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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在其社交網站專頁發表一篇告別文章時
稱，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大日子，國家主席
習近平將出席慶祝大會暨特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
禮，彰顯中央對特區的重視和關懷；期待習主席在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的重要講話，為特區
指明方向，助港再上新征程。

林鄭月娥寫道，近日接受傳媒訪問總結任內工作
時表示，習主席5年前在港的重要講話，是她面對
嚴峻挑戰時的信心依靠。6月中，她曾接受商報專
訪，重溫習主席 5 年前視察香港時的 「七一講
話」，坦言自己從中學習到施政之道。

林鄭月娥表示，現在香港由亂轉治，重回 「一國

兩制」正確軌道， 「我們期待習主席在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之際的重要講話，為特區指明方向，
助港再上新征程」。她又祝福香港明天會更好，祝
願全港市民生活美滿、事事順利。

林鄭月娥還於帖文透露，運作了5年、發布超過
600則帖文的 「臉書」帳號將於6月30日結束。她
亦藉這最後一則帖文，多謝每一位留意帖文的市
民和不少留言分享感受的讀者。

發揮港深灣區「雙引擎」功能
同日，林鄭月娥回應深圳前海日前發布的9項利

港惠民措施，表示熱烈歡迎。她指，前海是粵港澳
大灣區內一個重要合作平台，港深兩地正積極把握

中央去年9月公布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帶來的機遇，而她去年10
月公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內的 「雙城三
圈」規劃概念，把深圳前海和香港的西北部將構思
為 「深圳灣優質發展圈」。

林鄭指出，過去5年，香港與深圳的合作成果豐
碩。以創科發展為例，香港與深圳一直發揮強強
聯手的優勢，兩地政府正全力發展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共建 「一區兩園」，推出聯合政策包，
提供便利人流及科研資源流動，又通過《北部都
會區發展策略》，特區政府將會把落馬洲/新田一
帶打造成為新田科技城，聯同深圳科創園區組成
540公頃的合作區，成為推動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發展的重要引擎。在資產及財富管理業方
面，特區政府致力加強香港與前海兩地私募基金
市場的共同發展和互聯互通。在法律服務方面，
深圳前海現時已先行先試 「港資港法」，容許在
前海註冊的港資企業，即使在沒有 「涉外因素」
的情況下，可協議選擇民商事合同適用的法律，
包括香港法律。律政司正積極爭取擴展現行措
施，在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實施 「港資港法港仲
裁」。

林鄭月娥期望，香港繼續用好 「一國兩制」的制
度優勢，與深圳優勢互補，發揮大灣區內的 「雙引
擎」功能，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國家發展作
出貢獻。

在服務國家中獲得新機遇
香港的命運從來與祖國緊密相連。在

銀行界人士看來，祖國不僅僅是香港最
堅強的後盾，還一直都是香港金融市場
發展的最大機遇所在。隨香港國安法
實施，銀行業更加看好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的發展前景。

「2022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也
是中國銀行在港服務 105 周年。」回顧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歷程，劉連舸表
示，自1997年回歸以來，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進一步鞏固和提升，穩居全球
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各界普遍以 「紐
倫港」三足鼎立來評價香港。在 「一國
兩制」的獨特制度優勢下，香港貫通東
西，營商環境全球領先，金融體系與配
套生態成熟。

劉連舸表示，未來，全球頂級金融中
心競爭日趨激烈。 「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提升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將在服務國家重大戰略中
獲得新的歷史性發展機遇，實現從通道和中間者的角
色，向內生性的開拓者、全球性的關鍵角色嬗變。」

綠色金融為港增添新動能
劉連舸指出，內地經濟崛起與長久活力是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的助推力。25年來，內地實際 GDP規模增
長逾26倍，在全球經濟總量中佔比升至18%。隨內
地對外開放步伐加大，在全球特別是亞太區域影響力
增強，香港充分利用亞太經濟實力崛起與經貿合作深
化的過程，在金融領域拓展版圖，成為與紐約、倫敦
比肩的全球金融樞紐。

人民幣國際化構築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的核心優
勢。未來，隨人民幣國際化深入推進，更多的主體
將開立人民幣帳戶，支付、清算、配置與交易人民
幣，人民幣使用規模與市場空間將進一步擴展。香港
在全球離岸人民幣市場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將從人
民幣國際化大趨勢中獲得巨大的發展紅利。

另外，綠色金融發展亦將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增添
新動能。劉連舸認為，綠色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後疫情
時代世界各國的共識，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
心使命。未來，香港可以依託現有金融體系，深化標

準規則合作與產品服務創新，有效配對境內外融資方
與投資者需求，逐漸打造成為國際綠色金融中心。

銀行業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
香港一直是內地 「走出去」 「引進來」的橋頭堡，

在參與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都具有重
要地位。中國銀行將如何通過香港布局，繼續開拓海
外市場？劉連舸坦言，香港獨特的優勢條件有利於銀
行業持續穩步發展。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演變，香港銀行業面臨多年來
較為嚴峻的挑戰。然而，市場機遇與挑戰並存。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樞紐、 「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和粵港澳
大灣區核心城市的角色依舊，為銀行業高質量、可持
續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銀行業對香港發展前景充
滿信心。

劉連舸明確表示，未來，中國銀行將繼續加大香港
布局與投入，助力香港鞏固 「超級聯繫人」角色，持
續拓展東南亞等重點區域的海外市場。他強調，要利
用香港本土業務的優勢及積累的經驗，更好服務於東
南亞等重點地區。同時，要充分發揮跨境金融優勢，
積極參與國家 「一帶一路」金融大動脈建設。憑藉企
業項目融資、銀團貸款等領域的專業優勢，中銀香港
協助 「走出去」企業參與東南亞區域基建項目，為其

量身打造貿易融資及創新財資方案，全力支援客戶把
握 「一帶一路」發展機會，服務企業客戶業務拓展與
國際化發展。

撐港打造世界級資產管理中心
隨中國資本市場開放，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不斷

增強，香港已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也是人民
幣國際化的重要平台。中國銀行將如何在香港金融市
場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發揮更好的作用？

劉連舸表示，2003年12月，中國銀行被授予全球第
一家境外人民幣清算行資格，成為香港唯一的離岸人
民幣清算行。近20年來，中國銀行積極探索與擔當，
全力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中國銀行跨境人
民幣清算量持續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中銀香港人民幣
清算量佔離岸人民幣清算總量的七成，居境外人民幣
清算行之首。

「中國銀行將緊抓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機遇，為香港
離岸人民幣市場與國際金融中心繁榮發展貢獻力
量。」談及下一步打算，劉連舸透露，首先將依託全

球自貿港地位，夯實離岸人民幣業務基石。其次要深
度推進大灣區融合，拓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新空間。

劉連舸強調，要乘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聯通的東
風，支持香港打造世界級資產管理中心。他向記者展
望稱，未來 20 年，全球財富增長的三分之二來自亞
洲，亞洲將出現世界級規模的資管中心。香港可以借
助內地增長引擎，強化資金樞紐地位，搭建離岸人民
幣資產管理平台。

同時，要把握金融數字化潮流，為香港金融市場注
入科技力量。近年來，香港金融科技蓬勃發展，超過
600家金融科技公司落戶，8家虛擬銀行開業運營，相
關監管與生態體系不斷完善。

「中國銀行一直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見證
者、參與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社會各界攜手同
行。中國銀行相信，在新一屆特區政府領導下，香港
經濟社會發展將開啟新篇章，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明
天將更加美好。中國銀行將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作出更大貢獻。」劉
連舸表示。

中銀香港是香港三家發鈔行之一，作為母公司的中
國銀行是全球化和綜合化程度最高的中資銀行，對推
動大灣區建設擁有獨特優勢。細數中國銀行近年來為
推動大灣區建設所作出的貢獻，中國銀行董事長劉連
舸總結道，中國銀行全面服務大灣區優質生活圈發
展、推動大灣區金融互聯互通、積極支持大灣區創新
科技經濟帶發展、大力推動大灣區各項政策落地。

劉連舸表示，中國銀行以普惠金融為切入點，積極
完善大灣區內跨境金融服務，成為推出 「灣區社保服
務通」的首家銀行。 「灣區社保服務通」為在深圳生
活、工作或學習的香港居民參保提供服務，並優化

「開戶易」功能，已累計開立接近20萬戶。中國銀行
為企業提供多元化跨境金融服務。優化跨境供應鏈金融
服務，參與香港首個跨行 「貿易聯動」平台，協助監管
部門推動與內地 「貿易金融區塊鏈平台」對接。目前，
通過這一機制，中國銀行積極支援大灣區內重點客戶和
項目資金需要，2021年貸款餘額逾2000億港元。

中國銀行積極打造科技金融全流程跨境產品方案，
對接大灣區內科技園區需求。2021年，中銀香港在大
灣區科創企業客戶2435戶，貸款餘額772億港元，並
支援內地科創企業赴港上市，服務生物科技、互聯網
科技企業上市等項目29個。

香港回歸祖國25年間歷經多次危機
時刻，屢屢面臨重大挑戰，但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愈發鞏固，許多在港
金融機構始終堅定看好香港發展。香
港回歸紀念日前夕，中國銀行董事長
劉連舸在京接受商報記者專訪時指

出，香港將在服務國家重大戰略中獲得新的歷史性發展機遇，實現從 「通
道」 和 「中間者」 的角色向內生性的開拓者、全球性的關鍵角色嬗變。他強
調，中國銀行一直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見證者、參與者，在不同歷史
時期與社會各界攜手同行。相信在新一屆特區政府領導下，香港經濟社會發
展將開啟新篇章，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明天將更加美好。

香港商報記者 林彬彬 敖雷

林鄭：期待習主席講話為港指明方向

中銀積極完善灣區跨境金融服務

中銀董事長劉連舸接受商報專訪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明天更美好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組織修
訂形成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防控方案（第九版）》，涉及

隔離期限和方式、風險區域劃定及管控方案等多項
調整，其中入境人員調整為 「7天集中隔離醫學觀
察+3天居家健康監測」 （簡稱 「7+3」 ），即總共
需時10天，較此前 「14+7」 共21天大幅縮短。

須留意，今次調整並非一種寬鬆措施，更不是轉
至西方的 「與病毒共存」 模式，而是因應疫情變化
科學地進行動態調整。正如當局所解釋，這是根據
Omicron病毒株的流行特點進行優化，不會增加傳
播風險，是精準防控的體現。因為4月至5月的研究
發現，Omicron病毒株的平均潛伏期縮短了，多為2
至4天，絕大部分陽性個案於7天內檢出，這跟早前

的Delta或Alpha等病毒株截然不同。換言之，對入
境人士及密切接觸者採取 「7+3」 隔離方式，乃科
學的、因時制宜的，最重要是有效的防控辦法，對
付Omicron不宜墨守成規沿用過去手法。

方案還統一使用風險區概念：高風險區實行 「足
不出戶、上門服務」 ，連續7天無新增感染就降為
實行 「足不出區、錯峰取物」 的中風險區，再連續
3 天無新增感染就降為實行 「個人防護、避免聚
集」 的低風險區；另外，風險職業人群要每天進行
核酸檢測，高接觸性人員則須每周檢測兩次。從這
些規定可見，內地依然嚴格防控疫情，設法把病毒
傳播機會降至最低。新方案便強調，要全面落實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總策略和 「動態清零」 總

方針，最大限度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內地調整抗疫方案，對港無疑具有參考作用。事
實上，候任特首李家超和候任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
茂均曾透露，新政府正構思縮減入境人士的檢疫日
數，有消息指可能考慮把現行的 「7+7」 改為 「5+
2」 ，也考慮加密檢疫期間的核酸檢測次數，以及實
施閉環式 「點對點」 旅程等等。其中，有幾點值得
關注：有鑒過去有居家檢疫者違規四圍走的經驗，
必須規定居家檢疫全程戴上電子手環，以免重蹈覆
轍；除了加密抵港人士的核酸檢測，亦要加密本港
高風險和高接觸人士的檢測，甚至繼學校、酒吧後
在更多層面擴大快測使用；港方亦須與內地緊密聯
繫，包括如何在抗疫政策上做好對接，好為兩地恢
復正常通關作好準備。

抗疫與復常的平衡不易拿捏，太過寬鬆或造成大

量死亡，收得太緊亦會對經濟民生構成影響。在確
保安全的大前提下，對於內地縮短入境檢疫時期，
都方便了香港市民及海外人士進入內地。眾所周
知，香港與內地一直關係密切，由經商到創業，由
讀書到養老，疫情前每日跨境人次數十萬計，再加
上香港作為國家對外重要窗口，大量跨國機構和外
派人員都因此選擇落戶香港……許許多多的理由，
都要求香港早日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若然兩地間
長期行人止步，香港的樞紐城市作用必然一時有所
影響。內地今次調整抗疫具體措施，不單在實際層
面有利香港重新加強與內地的人員往來聯繫，也提
醒香港應可採取科學、有效的措施，在安全與復常
之間爭取更佳平衡。

因應疫情變化 科學調整對策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劉連舸相信，在新一屆特區政府領導下，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將開啟新篇章。 中銀供圖

2021年11月，中國銀行在港舉辦2022年冬奧會港幣紀念鈔發
行儀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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