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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丘應樺：我身處大灣區優勢無可取代

多向世界講好香港故事

上任伊始行程滿滿
「致力締造方便營商的環境，吸引外來投資」是商

經局的使命之一。上任剛滿一個月，丘應樺的行程已
安排滿滿：

8月31日至9月1日，由特區政府和貿發局合辦的
「2022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在本港舉行，屆時將匯

聚約6000位來自約80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官員和企
業家及專業人士，丘應樺亦將出席，與大家一起探討
「一帶一路」香港機遇；
今年9月，丘應樺將赴柬埔寨參加東盟經貿部長會

議；
11月，將與行政長官李家超一同前往泰國出席亞太

經合組織（APEC）會議。丘應樺將與各國經貿部
長、官員交流。

明年3月，將出訪迪拜及其他中東國家，繼續推介
香港。

外拓內聯尋覓商機
近年一些地緣政治因素，加深了環球經濟不確定

性。丘應樺認為，未來香港要加強與東盟國家、中東
國家、中亞國家的經貿合作，發掘新商機。他指，如
今東盟國家對香港經貿佔比已超美國。貿發局資料顯
示，東盟作為一個貿易共同體，2020年就已是香港第
二大貿易夥伴及出口市場，僅排在內地之後。當年，
香港對東盟總出口為363億美元，從東盟進口總值則
為963億美元。

丘應樺稱，未來將繼續游說東盟國家，讓香港盡快
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令
香港可受惠於其下的關稅減免和開放市場等措施，進
一步加強與東盟的經貿合作。此外，亦會拓展中東、
中亞以及非洲市場，尋找引資、投資機會，利用好國
家 「一帶一路」機遇，為香港開拓更廣闊商機。

現時，香港已在全球65個城市設有經貿辦事處，服
務覆蓋128個國家和地區。丘應樺表示，即使過去幾
年疫情期間，各經貿辦亦沒有停止線上線下的工作，
包括舉行香港電影節、音樂節、美食展等，以各種方
法推廣香港，同時亦不斷安排與各國使節見面，澄清
外界對香港的不實描述。

在協助港商拓展內地市場方面，丘應樺指，貿發局
及投資推廣署的工作從無間斷，貿發局 「GoGBA」計
劃，在深圳前海和廣州南沙都設有辦事處，為港商提
供落戶大灣區資訊，及提供諮詢服務，包括行政上、
法規上的講解和支援等。另外，未來亦會繼續優化
CEPA，為港商在內地做生意提供更多便利。

相信防疫措施會進一步鬆綁
丘應樺強調，香港背靠祖國，是海外企業進入內地

的最好渠道；同時，香港又面向世界，擁有完善的法
制、享有低稅率。他說，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要講
話肯定了香港落實 「一國兩制」的成功，穩定了社會
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中國經濟蓬勃發展，未來香
港可藉內地經濟發展的 「內外循環」，做好中介人
角色，一方面引領資金進入大灣區、進入內地，另一

方面又可協助內地企業走向世界。 「身處大灣區的我
，優勢仍將無可取代！」他說。

有商界反映，受香港嚴格的防疫措施影響，不少商
業活動、人才都已流失至其他地方，包括新加坡。
「向來投資者邊度有錢搵就會去邊度！」丘應樺回應

稱，商家過往選擇香港落戶而非其他地方，答案亦很
明顯，就是看中了香港獨特的優勢，看好香港的潛力
和機遇， 「可能（香港）投資和人才短暫有流失，但
有信心疫情後，企業、資金、人才回流香港！」本周
五開始，海外及台灣人士來港檢疫將改為 「3+4」，

丘應樺形容這是好消息，相信隨疫情放緩，防疫措
施會一步步鬆綁，令本港營商環境進一步優化。

當前，環球都在積極 「搶人才」，丘應樺指，人才
與商業活動相輔相成，有更多商業機構落戶，就能吸
引更多人才。他指，人才並非只來自歐美，事實上，
包括內地及東盟國家亦培育出優秀人才，未來需要提
供誘因，例如與大型公司合作，為他們提供培訓或實
習計劃，讓他們看到香港的機遇和自己的前景，吸引
他們留下來在港工作。

在航空界有逾40年經驗的
商經局局長丘應樺，原來是
著名抗日保台、維護祖國統

一的歷史人物丘逢甲的孫兒！
面對記者，丘應樺談起自己的身世。 「對阿爺認

識從好細個開始；但好可惜我未見過阿爺，因我未出
世佢已經過身！」 他說， 「阿爺的事對我人生影響
好大。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定要報效國家，一定要認
祖歸宗，唔可以忘記自己出處！」

丘應樺強調， 「我覺得自己應該秉承祖訓，報效國
家，亦都希望國家可以早日統一！」

阿爺令丘應樺頗有敬畏感
丘逢甲是抗日保台領軍人物，亦是著名教育家。

1896 年，他從台灣回到廣東梅州蕉嶺縣後，輾轉梅
州、潮州以及福建等地辦學，期間積極投身革命，參
與推翻滿清政府的活動。2006年，國務院頒布丘逢甲
蕉嶺故居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談到祖父時，丘應樺不期然流露出濃濃的敬畏感。
他說，自小從父親口中及親人談話得知祖父的一些事
；但亦坦言直到中學時代讀到更多國家歷史時，才
深切了解到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以及
祖父抗日保台歷史事件的細節。

出身於愛國家庭的丘應樺說： 「我家訓好嚴，
要做好一個人，一個人本分，包括好多方面，不止
德行。家訓教導我係中國人，一定要報效國家，貢
獻國家，這對我影響好大。」

2015年，丘應樺帶家人回到祖史故居認祖歸宗。
當時，全家老幼在祖輩墳前跪下，都認同自己中國人

的身份。對此，他感到很欣慰， 「人生其中一個重要
的使命圓滿完成。」

培養港青對國家有歸屬感
談及國家身份認同與歸屬感，丘應樺說： 「管教下

一代最主要就係認識國家，認識自己係中國人，呢兩
點係最基本。如果連最基本認知都冇，就唔會有歸屬
感……我經過幾多艱辛、有幾困難，才可以做到國
家今日富強？呢個認同感非常重要！香港年輕人教
育，要培養對國家歸屬感。」

丘應樺又說，培養香港學生和年輕人的歸屬感，可
讓他們回內地多接觸同胞，多交流、溝通、互動。
「我子女小時候，我已帶他們去上海、北京等地，並

讓他們在香港參加解放軍青年營，體驗軍旅生活。」
他舉例稱，北京雙奧、航天員上太空等事件和成就，
都關乎國家軟硬實力，可令年輕人有歸屬感。

加入港府最重要是使命感
受使命感驅使，丘應樺欣然受邀加入港府，服務市

民，貢獻國家。上任一個多月，他笑言， 「做得好開
心、好習慣，已經出糧。」

「商界同政府唔係好大分別，但都有唔同。政府始
終要向全港市民負責，所以做事要非常上心同埋謹
慎，呢個係一個比較唔同地方；商界睇住商業，政
府睇住整個香港同往後影響。所以不同立場、位置
有不同睇法」 。他續說，加入港府最重要是有使命
感，希望可以為香港為國家作貢獻，亦希望商界經驗
可帶入政府，加入新思維，將香港經濟搞好。

香港商報記者 黃兆琦

隨疫情稍稍放緩，環球各地開
始重新專注經濟發展。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貿易中心，香港在疫情漸
趨平穩後亦須重新出發，繼續吸引
各地企業和資金來港發展。未來半
年，新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
應樺將接連出訪多個國家和地區，
向世界推廣香港，講好香港故事。
日前，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
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優勢無
可取代，有信心在疫情過後，企
業、資金、人才必定回流香港。

香港商報記者 馮煒強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兆琦報道：今年6月8日，
港府於立法會動議二讀《2022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商經局局長丘應樺表示，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幫
助香港創立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希望有版權法保障
商界，可落實《馬德里議定書》，香港註冊版權，全
世界都可承認。」

「我目標係可以將香港經濟提升，這是最基本、
最基本、最基本的目標。」丘應樺說，國家畀香港好
多目標，融入大灣區、 「一帶一路」建設、打造香港
國際貿易中心、打造香港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都係
香港的目標」。

丘應樺稱，香港一般人對版權認識比較薄弱， 「這
應從細培養認知。要知道，知識產權對商業非常重
要，亦包括電商，尤其是現時電商蓬勃發展的今

天。」
國家 「十四五」規劃 「港澳專章」中，明確支持香

港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因此，局方會按 「十
四五」規劃，採取多管齊下措施，從專利、商標、版
權等多方面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
心的地位。有關措施包括：進一步推廣和發展於2019
年12月實施的 「原授專利」制度；全力推進在香港實
施《馬德里議定書》的籌備工作，預計最早明年可在
港實施國際商標註冊制度；更新本港版權制度及加強
在數碼環境下的版權保護等。

丘應樺相信，加強知識產權保障後，本港將產生一
些無形產業，例如知識產權可進行交易或部分交易，
「這將是很強大的產業，未來可以製造很多就業，產

生經濟效益！」

打造香港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丘逢甲之孫秉祖訓報國：

「願祖國早日統一！」

◀丘應樺表示，便利營商環境、吸引
外來投資是自己最重要的使命，一定會
講好香港故事，向世界推廣香港。

記者 蔡啟文攝

一連五日的香港美食博覽今
日在會議展覽中心揭幕，大家
有沒有打算去嘗一嘗美食，順

道用電子消費券結帳呢？儘管本地生產總值已經連
續兩季收縮，經濟遇到一些困難，但隨特區政府
落實 「精準防疫」 策略，竭力平衡疫情風險和社會
經濟復常，大型活動近日陸續復辦，市道亦迎來久
違的暖風，許多商家都開始作出新的部署。展望未
來，希望香港疫情繼續受控，與國際和內地通關都
能逐步實現，從而為擺脫經濟困境積極創造條件，
讓香港經濟復蘇，重現繁榮。

客觀而言，要在短期內實現經濟強勁復蘇並不現
實，畢竟香港是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不可能完
全規避美國加息、俄烏戰爭和疫情封關等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從最近各項數據來看，驅動香港經濟增
長的出口、消費和投資，都受到了頗大衝擊，本港
經濟上的挑戰估計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只不過，辦法總比困難多，事在人為，當局一些
有力的政策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對沖經濟困難。特區
政府在這方面就一直努力，不斷加大政策力度，投
入資源，紓解民困，刺激經濟。例如幾輪分階段發
放電子消費券，便可為經濟帶來較明顯的提振作
用；而在 「精準防疫」 策略下，推出3日酒店檢疫
及4日醫學監察（ 「3+4」 ）新措施，相信亦有助鼓
勵海外遊客、商務人士來港，有利提振和鞏固香港
的國際大都會地位。在疫情保持平穩可控的情況
下，更多有助谷市道的活動沒有最多，只有更多。
大家引頸以盼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和國際金融領

袖投資峰會預定在11月舉行，屆時香港與海外的聯
繫將可進一步激活，為恢復更大規模的跨境旅遊、
投資、對外貿易鋪路。現在漸吹暖風，亦增強了企
業信心，對前景看得沒以前那麼灰了，不少企業還
決定重新招聘人手。

自疫情爆發以來，部分企業因本港實施嚴格檢疫
措施，選擇將業務作出收縮調整。有短視者竟指這
是香港 「沒落」 的徵兆。這種說法偏激，完全沒根
據。事實是，香港經濟基礎好，長遠利好、企穩向
好的因素未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接受
本報訪問時便強調，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優
勢無可取代；疫情結束後，企業和人才必定回流。
只要政府和各界做好宣傳推廣，自可消除外界疑
慮，恢復並增強其對香港的信心。

當然，除了 「說好香港故事」 ，我們必須做好自
己，特別是穩控疫情，推動早日恢復免檢疫通關。
疫情以來，香港對外互動受到嚴重障礙，經濟活動
和各項交流難以暢順進行，這種困局必須早日打
破，不然恢復正常社會生活，加速經濟復蘇就無從
談起。即使無法在短期內全面恢復免檢疫通關，起
碼也要爭取疫下跨境往來的盡量便利。

昨天傳出一個好消息：因疫情而受到 「毀滅性」
打擊的國泰航空，計劃在兩年內增聘逾四千人，反
映了對前景的信心，某程度上具有風向標意義。我
們對香港經濟要保持信心，只要持續穩控疫情，各
項措施彰顯成效，繼續推出更多有力政策，穩經
濟、谷市道、促復蘇，香港一定會迎來新的發展，
再展雄風。

控疫情穩經濟 谷市道促復蘇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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