會希望特區政府官員能適
時跟進和了解外國立法的安排和配
套，以免大幅落於人後。

仿效澳洲立法保護本地新聞媒體
的生存權是一個做法。支持和鼓勵
本地媒體發展，可能是比立法更快
見到效果的另一個應對方式，當局
推動社會重視、支持本地新聞產業
的發展，在今日飽受疫情衝擊的社
會環境，更是刻不容緩。本求人
不如求己的精神，報業公會在去年

11月籌建了本地報業網站廣告投放平台 「報網通」 ，
透過這個平台，客戶可以一站式投放流量廣告到多家
報業公會的會員報章網站上。這個平台啟用後，雖然
仍有不少地方需要改進，但同時亦已取得不俗之成
績，廣告投放量按月增長，並且取得推廣效益極為亮
麗的個案，有機會本人將會再和大家分享。

借 「報網通」 建行業平台
「報網通」 的初步成功，端賴參與的會員報章合

作，同時特區政府和不少大機構的支持和協助，發揮
了很積極的作用。 「報網通」 的營運理念，是為業界
提供技術支援，令廣告客戶能得到質素有保證、投放
較為方便的推廣途徑，整個理念是以商業營運和市場
導向為主，冀能為本地新聞行業提供更合理的經營效
益。平台啟用後獲得本地機構紛紛關注和支持，大膽
說一句是得道多助。社會明白本地新聞行業凋零，意
味社會的生命力下降，正是 「報網通」 以有限資源，
啟用後即能取得佳績的最大助緣。當全球都明白新聞
媒體的存在價值， 「報網通」 應運而生，期望報業公
會這個嘗試，能夠在大家愛護下茁壯成長，成為另一
個成功的香港故事。

過去一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世界經濟受到嚴重衝擊。但中國因疫情
較早受控，成為全球唯一一個經濟正增
長的國家。香港的經濟發展一直以來依

賴金融和地產行業，導致過度局限，發展缺少增長點
導致些許停滯不前。眼下應及時調整發展模式，即利
用自身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方面分享發展過
程中釋放的紅利，另一方面可以為國家發展作出貢
獻。

國家除一如既往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提升
國際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亦計劃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香港自身法制較
完善、稅制較簡單，可以吸引外資和內地企業來港上
市。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非常注重粵港之間

的合作，近年陸續推
出各項便利措施，極
力打通兩地人流、物
流、資金流，推動稅
務和法律體制的先行
先試，以促進融合。
此外，香港科研技術
先進，但缺乏本地產
業，因此可以結合香
港的基礎科研與內地
的產業，將研究成果
產品化和商業化。

發展離不開人才培
養。眼下大灣區發展
亟需大量人才，而香
港多所高校在世界排
名靠前，利於吸引大
批國際人才來港。除
引進人才，國家亦鼓
勵港人 「走出去」 ，
近年推出一系列便利
港人於內地創業就業
和生活的政策。港人
大 可 勇 敢 邁 出 第 一
步，前往粵港澳大灣
區 尋 找 更 廣 闊 的 平
台。

印度疫情因宗教活動及選舉活
動而加重，衛生及醫療條件引發
全球關注，早前公布的確診數字
雖有所回落，但已是超過20天錄
得過30萬宗確診個案，印度疫情
發展令人擔憂。

印度經濟不容樂觀
從過去一年多以來各國的經濟

發展數據來看，疫情恢復與經濟
的關係密不可分。以中國為例，

果斷、堅決的封城措施讓整體疫情在較短時間內得到
控制，雖然第一季度疫情最嚴重，GDP 同比下降
6.8%，但第二季開始觸底反彈，從而成為主要經濟體
中唯一在去年實現正增長的國家；在歐洲方面，間歇
實行的封城措施讓疫情不斷反覆，2020年歐盟經濟大
幅萎縮6.1%；較為特殊的是美國，雖然疫情為全球最
嚴重，但大量發債、發放紓困金讓 GDP 僅減少
3.5%，然而這亦是由於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獨特性才
能達成，這種現象只會出現在美國身上。

反觀印度，2020年疫情暴發初期，印度全國封城，

導致經濟急速下跌，去年4月至6月的GDP同比下降
24%。因此印度政府在第二波疫情來臨時堅持避免封
城，最終導致今日病毒肆虐的慘況。

原本因為印度2020財政年度經濟萎縮約8%（標準
普爾估計），出現了25年來首次衰退，各經濟預測機
構都對今年的經濟反彈十分看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就曾於上月預測，預估今明兩年印度的經濟增
長為12.5%。今年上半年，國際資金紛紛湧入印度。

但因應疫情發展，IMF表示將重新評估並有機會下
調印度的經濟增長預測，而標普目前對印度的評級為
最低投資評級 「BBB-」 ，印度股市也出現大量外資
拋售情況，4月短短1個月內就流出11億美元。

蝴蝶效應殃及全球
作為世界人口第二大國及世界第六大經濟體，今次

暴發的印度疫情，可能會產生 「蝴蝶效應」 ，增添世
界經濟的隱憂。

首先是製造業方面，尤其是製藥及紡織。印度在產
量上是世界第三大藥品生產國，貢獻了全球62%的疫
苗供應，今次變種病毒的肆虐，經已影響國際疫苗的
供應，拖慢了抗疫進度。在紡織、皮革等行業，人手
短缺及產量下降，將會促使企業被迫減產，甚至考慮
轉移產地、搬遷工廠，從而引發諸多相關製品的全球

價格調整。
其次是在運輸業方面，這一波變種病毒的疫情更可

能對全球貨物貿易造成難以預料的衝擊。事關根據國
際航運總會估計，全球估計160萬名船員中，約有24
萬名來自印度，當中不乏掌握重要技術的員工。須知
道，船運目前仍是全球貨運的主流（約佔八成），無
法被其他運輸方式完全替換。試想，倘若船運因疫情
導致人手不足，國際貿易會出現什麼局面？

第三，全球金融業亦無可避免受拖累。雖然印度本
身金融業並不算十分發達，但近年來，由於印度輸出
了大量人工成本相對低廉的大學畢業生，成為世界不
少金融企業包括銀行、會計師樓、IT公司等後勤服務
的主要人力資源。據統計，印度就職海外公司後勤服
務的人數多達450萬人，這個數字不可小覷。

最為關鍵的一點，則是疫情的蔓延風險。5 月 12
日，世衛表示目前已在最少44個國家發現印度變種新
冠病毒株，故更將該變種毒株列為 「憂慮級別變種病
毒」 ，並指出容易導致新冠疫苗失效。而一向疫情控
制比較理想的亞洲東部地區，包括中國台灣、新加
坡、馬來西亞等，最近亦有疫情暴發的象。因此，世
界各國都應該通力合作、提高警惕，防止變種病毒進一
步擴散，尤其應對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及地區伸出援
手，共同抗疫，否則世界經濟的復蘇之日遙遙無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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