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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香港基金「聯通世界的

香港─新機遇 新未來」國際

論壇17日在香港舉行，18位政

商界猛人聚首探討香港在後疫

情時代及在百年一遇的大變局

中，強化定位，開創機遇。多位

講者都不約而同提到「亞洲崛

起」，全球經濟已經向東發

展，未來全球約有50%的GDP

是來自亞洲，而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及文化薈萃的「超級聯繫

人」，可在促進中國內地與亞

洲以至全球的貿易往來和資金流

動方面，繼續發揮國際金融樞紐

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17日論壇邀得18位資深及知名
的國際外交官、香港本地政

要人士、商企翹楚及文化體育領袖等，
共同探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文化薈萃
的「超級聯繫人」，如何在後疫情時代
及在百年一遇的大變局中，強化定位，
開創機遇，建構嶄新的國際金融中心及
中西文化舞台。約12萬名現場及網上觀
眾出席論壇，觀眾來自不同界別，包括
不同國家及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商界各
集團董事及總裁、各國駐港總領事、商
會主席、智庫組織、教育及文化專家
等。

港可強化協同效應聯通角色
泰國外交部前任秘書長、亞洲和平

與和解委員會秘書長西哈薩克．龐凱
考大使，他在論壇上以其資深的外交
經驗，分析亞洲崛起和東盟機遇，探
討香港強化協同效應的聯通角色。他

表示，從東南亞的視角來看，香港另
一項優勢就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中
心，事實上是當中的引擎。大灣區的
增長是全中國最高的，整個大灣區也
是區域內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他對香
港扮演聯繫人的角色非常有信心。
他說，「未來就在亞洲，亞洲就是

未來。世界經歷了非常重大的轉變，
這些轉變就是全球權力平衡的轉移，
從西方轉到東方。亞洲已經崛起，正
在崛起。」

發揮獨特優勢連接內地與世界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亦指出，環球
經濟重心已向東移，未來全球的生產總
值（GDP）約有一半來自亞洲市場，而
港交所會繼續擔當連接中國內地與世
界、資本與機遇及現在與未來的角色。
他指，隨着內地和香港復常，港交所致
力透過三個策略促進市場：首先是要聯

繫內地與世界，香港是內地最國際化的
城市，要多加利用此獨特優勢；其次是
資金和機遇的聯繫，要將金融市場與實
體經濟聯繫起來，例如是透過上市的途
徑；第三就是聯繫今日與將來。
歐冠昇說，2018年港交所修訂基本
上市條例就是迎接機遇，讓新經濟行
業例如科創公司更易赴港上市，過去
已有不少公司從美國回流到香港上
市，改變上市條例架構之中還包括生
物科技行業。從2018年起約有120間
新經濟行業的公司赴港作融資，當中
有部分公司仍然未有收入，但也可以
在港籌得資金。
滙豐聯席行政總裁廖宜建表示，國

際化造就了香港的特質，一直以來，
香港擔當國際金融樞紐，促進中國內
地與亞洲以至全球的貿易往來和資金
流動。跟其他國際金融中心比較，
「一國兩制」是香港的獨特優勢，奠

定其作為中國通往世界門戶的地位。

在內地開放資本市場擔當要角
廖宜建指出，在內地開放資本市場的

進程中，香港的角色就更重要。一方面，
可幫助內地投資者參與國際市場、達至資
產組合多元化；另一方面，協助國際投資
者涉足內地資本市場。內地至今已是全球
最大資本市場之一，滙豐作為國際金融機
構，多年來積極推動市場發展，包括「合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人民幣國際
化，以及各項互聯互通措施。廖宜建續
稱展望未來，該行會繼續與不同持份者合
作，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協助
企業和投資者把握機遇。
談及人民幣方面，廖宜建認為人民

幣與美元的角色開始轉變，市場開始
使用人民幣作為融資貨幣，加上港股
有不少上市公司為內地企業，現時是
關鍵時刻讓香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歐冠昇：亞洲將貢獻全球50% GDP
論壇多位講者論「亞洲崛起」指港「超級聯繫人」角色將續發揮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香
港近日舉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活動，恒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
17日出席「聯通世界的香港─新機
遇 新未來」國際論壇時也談到香港
國安法的實施，對香港社會及經濟
的作用。他認為，香港國安法有助
維持社會穩定，避免營商環境因暴
力衝突而惡化，「是必須的」。
陳啟宗表示，近年香港與內地，

以及中美關係都出現變化，因為美
國近年，特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美國正積極試圖將香港排除在
國際社會之外，包括將香港與內地
畫上等號。他認為，香港面對地緣
政治衝突難以獨自解決，為了未來
的經濟發展前景，香港需要加強與
內地合作，以及加強與東南亞國家
的經貿交流。
在面對新的政經環境，他指出，

香港各行業都需要改變，包括發展
新業務，以及與全球建立新的聯
繫，不能只依靠美國市場，藉以保
持香港經濟活力，因為其他地區的

市場前景廣闊，而美國於2022年2
月俄烏衝突爆發後宣布凍結俄羅斯
央行外匯資產，將對美元地位構成
損害。
陳啟宗認為，香港的經濟前景沒

有問題，即使未必像過去般每年增
長7%至8%，但香港經濟即使只是
按年增長3%「都唔係世界末日」。
他續指，雖然恒隆來自內地的收入
持續增加，但香港的經濟前景亮
麗，仍然是做生意的好地方，故無
意將總部遷離香港。

陳啟宗：國安法助港維持穩定

◆陳啟宗17日在論壇談到香港國安法的實
施，起到穩定香港社會及經濟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
健樂）團結香港基金常
務副主席、M+博物館
主席陳智思 17 日在
「聯通世界的香港─
新機遇新未來」國際論
壇上表示，近年一些外國
朋友對香港的前景，以至繼
續為國際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能力，產生了嚴
重的質疑，隨着近月香港陸續取消了多項旅遊
限制措施，不少遊客在三年後首次重回香港，
親眼目睹香港在許多重要領域取得重大發展成
果，他們對香港的前景大為改觀。
陳智思表示，部分外國朋友對香港的誤解，

相信是因為新冠疫情與隨之而來的旅遊限制措
施令香港缺席國際舞台，加上香港國安法生效
後，國際傳媒持續對香港進行不平衡和負面報
道所致。隨着近月香港陸續取消了多項旅遊限
制措施，不少遊客在三年後首次重回香港，親
眼目睹香港在許多重要領域取得重大發展成
果，在許多觀察家看來，香港仍在世界舞台
上，而且比以前更強大、更好。陳智思續指，
香港的成功反映「一國兩制」為香港提供寶貴
和獨特的優勢，而且制度行之有效。

哈佛學者盼中美保持學術交流
哈佛商學院斯潘格勒家
族工商管理教授、哈佛
大學張同明中國研究教
授、哈佛大學傑出服務
教授柯偉林17日表示，
以往他一年會來香港與
內地六至八次，但受新冠疫
情與旅遊限制措施影響，最
近三年只來了兩次，令中美雙方大學合作大大
減少，損失了不少交流機會，故他非常榮幸能
夠回到香港。雖然中美政治關係持續緊張，但
他期望中美雙方仍能持續保持學術交流，為雙
方帶來益處。

泰國前外交官看好港融資作用
泰國外交部前任秘書
長、亞洲和平與和解委
員會秘書長西哈薩克．
龐凱考大使17日則表
示，香港是連接內地與
包括東南亞在內，全世
界的重要門戶，是國際
金融中心、航運與物流
中心，亦是大灣區的心臟。他認為雖然國際地
緣政治挑戰日益增加，不過亞洲經濟仍然持續
增長良好。他認為世界發展的未來在亞洲，而
亞洲不少國家都需要更多基建發展經濟，因此
他認為香港可在亞洲基建項目融資方面發揮積
極作用。
另一方面，西哈薩克．龐凱考表示自由貿易

區與亞太國家之間更廣泛的經濟融合對世界發
展有利，因此對泰國與中國都參與了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RCEP）表示高興，因為
RCEP 15 個締約國的 GDP 佔全球 GDP 的
30%，是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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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香港基金「聯通世界的香港─新機遇 新未來」國際論壇17日在港舉行，多位政商界猛人出席。右二為歐冠昇，左二
為廖宜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文津圖書獎將於「4．23世界讀書日」揭曉 「中國航天日」主場活動24日合肥舉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中國國家圖書館18日舉行2023
年公共圖書館服務宣傳周暨「4．23世
界讀書日」系列活動發布會。相關負
責人在會上表示，4月23日是第28個
「世界讀書日」，第十八屆文津圖書
獎將於當天揭曉。「同心護珍寶 聚力
續華章」展將於28日在國家典籍博物
館開展，展出35種39件修復完善的珍
貴古籍，其中，海外回歸古籍——
《永樂大典》「湖」字冊（卷2272—
2274）將完成修復完善後的首展。
據介紹，國圖將於23日發布第十八

屆文津圖書獎評選結果，並推薦社科
類、科普類和少兒類年度佳作。讀者
還可在「網絡書香．閱見美好」微信
小程序上獲取24種第十五至十七屆文
津圖書獎獲獎圖書的免費全文閱讀服
務。

《永樂大典》「湖」字冊修復後將首展
35種39件修復完善的珍貴古籍也將
在「4．23世界讀書日」活動期間與觀
眾見面。「同心護珍寶 聚力續華
章——『字節跳動古籍保護專項基
金』成果展」將於28日在國家典籍博
物館開展。展覽以「活化展示」為特
色，通過圖文、影像、多媒體及實物
等方式，向大眾推廣、普及古籍修復
知識。展品包括《永樂大典》「湖」

字冊、樣式雷圖檔、輿圖和金石拓本
等。其中，《永樂大典》「湖」字冊
（卷2272—2274），原為加拿大籍華
裔收藏，經多方努力終使國寶回歸，
2013年正式入藏國圖並在同年舉行的
《永樂大典》特展中原件展出。這件
古籍的回歸成為「中華古籍保護計
劃」立項後海外古籍實體回歸的重要
成果。今次亮相將是這件古籍修復後

的首展。
據悉，《永樂大典》是明永樂年間

由明成祖朱棣先後命解縉、姚廣孝等
主持編纂的一部集中國古代典籍於大
成的類書。全書共22,937卷，11,095
冊，約3.7億字。明末以後，《永樂大
典》屢遭厄運，至今仍散逸在全球各
地，每一殘頁甚至留白紙都被收藏機
構視若珍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中國國家航天局18日在北京舉行2023年「中
國航天日」新聞發布會。據了解，今年是國
家航天局成立30周年，國家航天局系統工程
司副司長呂波表示，今年「中國航天日」以
「格物致知 叩問蒼穹」為主題，主場活動將
於4月24日在合肥市舉辦，其中包括啟動儀
式、中國航天大會、第一屆深空探測天都國
際會議、空天信息產業與商業航天發展研討
會、航天科普系列展覽、中國航天文化藝術
論壇等。
呂波表示，2022年中國實施宇航發射任務

64次，再創歷史新高；中國空間站全面建
成，夢圓「天宮」；首次在月球上發現新礦
物「嫦娥石」，中國再添「太空印記」；高
分專項完成天基部分建設，遙感應用服務華
夏，惠及全球；「羲和」「夸父」雙星逐
日，中國初步建立綜合性太陽觀測網；「句
芒」就位，遙瞰祖國綠水青山，助力低碳減
排等。2023年，探月工程四期、行星探測重
大任務推進工程研製；中國空間站轉入應用
與發展階段；澳門科學一號、高軌 20 米
SAR、新一代海洋水色等衛星將發射入軌。

深空探測全國重點實驗室將掛牌
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張亞偉副主任介紹，今
年的活動亮點諸多，包括揭牌中國科學技術
大學「深空探測學院」，面向全球招引高層
次領軍人才參與學院建設；深空探測全國重
點實驗室正式掛牌，舉辦首屆深空探測（天

都）國際論壇；發布深空科學城概念性設計
規劃等。
針對深空探測實驗室的工作進展，深空探

測實驗室關鋒執行主任介紹，當前，中國已
經啟動實施探月工程四期、行星探測工程等
重大工程，正在開展重型運載火箭、首次近
地小行星防禦、鵲橋通導遙綜合星座、太陽
系邊際探測等深空探測任務的論證工作。他
透露，實驗室目前正在支撐國際月球科研站
的論證工作，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積
極吸引世界各國來共同論證，共同設計，後
續共同建設，成果共同享有。

◆ 2023年「中國航天日」宣傳海報。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國圖2023年公共圖書館服務宣傳周暨「4．23世界讀書日」系列活動發布會現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