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
議日前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發表
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過
去五年國家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支持港澳經濟發展。香港是國際金融、航運和貿
易中心，也是大灣區的一個主要城市，如何承擔它在
灣區的角色是香港社會普遍關注的事情。

國際金融中心
相對於大灣區的兄弟城市乃至全國，香港在國際金

融領域有獨特的優勢，內地其他城市很難替代香港的
作用。近年，香港發展國際金融業務受到局限，雖然
可以盡力維持與美歐頻繁的金融往來，想再擴大與美
歐往來的規模卻比較困難。一、因為美歐近年經濟規
模擴張放緩，香港又並非全球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
要維持原來進出香港的資金流會比前幾年困難。二、
美國正進行逆全球化操作，阻礙一些美西方企業在中
國間接或直接投資，某些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現在
也紛紛退市，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減少，制約了香港
的國際金融往來。三、中美關係持續惡化，美國隨時
可能對中國實施進一步制裁，中國也會採取防制裁措
施，屆時會給香港的國際金融活動帶來負面衝擊。香
港需要維持與發達經濟體的金融往來，卻不應期待與
它們的往來規模能大幅增長。

若要發揮好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香港就得把注意
力轉向過去我們忽視的市場。中東、東盟、金磚和上
合組織，以及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是大灣區內地城
市商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能給香港提供進一步發展

國際金融往來的平台。香港向這些國家銷售金融產品
和服務具有不容忽視的有利條件。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香港是一個人均收入較高的外向型城市，信息發

達，交通便捷，有利於與國外進行文化交流。香港是
中國的一部分，傳統中華文化是本地文化的重要組成
部分。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背景和 「一國兩制」 使香
港與內地在制度、習俗等方面有許多不同，外國人來
到香港，都能感受到香港與內地城市在文化上的差
異。

廣州和深圳每年接待許多外來遊客，也有不少外國
人常年在兩地工作和生活，是中外文化交流頻繁的城
市，而與它們的差異使得香港在吸引外地旅客和文化
交流均處於一個特殊的位置。香港至今仍是西方國
家，特別是英語國家認識東方的一個窗口，約有64個
國家在香港設立領事館。深圳可稱為中國的硅谷，香
港的國際知名度則仍較深圳高。

廣州、深圳舉辦過全國和全世界的體育盛事，國際
影響力比香港舉辦的馬拉松和欖球賽大一些。近年，
國家銳意支持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
建了故宮文化博物館；去年成功舉辦了標誌疫後重
新出發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你好，香港」
（Hello, Hong Kong）大型宣傳活動更於日前啟動，
今後會繼續舉辦類似的國際會議。大型國際展覽和活
動能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提
升本港在國際和灣區的形象。

香港在2022/2023財政年度的教育開支約佔政府經

常開支的18%，香港有5間世界一百強的大學，有條
件進行基礎研究，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相比，香港在這
方面有明顯的優勢。然而，科技創新卻不是香港的強
項，與深圳和廣東的發展目標都有距離。

科技研發基地
原因包括：一、港府長期以來忽視科技研發，沒有

適當的規劃和相關的經驗。二、去年深圳GDP比香港
多三分之一，深圳研發開支的GDP佔比為5.46%，而
香港從 2017 年至 2021 年研發開支的 GDP 佔比則在
0.88至0.99%之間，差距實在太大。三、深圳、廣州等

大灣區城市與廣闊的內地市場屬於同一個關稅區，同
時也面向全球市場，那裏的發明應用可以迎合較大的
需求，科創企業也因而容易積累資本。四、深圳等灣
區城市能從全國各地源源不斷吸納人力資源，這對發
展科技創新很重要。五、香港地價和其他經營成本比
較高，但與前四點相比，這一點並非香港創科落後的
主要原因。

短期內，香港很難成為大灣區的科技創新龍頭，卻
可以爭取在大灣區的科技創新贏得一席之地；香港急
起直追，則要充分利用本地資源，與灣區其他城市進
行優勢互補。

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香港發展不能脫離大灣區，
沒有區域性合作模式，香港很難在多元化和高質量發
展有所作為。香港要利用本地優勢進一步發展國際金
融中心的各項業務，利用 「一帶一路」 等頂層設計，
加強與境外合作夥伴的商業往來和文化交流，為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無可比擬的
積極作用。

歷時近千日的口罩令終於撤除，終於
可以再次看到港人美麗的笑容。口罩令
取消，不單是宣告香港全面復常，更是
香港再次起飛的信號。隨香港及內地

全面復常通關， 「Hello,Hong Kong」 歡迎環球旅客到
訪，接下來亦有多個國際大型展覽、文化活動及體育
賽事在本港舉行，熱鬧非常。全社會應把握這次再出
發的機會，把握大灣區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
本港重回國際舞台。

本港近日好消息不斷，除了全面撤下口罩令，往來
香港和內地的各項交通配套亦陸續復常，其中香港高
鐵將於本月11日恢復中長途服務，4月 1日起更會擴
展至長途服務，接通香港與廣東省以外的長途站點，
讓香港及內地再次連結。業界預料，高鐵全面恢復服
務，能令本港旅遊業大幅度復興，從而帶旺零售、飲

食及服務業，對本港經濟絕對是一支強心針。
適逢今年 「兩會」 為換屆之年，將選舉產生全國人

大、全國政協及國家機構的新領導人，並就國家經
濟、民生、外交等大政方針布局部署。在這個國家新
時代發展的節骨眼，香港更需全力拼經濟、拼發展，
乘祖國的東風，以大灣區建設為切入點，更好更快
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香港由治及興的好局面。

香港走過三年多的抗疫之路，市民終於見到光明的
前路。縱然外圍環境不穩，對本港經濟仍有一定影
響，但在祖國大力支持下，相信香港一定可以穩步上
揚。香港擁有 「內通外聯」 的獨特優勢，是實現國家
「引進來」 和 「走出去」 的關鍵平台，只要我們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政府政策到位，市民積極北上尋
找機遇，預計今年甚至往後幾年，都會是香港經濟的
高速發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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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復常 香港經濟再次騰飛
新社聯常務副理事長 譚鎮國

究竟，上述趨勢會否進一步反映在商廈出租率、

租金及商業地皮的價格之上？而香港土地規劃又須

否作出適應，以至如何好好適應？

香港一幅旺角商業地皮，日前以每呎樓面地價

3000餘元賣出，引起公眾嘩然，質疑是否賤賣土

地。事實上，新冠疫情縱已漸漸離去，不過仍留下

不少深遠影響，其中辦公模式的改變，便對商廈出

租率構成巨大壓力，繼而多少左右到商廈租售價

格。

上述調查一直廣受美國媒體關注，世界經濟論壇

去年底發表的文章亦有引述數據，分析指63%的高

增長企業正在採用「混合模式」，即員工可以在家

(遙距)或在辦公室工作，多達83%員工也傾向「混

合模式」，這對商廈出租率無疑構成衝擊，文章遂

提出企業在擁抱新工作模式的同時，商廈空間須要

更好利用以服務用戶需要。

早陣子，本地龍頭銀行之一豐銀行，亦擬取消

中環總行的個人辦公室安排，其倫敦總部於較早前

安排高層輪用辦公桌制（hot-desking）；如果其他

辦公室同樣採用，亦會影響到對商廈需求。

以美國為例，截至2月22日，當地十個主要城市

的商廈平均出租率，僅剛剛重返50%水平；反觀

2020年2月，比率則高達99%。這個由保安公司

Kastle進行的追蹤調查顯示，奧斯汀的出租率最

高，但亦只有66.4%，而紐約、三藩市、洛杉磯則

分別為46.7%、43.9%、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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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瓷輝，中國陶瓷藝術大師，河南省工藝美術大
師，中國陶瓷藝術終身成就獎獲得者。劉瓷輝自小跟
隨父親學習陶瓷的燒製技術，上個世紀70年代進入
國營廠做學徒並深入的研究鈞瓷燒製技術，並於1982
年創辦了當地第一家鈞瓷的民營窯口，東方鈞瓷廠，
後取鈞瓷徐徐生輝之意並結合自己的名字，改名為瓷
輝鈞窯，被譽為 「鈞瓷民營窯口第一人」。

1990年創作的鈞瓷作品《達摩渡江碗》，碗中自然
窯變的達摩栩栩如生，被台灣故宮博物院收藏，1992
年，作品自然窯變的《北半球板塊龜裂盤》，被美國
國家博物館收藏。

創辦窯口至今，共研製了 130 餘種釉料的配方和
1600餘種鈞瓷器型，並傳授與瓷輝鈞窯第二代傳承人
劉朝遠和第三代傳承人劉雨泉。2008年被評為 「河南
省工藝美術大師」，2018授予劉瓷輝大師 「中國陶瓷
藝術終身成就獎」的榮譽稱號，60餘件作品被國內外
的元首及知名人士收藏。

劉朝遠，河南省工藝美術大師，中華傳統工藝師，
瓷輝鈞窯第二代傳承人。在劉朝遠看來不同的藝術風
格和燒製方法創作出的鈞瓷，有着不同的特色，選擇
某一種風格或者某種燒製方式與好壞無關，與個人的
喜好和藝術品風格有關。在青年時期，劉朝遠並沒有
將自己的精力傾注於鈞瓷上，他經歷了參軍，退役，
參加工作。直到1998年，在父親的影響下，毅然主

動辭去了工作，將自己所有的時間經歷放在了鈞瓷創
作上。根植傳統，再談創新，雖然我已投入鈞瓷事業
二十多年，但我現在還處於練好內功的階段，劉朝遠
說。在燒成方法上，他同樣延續了父親的傳統，堅持
以煤窯柴窯為主。

劉雨泉，鈞瓷技藝非遺傳承人，瓷輝鈞窯第三代傳
承人，河南省陶瓷大師。在劉雨泉看來，雖然從小在

耳濡目染的鈞瓷家庭中長大，但一直都有自己獨
特的見解，繼承爺爺的釉料所有配方和傳統的
燒製技藝是自己必不可少的責任，他不希望爺
爺用一輩子所創造的寶貴技藝在他的這一代
而毀於一旦。

在一次採訪中，劉雨泉說： 「中國的鈞瓷
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

部分，從上個世紀六七十
年代恢復鈞瓷的燒製以來，
我們的前輩們做出了許多艱
苦的努力並且克服了燒製的種
種困難，鈞瓷的技藝才得以延續
和創新，作為我們這一代的鈞瓷
傳承人，我們應該保留和延續老一
輩藝人的傳統技術，在這基礎之上
我們應該走訪全國各地甚至走遍世
界各地來尋找創作的靈感，從而創
作出更符合當代人審美的一些作
品。」

劉雨泉認為，藝術來源於生活而
高於生活，應該將更多的鈞瓷進入
人們的生活當中，就讓這一代的匠
人與時俱進，再創輝煌。

胡中州

瓷輝鈞窯：歷經三代人薪火相傳
創辦於1982的瓷輝鈞窯，經歷

了三代人的薪火相傳，火與土的
藝術生生不息，是工匠精神的完
美詮釋。

劉瓷輝創作出世界上最大的鈞瓷大花瓶4.2米高

三代人共同創作作品《鈞瓷太師椅》

中國陶瓷藝術終身成就獎獲得者劉瓷輝老先生

自然窯變鈞瓷掛盤《策馬奔騰》 純手工拉坯雕刻純手工拉坯雕刻《《梅瓶梅瓶》》

河南省工藝美術大師劉朝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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