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二十大上月召開，選出以習近平
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
確立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方向，體現國家
發展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和文化自信，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
義。二十大報告更多次提到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
兩制」 、支持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充分反映中央
高度重視和支持香港發展。在二十大精神引領指導
下，香港工商界將致力發揮橋樑樞紐作用，在新時代發
展新征程全力配合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高質量發展。

深刻領悟二十大精神
早前，香港中華總商會參與由 40 家團體聯合主辦

「香港社會各界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精
神分享會」 。我很榮幸代表工商界發言。我十分認同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會上指出，香港要從全國前途命
運、民族復興及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高度，全面
領悟 「兩個確立」 的意義，自覺尊重維護中國共產黨
領導和國家根本制度，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
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推動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學習二十大精神讓我有兩個深刻體會。首先，中共

二十大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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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以至世界未
來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其次，二十大報告多次提到全
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充分體現中央高度重視和支持香港發展。

全力配合國家高質量發展步伐
二十大報告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國家重要任務。香港

工商界必須配合有關策略做好部署，助力香港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
離岸人民幣中心，可為內地提供多元且高質量金融服
務，並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香港金融業更可配合
粵港澳大灣區產業轉型升級，支持先進製造業、高科
技產業以及數字經濟發展。

工商界亦應主動協助灣區內地城市實現高標準規
則、管理等制度開放發展，攜手擔當國內國際雙循環
戰略樞紐，積極引入海外企業、資金、人才，全力打
造世界一流灣區，為內地企業走向世界鋪橋搭路。我
們也要全面配合 「北部都會區」 建設，特別是通過加
強與深圳科創產業合作，加快推動科研成果在大灣區

落地，並制定優惠政策吸引國際人才，全力配合二十
大報告所提出的科教興國的戰略部署。

深化 「超級聯繫人」 角色
中央重申全力支持香港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

境，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這對鞏固和提升香港
「超級聯繫人」 角色十分關鍵。工商界應全力協助香

港特區早日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數字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協定(CPTPP)等高質量自貿協定，進一步提高香
港國際化水平，與大灣區共同探索巨大商機，配合國
家加強對外交流聯繫工作，講好國家和香港故事。

香港工商界要全面貫徹二十大精神，用好工商界
和商會的功能優勢，尤其在深化內地與國際聯繫擔
當 「超級聯繫人」 角色，做好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對
增強香港發展動能、與國際開展更廣泛交流合作的發
展方向，全面提升香港發展動能和競爭力。中總亦將
與工商和社會各界緊密合作，認真貫徹二十大精神和
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全方位配合增強香港發展
動能和提升競爭力的各項工作，與祖國攜手奮進，共
振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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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
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中國式現
代化的其中一個特色，是全體人民共同
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去年提出
「現在已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 引起

廣泛關注，香港社會對此也有不少議論。而這次將
「共同富裕」 寫入二十大報告，明確未來五年及更長

時期的目標，包括香港市民在內，各界都應該深入了
解其中的內涵。

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漫長過程
提起 「共同富裕」 ，在一些社會的議論中，出現了

一些誤解，有些人誤以為中國政策有變，要搞平均主
義，甚至要 「劫富濟貧」 。實際上，二十大報告明確
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
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一直
追求實現共同富裕，改革開放最終的目標也是共同富
裕，不過，要達至這樣的目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共同富裕要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在國家生產力不發
達，國家總體仍然相對貧窮落後的情況下，很難達至
共同富裕。時至今日，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和生態文明得到全面發展，擺脫了絕對貧窮，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會，按習總書記的說法，現在已經到了推
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而且，要扎實地推動。

完善基本公共服務
二十大報告為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定下了未來五年，

以及2035年的明確目標。這裏面有幾個重要的內容須
細心領悟。一是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說得通俗一點，就是要讓居民收入更公平合理，要實
現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包括香港在內，許多西
方發達國家和地區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就是出
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引發許多社會問題，其中一個重
要原因，就是工資不合理，多數人未能公平地享受經
濟發展成果。中國要避免這一問題，防止兩極分化。

二是勞動報酬提高及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工
資增長也不能脫離實際，盲目增長，也須防止工資水
平增長過快，使企業成本迅速增加，而導致競爭力下
降，引發經濟發展失去動力等問題。強調居民工資收
入的增長，要與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基本同步，既保障
工資收入，又能保持經濟動力和活力。

三是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40多年的改革開
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均等的
問題，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
題，中國多數城市已經達至中等以上收入的生活水
平，一些超大城市甚至已經可以與全球最發達的城市
相媲美，但農村的整體水平仍然較低，而其中最突出
的問題就是基本公共服務跟不上時代要求。中共二十
大已經提出明確目標，未來五年，基本公共服務均等
化水平明顯提升，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
化，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

四是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明顯提高。中國現時的中等
收入群約為4億人，比過去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人們
也常常提醒說，中國仍有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低
收入人口絕大多數在農村。共同富裕的目標，就是要

改變這種狀況，讓農村大多數人都富裕起來，讓中等
收入人群成為人口組成中佔最大比重的部分，形成兩
頭尖，中間大的狀況，讓社會整體能更健康地發展起
來。

建立 「三次分配」 制度
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就是完善分配制

度。其中也有兩個重點，一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二是構建三次分配協調配套制度
體系。居民的收入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勞動性收
入，另一類是財產性收入。三次分配體系，初次分配
主要是指工資收入、財產收入，主要是按市場效率分
配，二次分配是指政府透過稅收調節分配，三次分配
則指個人或企業自願性繳納和捐獻。

共同富裕就是要保障初次分配更公平合理，提高居
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
次分配中的比重，讓絕大多數人，可以透過勤勞致
富。同時也鼓勵創新、創意致富。在稅收方面則應建
立更合理的體系，讓高收入人群負擔較多的稅收，保
障中低收入人群。三次分配則須在社會建立和推動慈
善事業，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讓社會更和諧發展。

細讀二十大報告就可以知道，共同富裕並不是一些
人所想像的那樣，是搞平均主義，搞 「劫富濟貧」 ，
而是要扎實地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全民共享發展成
果，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香港社會也正面臨貧富分化的問題，一直未能找到
解決的辦法。香港應從二十大報告中去思考，找到適
合自身情況的解決方案。

學研集

共同富裕是促進社會公平之路
文武

尊重維護國家制度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兩
招
優
化
交
流
團

提
升
學
生
研
習
成
效

民意
建言貫徹二十大精神 貢獻工商界力量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蔡冠深

政
賢
力
量
青
年
時
事
評
論
員
李
婉
淇

習近平總書記在
中共二十大報告中
明確指出，要深化
愛國主義等核心價

值觀宣傳價值，並力培養擔當
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而
特首李家超早前公布的《施政報
告》亦提及將強化以多重進路、
互相配合的方式，推動學校在課
堂內外推行國民教育，加強學生
的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和 民 族 自 豪
感 ，可見國民教育的議題對香
港意義深遠。教育局早前已向全
港中學發出通告，表示將為高中
必修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社
科)提供 21 條內地考察路線，要
求學生在高中三年內最少赴內地
考察一次。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公民科特
設內地考察行程，旨在讓學生親
身體驗國家歷史文化和最新國
情，增廣見聞 。交流團是通過
實踐，到內地進行交流及參觀等
實踐活動，讓學生建立第一身的
體驗和反思，比起只從隻言片語
中了解國家更能提升學生的國民
身份認同。

以趣味形式
優化交流團行程

前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認為，學
生對內地態度出現問題，質疑青
年人或會受網上錯誤資訊影響，
以致本身對內地有既定看法。
青少年普遍對於文化活動較有興
趣，這應是其中一個有效的突破
點。交流團可增加配套行程，分
為主線和支線。主線為必須去學
習的行程，例如參觀博物館、歷
史建築、學校交流等；支線是從
學生的興趣入手，當中可以延伸
出一些中華傳統技藝的體驗活
動，例如邀請傳承人給學生講授
一些有關其技藝的知識，並讓學

生親身體驗剪紙藝術、刺繡、茶道等。同時亦可透過
學生不同的興趣來分組，再邀請相應的導師或者該領
域出類拔萃的師傅與學生進行交流活動。讓學生透過
交流團認識祖國外，更能夠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進行
交流。舉例言之，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舉辦的 「清
華大學明日領袖培訓計劃」 ，便曾加入馬連道茶文化
體驗和民間藝術欣賞 。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文化活
動不但能夠讓學生建立更強的文化參與感，更能夠從
活動中軟性加入價值觀教育，如該協會舉辦的 「香港
學生青年考察團」 ，則於參觀考察安昌古鎮、倉橋直
街等江南水鄉景色期間，加入以南湖紅船追溯中國共
產黨誕生的歷史元素 ，藉此加強學生對中華民族艱
苦奮鬥、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自強發展的印象。
筆者認為，教育局若能夠優化行程內容，有助學生破
除被惡意渲染的錯誤印象，以更開放的態度參與交
流。

貫徹科學決策精神總結交流成果
本屆政府強調 「以結果為目標」 ，而《施政報告》

當中亦特別加入 「指定項目指標」 的附件，充分顯示
了政府以結果為本之決心。對於交流團而言，政府亦
應貫徹KPI精神，制定完善及定期的回饋系統，延伸
交流效益。雖然目前而言，內地交流團指引中提及在
行程結束後，學生和老師需填寫實名的交流團問卷，
讓教育局可以更有效地再完善交流團的行程，然而當
中數據如何收集、意見如何跟進，尚未有清晰透明的
資料對外公布，學校亦未能針對性優化交流團的相關
安排。此外，學生考察報告的成果分析、政府作何跟
進同樣資訊有缺，這些因素均影響政府如何進一步優
化交流團，使其更貼近老師和學生的期待，必須予以
重視。筆者建議政府就 「交流團有助提升同學認識祖
國的興趣」 「交流團有助同學增加對祖國認識」 「交
流團有助加強同學對國家認同感」 等關鍵領域制定
KPI，除了對所有交流團的整體成效作檢討外，更應
細緻分析各個路線的成效分別，以此作為未來調配資
源、優化行程、提升配套活動等相關措施的基礎，發
揮科學決策精神提升交流團成效。

評論
責任編輯 清風 美編 劉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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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智庫研究員 吳家俊

完善法規制度 監管數字資產
行政長官李家超於 10 月 19 日發表任

內第一份《施政報告》，當中創新及科
技政策涵蓋面廣，長中短期計劃兼
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透露本年底推

出的新一批綠色債券將以代幣化方式發行，預料金
融科技將愈來愈普及。由於科技日新月異，港府要
警惕新科技產品的出現會帶出新監管問題，元宇
宙、互聯網3.0時代的速度，法律往往難以同步，但
未雨綢繆是必須的。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金融科
技的法規，未必瞬時緊貼到位，但亦不容落後於競
爭對手。

金融科技離不開要談虛擬資產和數字資產、加密貨
幣、NFT等產品帶出的監管議題，例如一幅古畫被製
成NFT出售，之後發現古畫是贗品，買家有何保障？
用品牌名車二次創作改頭換面，製作NFT，設計者侵
權嗎？從本港財金官員在2014年時對虛擬資產表態非
獲法律保障資產，到2018年證監會首次就針對虛擬資
產投資組合的管理公司、基金分銷商及交易平台營運
者的監管框架的聲明，只見寸進。幸好近年港府已見
積極趕上，2021年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已推出對虛擬資

產投資組合的管理公司發牌的諮詢，政府在10月底發
表了《有關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言》，在本月
初舉行的金融科技周亦有專題研討。相信港府已意識
到監管數字資產的緊要性，因為除了金融發展之餘，
監管數字資產同樣影響國家安全，可以想像恐怖組織
或清洗黑錢組織一旦發現本港在數字資產規管出現缺
口，市場傳聞相關組織經常利用數字資產和加密貨幣
交易，屆時恐本港成為國際非法組織交易的主場，將
影響社會安全。

國家安全概念廣泛，經濟安全和社會安全是其中兩
環，兩方面的穩定對國家的進步不言而喻，本港要挺
身面對數字資產議題，制定應對方法。當局考慮監管
方案，要有預防國家安全受影響的意識，以維護國家
安全利益為基礎。社會明白監督數字貨幣細節複雜，
譬如金管局會認為數字資產不屬金融體系，管不了，
海關會認為加密貨幣不屬商品說明條例範圍，證監只
能執行證券法例或反洗黑錢法例去審核交易事宜。在
國際上，具公認權威的參考不多，目前是依據財務行
動 特 別 組 織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簡 稱
FATF）的指引。然而迎難而上，正是香港社會由亂

到治，由治及興的必經階段，新加坡同樣正遇到監督
虛擬資產問題，新加坡採用的策略是由政府徵集專
家，研究設計一系列程序，只容許在程序規矩內交
易，才准予入場，他山之石，當局值得參考。

數字資產在創科新時代下，毋庸置疑是爭議產物之
一，特區政府對數字資產的監管，自然要亦步亦趨，
張弛有道，完善法規不容落伍，制定監管同時鞏固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能為國家安全負責，兩者相
輔相成。大家有信心港府會統籌各相關機構，盡快研
究全盤對策。

香港
脈搏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 梁志祥

港事
講場

上月中共二十大勝利閉幕，中國人民
上下一心，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
進。近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應邀

出席 「香港社會各界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
會精神分享會」 並作交流分享，更令我們準確理解二
十大精神，激勵香港各界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把握當前重大機遇謀求發展，以中國式現代化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駱主任以 「偉大變革」 「使命任務」 「戰略機遇」
「團結奮鬥」 四個關鍵詞，清晰道出了中共二十大的

重點，也說明了香港各界未來當走之路。事實上，過
去香港歷盡風雨風浪，歸咎箇中原因之一，在於國民
身份認同的缺失。特區香港重回了祖國懷抱，但在外
國勢力和無良政客的誤導下，出現了人心不回歸，甚
至把自己置於祖國的對立面的現象。

由揚言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 「反國教運動」 ，

到所謂的 「光復行動」 ，再到策動 「佔領行動」 脅迫
全國人大撤回 「831決定」 。2019年，禍港勢力更借
修例風波，掀起一場無法無天的黑暴風潮。慶幸中央
及時出手撥亂反正，頒布《香港國安法》，成效立竿
見影，那些在黑暴時期肆虐的亂象隨風而逝，社會重
回正軌。

今天，祖國正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以自身
發展為世界創造更多機遇，特區香港也開啟新篇章，
再踏新征程。香港作為祖國一部分，我們與祖國同胞
血脈相連，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正如駱主任的提醒，
特區所有居民應該自覺尊重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和國家的根本制度。

面對環球的挑戰，大國的博弈，我們也應善用好自
身優勢，推動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始終沿正確軌
道前行。我們必須無懼反中亂港勢力的抹黑，堅定投
身於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等重大鬥
爭，體現報國為民的忠誠。

本港疫情明顯升溫，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從月初約

5000人，增至最近約8000人；更值得留意的是，

住院人數也水漲船高。

以年齡劃分，長者仍為最高風險一群，80歲以上

者佔了整體住院人數約45%，60歲以上更佔了

80%。不過，住院增幅最大的，卻是3歲以下幼

童，期內暴增約1倍之多，比較長者約兩三成增

幅，充分反映今輪疫情對幼童的威脅。目前3歲以

下幼童已可打針，可惜最新一針接種率仍低至

20%，或說明了箇中住院情況變化。

抗疫不走回頭路，已成社會普遍共識，於此基礎

上，唯有繼續踴躍打針，香港復常才可更安全更穩

妥。

有曰，只要重症、死亡人數不增，則確診個案增

加亦不足為懼，惟最新情況卻不一樣。查閱本月初

的住院個案，一度降至1800人以下，方艙醫院有條

件處於備用狀態。但隨確診個案增加，月中按周

增兩成至6000人水平，最新按周再增兩成多至

8000人水平，住院人數在月中也重新突破2000

人，最新更急增到2500人水平，以致要重開港灣道

體育館暫託中心。短短三星期時間，不論確診宗

數，抑或住院人數，兩者均較月初升約50%。

住院急增 幼童增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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