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23年2月10日」

「現特通告：劉家傑其地址為九龍

旺角山東街88號地下，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九龍旺角山東街88號地下

MOON KOK的酒牌續期，其附加批

註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

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au Ka Kit 
of G/F, 88 Shantung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MOON KOK 
situated at G/F, 88 Shantung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0 February 2023”

MOON KOK

MOON KOK

申請酒牌續期酒牌公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現特通告 : 譚劍珍其地址為 大嶼山

東涌富東街 8 號逸東邨善逸樓 203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大嶼

山香港國際機場1號客運大樓東大堂

第7層樓7E111A, 7E111及7E125號舖

蘇浙匯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

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

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 二零二三年二月十日

蘇浙匯

Jardin De Jade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am Kim Chun  
of Room 1212, Mei Yat House, Yat Tung 
Estate, Tung Chung,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Jardin De Jade 
situated at Unit 7E111A, 7E111 & 7E125, 
Level 7, East Hall, Terminal 1,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ntau Island Hong 
Kong.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0 Feb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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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史立德

繼 科 創
板 、 創 業
板 和 北 交
所 試 點 註
冊 制 後 ，
中 國 證 監
會 2 月 1 日
宣 布 ， 就
全 面 註 冊
制 涉 及 的
《 首 次 公
開 發 行 股

票註冊管理辦法》等規則草
案，公開徵求意見，外界普遍
預測全面註冊制將於今年的全
國兩會前正式啟動。

全面註冊改善股市
本次改革主要重於兩個方

面。一是分工更為明晰，這不
但體現在不同板塊所服務的企
業分類更為明確，例如上交所
及深交所主板專注服務成熟的
大型企業，科創板則以科技產
業為主，而創業板主要服務創
新企業；另一方面亦體現在交
易所及證監會的分工合作，前
者負責全面審核，後者則為註
冊機構。二則是改善了主板的
交易制度，包括新股上市前 5
個交易日不設漲跌幅限制、優
化盤中臨時停牌制度及新股上
市首日即可納入融資融券標的
等等。

筆者認為，相對於過去的核
准制，本次改革對於中國資本
市場在長遠來講無疑是重要的
正面改革，尤其若能在啟動之
後根據股市的具體發展情況，
及時完善及改進發行、上市、
退市、監管等各個環節的機
制，絕對可以是未來內地經濟
增長的重要動力。

一方面，A 股的股票結構亦
會更健康。整體股票市場優勝
劣汰將會推動上市公司及投資
者結構和估值體系發生積極變
化，尤其在常態化退市機制引

入及完善之後，中國股市估值偏低將會趨向回顧價
值投資主線，而以往的炒新股熱潮亦會得到緩解，
改善市場生態。

另一方面，全面註冊制能夠讓內地股市擁有更
多投資標的，進一步加強國內股市與國際市場的
接軌，對外資來講更具有吸引力。以印度的股市
為例，從 1992 年開始實行註冊制，並於 2012 年對
海外投資者開放，從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印度
股市已經經歷了長達十數年的牛市，2022 年在環
球股市表現低迷的情況下仍以 4.4%的報酬率收
尾，為2016年以來連續7年錄得正回報。而美國方
面，在實施註冊制以後直接融資體系日趨發達，
證券化率不斷提升，由1980年的47.5%上升到2020
年的272%。

港作橋樑可促投資
在A股實現全面註冊制的進程中，香港亦可起到

重要作用，而兩地資本市場共同發展的趨勢亦將愈
來愈明顯。

首先，香港的監管、信息披露及退市經驗可作為
A 股的參考。香港目前採取 「雙重存檔」 型註冊
制，由港交所承擔一線監管責任，對上市企業進行
審查，證監會則輔助監督，而港府則保有在特殊情
況下維持市場穩定的權力。此外，本港以完善的法
律制度框架嚴格限制信息披露，並制定了明確的退
市標準，高效的退市程序有效地降低公司違法操作
規避退市的可能性，實現市場 「有進有出」 的良性
循環。

其次，隨內地與香港進一步擴大滬深港通股票
互聯互通標的範圍，愈來愈多國際資本經由香港的
融資平台流入內地股市。今年1月份，由於國際對
內地經濟反彈普遍看好，1月份外資經由香港的雙
向交易（Stock Connect）對內地股市的淨買入額達
到1413億元人民幣，創下單月最高紀錄，甚至超過
了2022年全年金額（900億元人民幣），而上海綜
合指數單月上漲5.4%。預料這種外資湧入的現象在
全面註冊制之後將會 「愈演愈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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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各行各業普遍出現 「請人難」 的
問題，儘管特區政府已提出 「搶人十
招」 ，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亦透露 「高
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的進度超乎預期，

但在香港積極發展多元經濟、推動創科與工業化發展
的當下，工商界仍希望特區政府能多管齊下，繼續完
善人才政策，廣納和留住人才，以填補本港各領域人
力資源的缺口。

特區政府早前公布一系列人才措施，目標是希望每
年輸入至少3.5萬名人才，需要指出的是，在疫情爆
發前，特區政府每年通過各種渠道引入的外來人才其
實並不算少，而每年來港留學的外地年輕人才亦十分
之多，但他們在香港 「落地生根」 的比例卻差強人
意。針對上述情況，廠商會曾建議特區政府參考商界
離職面試（Exit Interview）的做法，對離境人才進行
追蹤式訪問，深入了解他們選擇離港的原因，並採取
針對性措施予以挽留。另外，特區政府早前已宣布放
寬留學生的逗留期限至兩年，筆者建議當局應採取更

積極的措施鼓勵他們留港就業，例如考慮對資助學額
設立附加條件，要求他們在畢業後須留港服務一定年
期，引導獲得香港公共財政資助的留學生回饋香港。
國家出入境管理局昨日發布公告，本月20日起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城市6類人才可申辦往來港澳人才簽注，
每次停留不超過30天，反映了中央對香港未來發展的
關心和支持。

人力資源斷層的問題一直困擾筆者所屬的製造
業，它不但限制了業界升級轉型的步伐，更窒礙了香
港 「新型工業化」 的發展。現時政府的 「人才清單」
只涵蓋13項專業，當中能與工業扯上關係的就只有
「創新及科技專家」 ，但其也是更多地集中於數據工

程或藥業、微電子、新材料等新興行業，並未有專門
針對一般工業相當缺乏的 「實用型技術人才」 。業界
希望，政府能將 「如何重建工業人力儲備」 盡快提上
政策議程，並將人才政策的涵蓋範圍擴展至工程師、
技師、工匠等工業技術人才，同時進一步放寬輸入外
地勞工的限制，引入更多熟練工人，以配合本港發展

策略性產業。
香港亦可透過制度創新，充分利用和發揮粵港澳大

灣區的資源優勢，彌補香港優質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廠商會早前便建議特區政府於新界北打造香港優勢工
業基地，並在區內設立 「通關緩衝帶」 ，讓貨物、人
員和資金進出內地可享有特殊的便利化安排，使得大
灣區的人力和供應鏈資源可以更方便地 「為香港所
用」 。特區政府亦可聯同深圳等大灣區內地城市，向
外宣傳大灣區的整體優勢， 「聯合引進」 國際人才。

長遠來說，香港發展創科及工業既為突破經濟發展
的瓶頸，亦為創造更多優質就業機會予市民大眾。因
此，香港除了輸入外來技術人才之外，亦應大力培育
本地技術人才，讓他們得以成長為促進社會發展的中
堅力量，在為香港乃至國家作出貢獻之餘，亦能從中
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為此，業界期望政府增撥資
源，支持教育界發展職業專才教育乃至應用型大學，
從而加快培育本地技術人才，助力製造業在港發展，
並為青年人創造出一條向上流動的新路徑。

香港與內地在2月6日正式實現全面通
關。這不但是兩地居民期盼已久的一
日，也是香港業界望穿秋水的一日，更
是各界對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翹首跂

踵的一日，不單提振經濟，更加振奮人心。
香港與內地能夠實現全面通關，反映兩地在疫情防

控上已經進入了新階段，疫情要控住，但同時經濟要
穩住，發展要安全。現在內地的疫情已經穩住，首階
段通關過程暢順，亦未有造成疫情輸入風險，這些都
為兩地全面通關奠定了基礎。在兩地宣布 「全面通
關」 前夕，特區政府推出 「你好，香港！」 大型宣傳
香港活動，乘兩地通關的契機，向內地、全球重新
宣傳香港，並通過贈送機票和消費券、舉辦大型國際
盛事、官員外訪等連串行動，將通關的效應全面發
揮。在這些活動的帶動下，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內地及
海外旅客來港，親身感受香港 「盛事之都」 的實況。

積極融入灣區 推動全面復常
同時旅客重新來港，對於旅遊、酒店、飲食、交通、

展覽、零售、貿易等多個行業都會帶來龐大商機。更重
要的是，在通關的利好之下，香港將可重新發揮 「背靠
祖國、聯通世界」 的優勢，既能聯通世界，又能接軌內
地，這是香港最大優勢。兩地 「全面通關」 等如將香港
最後的 「堵點」 都消除，為疫後復蘇奠下穩固基礎。

但也要清楚看到，兩地 「全面通關」 的效應不可能

一時之間就能發揮出來。在全面通關首日，香港各口岸
錄得28萬人次出入境，但旅客佔比並不大。通關以來，
香港市面人流確實有所回升，但增幅並不算顯著，不少
酒店、消費業界人士都表示生意並沒有大幅增長。這其
實不足為奇，始終香港與內地已經三年未能正式通關，
旅客未有第一時間來港也是情理之中。隨兩地實現全
面通關，各種防疫措施逐步撤除，加上內地的旅行團重
新恢復，來港旅客相信可以逐步上升。而當前的重中之
重，是必須把握通關契機，積極作為提振經濟：

一是全面通關後的香港，與內地回復頻繁交流交
往，香港更要把握契機，不僅要做好配套，支持各行
各業抓緊通關商機，更要積極投入大灣區建設，制定
下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全面部署，推動各項重點
項目盡快上馬，將通關效應持續發揮到最大。

二是推動社會全方位的復常。現時全世界的旅遊城
市，包括新加坡、泰國以至歐美、日本等，都基本實
現了真正復常，甚至在大街上已經沒有多少人繼續戴
口罩，各個旅遊景區，以至交通、運輸等，已經與疫
情前沒有分別。香港必須繼續撤除各項防疫措施，在
平衡好風險的情況下，可撤盡撤，讓社會真正復常。

制定旅業藍圖 做好對外宣傳
三是做好宣傳和推廣。特首李家超近期多次率團出訪，

介紹香港優勢招商引資，這點必須肯定。但宣傳香港不能
單靠特首，特區政府各政策局以及各個駐外辦事處，也要

發揮好自身的職能。疫情期間，香港其實也新增了不少旅
遊景點和旅遊產品，這些優勢和情況都需要向國際社會以
至內地省市宣傳。香港需要主動出擊，利用各種媒體和媒
介，向國際社會介紹香港最新情況和最新景點。

2003年沙士之後，特區政府曾撥款1億港元舉辦維港巨
星匯（Harbour Fest），邀請多位外國及本地的歌手參
與，在當時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香港既然已經宣布復
常，更應該通過各種國際盛事表明香港回來了，並作為向
外宣傳香港的平台，這些投入將是對香港最好的宣傳。

四是制定香港新的旅遊藍圖。旅遊業是香港的支柱
產業，為香港創造大量職位。但對於香港旅遊業在疫
後如何規劃發展，政府需要有清晰藍圖。2017年特區
政府曾發表《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當中提出四大
策略，包括開拓多元化的客源市場，集中吸引高增值
過夜旅客來港；培育及拓展具本港及國際特色的旅遊
產品及項目；推動智慧旅遊；以及提升旅遊業服務質
素，推動業界採用良好營商手法。

這些目標已經初步達到，下一步就是因應疫後的全球
旅業發展新形勢，設定香港新的旅遊發展藍圖，包括發展
方向、新增哪些旅遊產品、如何加快旅遊資源及基建的動
工，為旅客提供新鮮感等，從而推動香港真正復常復蘇。

熱門
話題

把握通關新機遇 積極作為振經濟
何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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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香港和內地全面通關，關閉
三年的羅湖口岸、落馬洲/皇崗口岸重
開，蓮塘/香園圍客運口岸亦首次開
放。筆者期望，全面通關後香港、澳門

和內地 9 個城市的互聯互通比疫情前再上一個台
階，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注入強勁動能！

全面通關對香港和大灣區的建設意義重大。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是大
灣區區域發展的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之一，生機勃勃
的香港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加快邁向富有活力和國際
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香港與內地的全
面通關將推動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聯通國
際，恢復經濟發展動能，開創發展新局面，這也是香
港和大灣區迸發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

通關當天，筆者組織了十多位青年從香園圍/蓮塘
口岸出發，前往深圳龍崗區，與當地社區黨委交流
地區工作，並造訪福田區科創園區，探索深圳基層
治理的最新發展和兩地青年創科合作的機遇。在當
日的考察中，筆者深深感受到疫情三年間，深圳發
展速度迅速：現時河套區深圳園區已成立辦公室進
行招商和解說工作，在不斷招商引資的同時，亦推
出措施積極吸引香港人才落戶發展。隨2025年河
套區香港園區開展，香港除了鼓勵青年 「走出去」
到大灣區其他城市尋找機遇外，亦應扎扎實實做好
「引進來」 的工作，與大灣區各城市聯手合作，優

勢互補，發揮協同效應，增強區域發展動能。
最後，筆者期望香港政府積極與內地商討取消過

關前出示健康申報表和 「黑碼」 的措施，以減少香
港市民的不便和促進大灣區的互聯互通。

全面通關激發
大灣區活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梁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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