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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在北京召開，總結了 2022 年經
濟工作，並提出了對當前經濟形
勢的分析以及在 2023 年因應的
工作重點。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
指明了當前面臨的三大經濟下行
壓力，分別是需求收縮、供給衝
擊及預期轉弱，明年的經濟形勢
依然面臨諸多挑戰。

國際局勢影響出口
2022年，國際局勢動蕩不安，

俄烏戰爭附帶的能源危機及通脹危機蔓延全球，各國
央行在疫情以來的 「大水漫灌」 式寬鬆貨幣政策後為
抑制通脹紛紛進入了加息周期，再加上美國日益將中
國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從而加以多種制裁和封鎖手
段，讓已經成熟發展多時的國際產業鏈供應鏈遭到人
為破壞， 「外循環」 無法順利運轉。

即使中國已經是諸多製造業大國中外貿數字維持增
長的經濟體，甚至在2022年首三個季度屢屢創下貿易
順差的歷史新高，但由於世界經濟減速以及國內防疫

措施的雙重壓力，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統計數字，去
年10月份的進出口額皆微幅下跌，到了11月份進出
口更是分別同比下跌 10.6%及 8.7%，均遜於市場預
期。

兩大手段刺激內需
有見及此，中央將未來的經濟工作重心放在更有把

握的 「內循環」 之上，並把擴大內需放在五大經濟任
務之首，顯然是合情合理的。

由於長期以來內地較為嚴格的疫情封控措施，預防
性儲蓄在居民間普遍存在，根據央行公布的數據顯
示，2020年的前三季住戶存款增加了9.95萬億（人民
幣，下同），2021年則增加了8.49萬億，而到了今年
這個數字則激增至13.21萬億，顯示了疫情控制與應
對措施對住戶消費欲望的直接影響。最新的10月份消
費者信心指數依然維持在86.8的低位，比之去年同期
的120.2下降了27.79%。

為了刺激內地龐大的消費市場，確保內循環能產生
足夠的動力，支持經濟穩健發展，筆者認為本次的工
作會議有兩個值得關注的重點。

首先，是防疫措施的持續改善。雖然並無明確喊出

「共存」 的口號，但防疫方向在 「新十條」 出台之後
明顯從嚴格的清零，轉向了 「保健康、防重症」 ，以
期能改善社會心理預期，讓消費者重拾信心。如今，
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之後，目前不少一、二線的內地
城市都已經經歷過疫情的最高峰傳播期，可以料想在
今年首季度普遍形成大比例人群的免疫屏障之後，內
地的經濟活力可得到顯著提升，若能配合地方政府的
消費刺激手段，例如消費券的發放、稅務減免等措
施，效果則會更加明顯。

另一點則是對民營企業的重視。過去，中央政府
為了防止產業的過度金融化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
因此對部分產業有相對嚴格的整改，甚至讓外界聯
想到這是在 「共同富裕」 目標下的均富手段。雖
然，以具有韌性的製造業和高增長的創新產業引領
經濟發展，這種經濟理性的邏輯，才是共同富裕的
真正核心內容，然而之前中央政府種種防止資本的
無序擴張的舉措，都對民間企業的投資信心造成了
一定的打擊。而本次會議中重申對民企的重視，對
民間企業來講無疑是 「定心丸」 ，讓各行各業的廣
大民企能夠重新燃點經濟的活力，促進就業，為內
需市場創造條件。

學研集
特區政府昨日下午舉行記者會，正式宣

布內地與香港將於 1 月8 日（本周日）恢
復通關。首階段通關，每日6萬港人可從
海陸空不同口岸北上，包括5萬人可經深
圳灣、文錦渡及落馬洲等陸路口岸入境內

地。香港與內地終於恢復通關，市民大眾欣喜若狂！
三年抗疫，終於盼來恢復通關的這一天。恢復通關，
意味許多分隔兩岸三地的家庭即將團圓，意味香
港市面即將重現熱鬧興旺的氣氛，意味兩地間的人員
往來，經貿、文化交流將逐步恢復正常，也意味着香港
即將走出疫境，走向復常，確實令人興奮。市民盼望通
關已久，急切想返鄉的心情可以想見，但在通關初期仍
須保持必要的冷靜和耐性，配合好政府措施，保障通關
安全有序地推進，以求早日實現全面通關。

香港有一句熱門的潮語—— 「不通則痛」 ，這句源
自中醫的俗語，同樣也適用於香港社會經濟的運作。
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的細小經濟體，也是一個國際大都
市，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獨具魅力的東方之珠，
成為充滿活力和動力的動感之都，其中一個重要的因
素，就是具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優勢。維繫
和發展香港的這些優勢，就必須保持對內對外的交流
往來。

新冠疫情全球爆發近三年來，對香港帶來巨大影
響。其中一項最大的衝擊，就是阻礙了香港與內地及
海外的正常通關往來。 「不通則痛」 ，香港經濟在三
年疫情肆虐下受到重大衝擊，首當其衝的是旅遊業，
幾乎跌入全面停滯的狀態，而與之相關的飲食、零
售、跨境運輸物流業、進出口貿易業等都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響。此外，通關受阻也令許多家庭分隔兩地，
無法團聚，兩地民間交流活動無法舉辦，跨境商務活
動無法進行，對香港的經濟、社會、文化都造成較大
的影響。

抗疫三年來，早日恢復通關已成為市民最大的民意
訴求，剛公布的民建聯 2022 年年度漢字評選結果，
「通」 字得到最多支持票當選。活動主辦方對 「通」

字的解釋為， 「無阻礙、可以穿行的」 ，代表的社會
事件為 「自新冠疫情以來香港與內地人員往來、商務
活動受到影響，市民期盼盡快 『通關』 」 。 「通」 字
當選為年度漢字，表達了民意。

安全有序推進全面通關
恢復通關是抗疫三年的最大民意期盼，但實現通關

卻不是一件容易辦得到的事情。三年內，前後兩任特
首、兩屆政府，都將早日恢復通關視為最重要的工

作，一直採取積極措施創造條件。然而，疫情兇猛，
病毒多變，兩屆政府雖然都做了很多工作，盡了很大
的努力，去年初曾經一度距離通關只差臨門一腳，但
最終被突然爆發的第五波疫情再次阻隔。

李家超領導的新一屆政府，不畏艱險，依靠科學數
據分析，不斷提高精準抗疫水平，成功穩定疫情，並
對公共醫療衛生管理體系進行大幅優化，為恢復通關
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去年底，李家超首次上京述職，
再次向領導人反映香港市民渴望早日恢復通關的民
意，並帶回本月可以實現通關的好消息，振奮了民
心。1月8日恢復通關的消息傳出之後，香港股市已經
率先有所反應，新一年的股市憧憬通關後的前景，重
上兩萬點，反映出市場的喜悅情緒。

通關來之不易，市民更應珍視。阻隔三年，又臨近
春節，許多人熱切盼望想早日過關與親人團聚、探訪
朋友，亦有許多商務、公務和個人私務需要處理。恢
復通關的消息剛傳出，已經有不少市民急切地打聽通
關名額、交通安排、票務信息，希望可以早一步做好
準備，早一點得到落實，可以感受得到當中的急切之
情。

但是，疫情尚未完全消失，時值冬季，又遇上流感
高峰期，突然湧現大量人群聚集，無疑會增加疫情傳

播的風險，為兩地公共衛生系統帶來較大的壓力。因
此，在恢復通關的同時，必須做好充足的防疫措施和
準備，才能實現安全、有序的通關。

阻礙了三年之後，恢復通關所需的各種配套也仍須
更充分的準備。政府及業界已在通關前做了大量工
作，確保如期落實通關。而恢復了通關之後，仍須因
應實際的情況，逐步增加配套供應，務求確保安全、
有序地逐步增加通關名額，提供更多的通關便利，以
滿足兩地居民的需求。

市民急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也須保持必要的冷靜
和耐性。恢復通關只能逐步安全、有序地推進，通關
初期有一定的名額限制，也因口岸未能全面開放，高
鐵暫未開通、跨境巴士未全面恢復帶來一些不便，但
這些不便只是暫時性的，市民若能配合好政府，讓通
關有序、穩妥地持續推進，相信不久的將來，就可以
實現全面恢復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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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會議聚焦「內循環」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關於《香港國
安法》第14條和第47條的解釋，對如何運
用相關條文作出多項明確說明，包括明確
特區國安委對維護特區國家安全具有決定

性的法定責任和權力，明確特區法院在審理國安案件
遇有行為及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和國家秘密的
認定，應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以及明確不具
有香港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是否可以代理國安案
件問題，需要行政長官認定並發出證明書。

我們認為，今次釋法有助特區政府更準確實施《香
港國安法》，完善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執行機
制，並同時明確指出法院處理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的各
項情況及程序，有助法院依法公正地審理案件，確保
國家安全得到有效維護。

此外，是次釋法釐清國安委的權責，而沒有針對個
別案件，亦沒有觸及香港法院的司法程序，無損香港
法院受《基本法》保障的獨立審判權和終審權，亦無
損特區的司法體系和獨特地位。

國家安全事務屬中央事權，而人大常委會根據《憲
法》及《香港國安法》賦予的權力，在重要時刻作出釋
法，釐清《香港國安法》相關條文的立法原意，解決條
文在實施中的問題，完善本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不
僅體現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更充分反映人大釋法的重要
性、迫切性及合法性。 此外，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及 「落
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
我們相信，是次釋法能更完整落實《香港國安法》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是落實二十大報告的重要舉措。

《香港國安法》是香港應對錯綜複雜國際形勢的
「定海神針」 ，更是協助香港由治及興的重要法律，

故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具有積極意義，有效維
護國家安全和排除香港國安風險，讓特區政府可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譜寫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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