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香港經濟屢遭
重創，2022年GDP再現負增長。香港與
內地已於1月8日起實施首階段通關，15
日高鐵亦已恢復通車；昨日更有消息
指，羅湖及皇崗口岸有望下月通關，可

以說香港正式進入後疫情時代。展望香港後疫情時
代，應從世界變局的視角重新認識和確立香港的定
位，才能夠贏得更好的發展機遇，繼續更好地發揮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的槓桿橋樑作用。
對於 「後疫情時代新機遇」 ，特首李家超表示，

「一國兩制」 給予香港繁榮穩定多方面的最佳制度保
障，香港要認清自身 「背靠國家、聯通世界」 得天獨
厚的優勢，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動對
接 「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
路」 高品質發展等國家戰略。有祖國作為最堅強的後
盾，香港定能砥礪奮發、勇毅前行。

融入灣區建設 提高治理水平
香港在後疫情時代應該有新的定位，要在大灣區背

景下抓住香港發展新機遇。建設更加完備的社會治理
體系，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香港才能夠贏得更好的發展機遇。粵港澳大灣區是世
界最具創新精神的區域之一，且作為 「一帶一路」 與

中國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點。香港若要充分投入國家
發展大局，需要利用好大灣區乃至整個國家的條件和
資源，妥善解決後疫情時代的發展問題。香港融入大
灣區的機遇在哪裏？目前內地正處於疫後消費升級的
重要時期，高端消費、服務型消費具有較大的增長空
間。眾多高科技產業、製造業、服務業的企業，其新
的利潤增長點都源自服務。服務正在成為企業、行
業、乃至國際的利潤增長點，而香港現在的經濟是典
型的服務型經濟，已經走在世界前列。香港要融入大
灣區，可以透過 「服務創新」 ，加速香港經濟的增
長。

後疫情時代，社會各界和市民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和
施政有更高的期望。香港需要建設更加完備的社會治
理體系，才能夠贏得更好的發展機遇。力提高治理
水平，是香港實現良政善治的重要基礎。完善治理體
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是把香港特別行
政區建設好、發展好的迫切需要。要提升國家觀念和
國際視野，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
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治理水平
低下、房價高企、貧富差距大、經濟結構單一、產業
空心化、年輕人向上流動難等深層次矛盾，有些是回
歸前後就存在的，有些是疫情三年來累積而成的，凡
此種種，已成為長期壓在香港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

身上的沉重負擔。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需要加強政
府管理，改進政府作風，樹立敢於擔當、善作善成的
新風尚。在治理焦點上，應以經濟民生為中心，尤其
是通過提高經濟治理和社會治理績效，讓香港市民公
平分享發展成果。

爭取加入RCEP 撤辣招促樓市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涵蓋15個國

家（東盟十國加中日韓澳紐），當中涉及全球經濟
增長速度最快的貿易區域，經濟規模佔全球 GDP 三
成。RCEP是新自由貿易經濟體，對香港經濟發展、
中小企都帶來商機。不過，RCEP歷經逾8年超過30
輪正式談判，才能平衡各方利益，目前 RCEP 成員
國亦已表明立場，短期內只歡迎印度加入，因此短

時間內要允許其他經濟體加入協議絕非易事。相信
可行的方式是借助以往香港多宗貿易協議的正面國
際形象，以及在金融服務業上可以為區內國家帶來
的改革創新優勢，游說各國同意香港加入。香港應
把握東亞經濟整合浪潮，爭取加入RCEP，善用本港
的金融創新及服務貿易優勢，鞏固在亞太地區的金
融貿易中心地位。

此外，房地產亦是香港經濟支柱行業之一，佔GDP
的比重在20%左右。早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
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綜觀香港當前客觀環境，
無論是外部國際形勢，或是香港內部都存在許多不明
朗因素，不利香港樓市。後疫情時代，面對樓價下
行，香港應檢討過往為壓抑過熱樓市的多項 「辣
招」 ，讓樓市恢復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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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港澳研究會日前舉辦 「保證香港國
安法準確實施」 專題研討會，全國政協副
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出席並致
辭，深刻講解香港國安法精神，以及對加

強保障維護國家安全的體制機制的看法，得到社會各
界高度認同，是學習香港國安法的重要材料。

筆者十分認同夏主任所講， 「香港國安法護國安、
保家安、得民心」 ，香港國安法落實後，香港社會
面貌的轉變有目共睹，市民安居樂業，政治環境更
加穩定，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更加大。更重要
的是，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從根本上堵住了香港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的漏洞，從此香港對國家安
全 「不設防」 的問題不復存在，黑暴更是成為過去
式。

任何客觀的人也會同意，香港國安法是 「一國兩
制」 實踐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香港在國安法的保駕護
航下，實現 「由亂到治」 的重大轉折，並走向 「由治

及興」 的新征程。沒有國安，何來家安？實踐證明，
穩定是社會發展及社會和諧的前提，社會愈穩定，香
港愈有條件集中精力謀發展，改善市民生活。故此全
面準確貫徹香港國安法，可謂是香港保障長期繁榮穩
定的重要條件。

正如夏主任所言，我們不能忘記香港國安法的立法
要旨和原意。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初衷是為了維護國家
安全、捍衛 「一國兩制」 ，為香港好、為廣大香港居
民好。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僅有約兩百多人因涉嫌
危害國家安全而被拘捕，而且相關個案基本屬於性質
極其嚴重、影響惡劣的個案，可見香港國安法針對的
始終是極少數違法分子，保護的是普羅大眾。所謂
「國家安全，人人有責」 ，特區政府未來必須加大力

度展開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工作，對愛國團體給予更
多資助，支持愛國團體多舉辦活動宣傳國安法及國家
安全意識，讓維護國安意識更加深入社區、深入民
心，讓國家安全得到社會更大的保障！

國安有保障 社會更繁榮

入境處最新資料顯示，陸路口岸的出入境人次最

多，分別佔60%和55%，其次是空路的36%和

40%，海路則佔餘下約5%。其中，落馬洲支線是使

用量最多的陸路口岸，其次是深圳灣和港珠澳大

橋，再次是高鐵西九龍。自1月15日高鐵恢復通車

以來，以上分布大致變動不大。 1月8日恢復通關，為兩地全面通關跨出重要的第

一步；在有序推動通關的基礎上，相信香港出入境

人流的復常指日可待。

較諸疫情前，各口岸的使用狀況則仍差別頗大。

以2019年為例，陸路使用量佔比便高近80%，空路

為15.5%。始終兩地尚未完全及全面通關，除了配

額安排，過去使用量最高的羅湖口岸也未開通，另

外落馬洲、紅磡、沙頭角等口岸亦然。

此外，以人次比較，目前實際使用量更是差天共

地。以落馬洲支線為例，過去三天的日均出入境人

流共約3萬，疫情前的流量則逾13萬，而羅湖的數

字更超過20萬。

兩地恢復通關，各口岸的出入境使用情況若何？

海陸空哪個最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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