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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企期待內地對外正常通關
眾所周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國家改革開

放的重大發展戰略，大灣區將繼續擴大開放，提高開
放水平，為企業提供優良發展機會的同時，也需要高
質量企業助力區內經濟的創新。

談起這一議題時，杜麗緹提到，內地當局和香港特
區政府都非常熱切地期望推動大灣區發展，這無疑會
為香港帶來新發展機遇；而在港法國商界亦對在港經
營和機會感到樂觀。她指，可以肯定，法國企業一定
抓住大灣區發展機會，包括健康、保險、基建等板塊
的公司。

談到大灣區金融與科技創新時，杜麗緹特別指出，
法國是環球科技生態系統的關鍵參與者，法國的自我
定位是創業與數字國度。據2021年數字，法國擁有2
萬家初創公司，當中獨角獸企業有27家。法國政府預
期該國獨角獸10年將增加近3倍，至2030年達至100
家，這主要歸因於法國得天獨厚的結構優勢，包括該
國擁有獨特且訓練有素的人才基礎，高校擁有全球最
著名的工程學院，以及目前有約17.2萬名學生就讀於
工程課程。

不過，正如杜麗緹所言，目前香港與內地仍因防疫
安排存在重大旅遊限制，不論是在法或是在港的法企
暫時都普遍持觀望態度，想進一步看看投資大灣區具
體意味什麼。 「法企期待中國內地重啟對外正常通
關安排。」她強調，中國是法國重要貿易夥伴，法國
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交流將強化法中合作。

冀吸引更多中資對法投資
與此同時，法方一直期待吸引更多來自中國的資本

對法國投資。杜麗緹強調，據 Business France發表的
2021年外國對法投資年報，去年法國連續第三年成為
吸引全球最多外資投入的歐洲國家，外國直接投資項

目達1607個，遠高於第二和第三位的英國（975個）
和德國（930個）。

杜麗緹又指，中國已成為對法投資的亞洲第一大
國，全球則排第12位。2021年中國對法投資金額達87
億歐元，涉及 53 個項目（其中 3 個由香港資本投
資），創造了2169個就業職位。

「一個有趣的事實，2021年中國是法國汽車相關行
業的最大僱主，主要由電池製造商的超級工廠項目所
推動。」杜麗緹指，目前由中國公民（內地和香港）
持有的法企逾900家，員工數逾5萬人。中國對法投資
項目涉及各種工業和金融項目，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
（19% ） 、 電 氣/IT 設 備 （15% ） 、 汽 車 行 業
（11%）、批發和零售（11%）以及農產品（9%）。

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10月公布 「法國2030」投資計
劃，透過對關鍵產業投資300億歐元提振法國工業競
爭力，打造全新冠軍企業。杜麗緹強調，目前法國投
資營商環境已達前所未有的友好， 「法國2030」將促
進未來戰略領域創新，為綠色轉型、新科技和醫療保
健等領域的投資者提供新機會，Business France香港辦
事處可為投資項目提供一站式服務。她說： 「法國不
只有巴黎，許多成功項目和投資機會正在其他地區湧
現，例如法北的超大型工廠項目，奧爾良（Orleans）
的化妝品谷，南法的索菲亞科技園（Sophia-Antipo-
lis）等。法國已完全重新開放，歡迎香港投資者前去
親自探索。」

疫情無損在港法企強大陣容
疫情之下，世界各地大小經濟體經營環境都備受打

擊，有部分法國商界人士選擇結束在港業務並返回法
國。杜麗緹指，離開的人其實屬少數，目前向法國駐
港總領事館登記在港居住的法國僑民有11500名，實
際人數應該不止這數目，而疫前2019年底的登記則有
約14000名。

杜麗緹強調，疫情無損法國商界在港
的強大陣容，目前在港法國企業子公司
或附屬公司有 365 家，另有 400 至 500 家
由法國國民或法國投資者管理的公司。
此外，香港法國商會是在港最大的外國
商會之一。截至今年 9 月底，該會有約
850名會員。

「一旦防疫限制完全撤銷，只要保持
既有成功因素，包括法治，資本、人員
和資訊的自由流通，對商界友好的環境
等，香港就會重拾對外國企業的強大吸
引力。」杜麗緹說。

她還談到，法國政府期望吸引更多港澳
學生赴法留學，此舉不單有助發掘人才，
這些學生也將成為法中文化商貿交流的橋
樑。 「我想重申，學生毋須懂法語就可留
學法國，法國高等學府有1600種英語課
程，學生可在大學邊讀書邊學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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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麗緹（右一）對商報記者表示，2023年法國世界盃欖球賽
和2024年巴黎奧運會和殘奧會，不容錯過。 記者 蔡啟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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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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杜麗緹談大灣區新發展機遇

一國兩制+法制=港核心吸引力
法國駐港澳

總領事杜麗緹
（Christile

Drulhe）日前接受香港商報專訪時
指，法國的自我定位是創業和數字
國度，已有許多法國國民選擇在港
創辦創新型公司，尤其在金融科技
領域，未來肯定會有越來越多法企
搶抓從香港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市場
的機會。她說，在促進和推動香港
乃至整個大灣區的創新上，法國企
業和人才能夠發揮關鍵作用。她強
調， 「一國兩制」 和法治一直讓香
港保持繁榮穩定，是香港營商吸引
力的核心所在，法國商界對此高度
依賴，法方亦十分願意配合特區政
府去維護 「一國兩制」 和法治環
境，讓法國企業繼續留港營運。

香港商報記者 胡 茵 黃兆琦
洪嘉禧 鄭斯如

「2023 年和 2024 年法國不容錯過的兩大賽
事，就是明年法國世界盃欖球賽和後年巴黎奧運
會。」杜麗緹指出，2024年巴黎奧運會本月起率
先接受抽籤以獲得購買入場套票的資格。

巴黎奧運會和殘奧會將於2024年7月26日至8
月 11 日舉行，到時也是 1924 年巴黎奧運會 100
周年紀念。杜麗緹指，有興趣親自體驗奧運會
的人士，即日起至明年 1 月 31 日期間，可在官
方網站 https://tickets.paris2024.org 註冊 「訂製你
的奧運會」套票抽籤，可獲奧運會所有32項運
動（開幕禮和滑浪風帆除外）的購買入場券資
格，門票有近 1000 萬張。中籤者可於明年 2 月
15日至3月15日獲得48小時的購票權。至於第
二階段的單票銷售，將於明年3至5月進行，申
請人可抽籤獲購買單票資格，單票從 5 月開始

銷售。此外，300多萬張殘奧會門票將於明年秋
季發售。

花24歐元在凡爾賽宮觀馬術賽
杜麗緹說，巴黎奧組委致力舉辦讓更多人負擔

得起和前往賽場觀看的奧運會，其中100萬張票
價僅為24歐元，粉絲就可在法蘭西體育場觀看
田徑比賽、在榮軍院觀看射箭比賽、在凡爾賽宮
觀看馬術比賽等。另外，近一半票價為50歐元
或更低。

至於世界盃欖球賽，將於2023年9月8日至10
月 28 日在 9 個場館（巴黎、波爾多、里爾、里
昂、馬賽、南特、尼斯、聖艾蒂安、圖盧茲）舉
行。杜麗緹說，這是球迷參觀各具獨特魅力和特
色法國城市的上好機會。

巴黎奧運已接受抽籤購票

全球疫情之下，法國積極推動旅遊業復蘇，已
取消所有入境防疫限制。杜麗緹說，冬天是遊覽
法國的好季節，非常歡迎港澳和內地遊客前往。
她表示，法國與香港特區在文化交流上是重要夥
伴，而香港正致力發展成為亞洲文化藝術中心，
將為雙方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遊客可以在聖誕市場購物，享受雪上活動樂
趣，欣賞法國飄雪美景，品嘗冬季特色美食和優
質法國葡萄酒，騎單車遊覽葡萄園或酒莊，或乘
搭渡輪在河上暢遊。當然，還有法國的年度節
目，如阿爾薩斯的聖誕市場、12月的里昂燈節、2
月的尼斯狂歡節和7月的環法單車賽等。」杜麗
緹介紹，早前暫停的法航香港和巴黎之間直航航
班，將於明年1月9日恢復運作，首階段每周互有
3班。

巴黎商店多接受中國移動支付
現時法國許多商店尤其在巴黎，都接受中國電子

支付系統如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此外，法國去年改
革退稅制度，遊客3天內在同一商店合共消費100
歐元或以上即可申請退稅，於離開法國前在機場掃
描電子版收據便可，毋須在海關櫃排隊。

對於藝術愛好者來說，明年法國的主要藝術展大
有看頭，有巴黎畢加索國家博物館舉辦的紀念畢加
索逝世50周年特展，以及在巴黎奧賽博物館舉辦
的比較Edouard Manet與Edgar Degas畫作展。

在港舉辦的重頭戲活動，則有明年 「五月法
國」藝術節活動之一的法國凡爾賽宮沉浸式展覽
Virtually Versailles，到時參觀者在港就能體驗到
身處凡爾賽宮的非凡感受。

法國期待中國遊客到訪

▲杜麗緹說，疫情影響下法國商界對香港營商環境保
持信心。 記者 蔡啟文攝

領事專訪

醫療問題一直是香港民生痛
點，特別是隨人口老化和慢
性疾病日益普遍，公營醫療系

統壓力日增，專科服務輪候時間不斷加長，情況早
已到了不得不正視的地步。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問
題，急民之所急，經過調查研究，精心籌備，昨公
布了《基層醫療健康藍圖》，提出了全面系統的各
項長短措施，建立社區基層醫療系統，通過 「以社
區為本、以家庭為中心」 等原則，力求加強基層醫
療服務管理。只要藍圖能夠得到真正落實，相信對
克服基層醫療困難這個主要民生難題大有助益。

現時，香港醫療體制 「重治療、輕預防」 ，公營
醫院專科服務佔醫療總開支逾八成，反觀作為守護
市民健康第一層的基層醫療，卻不足兩成。顯然，

現有體制存在不足之處，因為在基層醫療資源不足
的情況下，對於慢性疾病必然難以做到 「早發現、
早治療」 ；而病情一旦惡化，甚至引起併發症，必
定加劇公營醫院負擔，以致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持
續攀升。有見及此，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其首份《施
政報告》中表明，政府將會重整醫療體制，目標是
由目前 「以治療為主、以醫院為中心」 的格局，轉
向 「以預防為重、以社區為中心」 的體制，投放更
多資源推動基層醫療。

這份健康藍圖提出不少新法力招，是對施政報告
的有力落實，亦正是針對了多年來過度倚賴公營醫
院的弊端。例如，因應幾十年後患慢性病病人數目
由目前220萬增加至300萬，當局預計明年第二或第
三季推出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務求將現有

及未來新資源重新整合，更具針對性、更精準地做
好資助，讓最有需要的群組獲得最好的基層醫療。
與此同時，當局還強調要更廣泛運用市場能力，採
納 「共同承擔」 原則，來推行政府資助的基層醫療
健康計劃，做好公私營協調。

為了落實上述措施，當局將成立兩個機構──基
層醫療署和策略採購統籌處：前者負責決策、分配
資源和制定準則，監察健康效果；後者則負責策略
採購和監察合約下的表現。當局還將檢討人力推算
模型並制定策略，更有系統地推算對基層醫療專業
人員的需求，同時要求所有提供基層醫療健康服務
的家庭醫生和醫療專業人員，登記加入《基層醫療
名冊》，做到 「一人一家庭醫生」 。可見，藍圖絕
非空中樓閣，不僅清楚列出了未來願景，還提出了

達至目標的清晰路徑、完成機制和資源配置等內
容，讓市民看到了其可行性。

可以想像，未來當本港基層醫療發展成熟，好處
實不少：一來，包括基層市民在內的全體市民，
都可享有基層醫療的一站式服務，對疾病做到 「早
發現、早治療」 ；二來，市民可在社區跟進病情，
不必經常出入醫院，這有助減少醫院壓力，讓其集
中資源處理更為棘手的危疾。希望政府能夠充分協
調不同醫療專業，整合基層醫療健康資源、規劃基
層醫療人手，同時改善數據互通及健康監測，加強
慢性疾病管理及加強不同層級的疾病預防，將藍圖
落到實處，真正做到在社區內提供全面、持續、以
人為本的基層醫療服務，讓市民 「健康、病少
、開心」 。

落實健康藍圖 解基層醫療難題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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