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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右）昨日接受香港經濟導報社長丁時照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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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碼上看

8月5日前文憑試考生
可查內地高校錄取結果

掃碼睇文

香港動漫電玩節今開幕
「港漫動力2」頒獎

掃碼睇文

掃碼睇片

港深融合 雙向奔赴
對話特首智囊郭萬達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本港時間昨日凌
晨，美聯儲一如預期加息0.25厘，聯邦基金利率區間
上調至5.25至5.5厘，為2001年3月以來最高水平。
當天，香港金管局跟隨上調基準利率 25 個基點至
5.75厘。包括豐（005）、恒生（011）、中銀香港
（2388）及渣打（2888）在內的四大銀行同時宣布：
上調港元最優惠利率（P）0.125厘。

金管局籲小心管理長期借貸
金管局署理總裁阮國恒提醒，面對息口高企，市民

及企業要對銀行借貸利率波動有所準備，作出長期借
貸決定時必須小心考慮及管理。聯匯制度下，港元拆
息會跟隨美元拆息上升，以港元拆息作為借貸基準的
市民或企業，會面對更高的資金成本。惟目前風險仍
可控，且在高息環境下，本港整體經濟勢頭仍然良

好。
至於壞帳率方面，阮國恒指，第一季銀行體系特定

分類貸款比率約1.4%，較之前有上升，但上升速率
不快，相信金管局上調基準利率0.25厘，不會對壞帳
率有很大影響。

被問及加息周期是否已見頂時，阮國恒回應稱，美
聯儲未有明確指出未來息口走勢，依然強調取決於數
據及通脹水平，但表明今年減息機會微， 「基於息口
受很多因素影響，建議大家拭目以待」。

對於近日港元強勢，阮國恒指，近日港匯較前數個
月偏強，相信與上市公司有派息需求有關，加息環境
亦對資金需求有影響。港息趨升支撐港元，目前銀行
資金管理暢順及穩定，看不到有需要關注的地方，金
管局會致力維持貨幣及金融穩定。他強調，部分港元
資金雖然轉做外幣，但仍留在金融體系之中，近日銀

行體系總存款量更錄得輕微上升。

新造按揭利率升至3.625厘
銀行方面，豐宣布，今起上調港元最優惠利率

0.125 厘，即由年利率 5.75 厘調高至 5.875 厘。加息
後，豐新造 H 按封頂息率將上調至 3.625 厘，創
2008年1月以來逾15年新高。

同樣，恒生銀行亦由今起加 P，加幅同樣為 0.125
厘。

中銀香港宣布，7月31日（下周一）起，上調港元
最優惠利率 0.125 厘，年利率由 5.75 厘調高至 5.875
厘。

渣打則宣布，7 月 31 日起上調港元最優惠利率
0.125厘，年利率由6厘調高至6.125厘。

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林慧虹解釋稱，自去年 3

月 以 來 ， 美 國 聯 邦 基 金 利 率 已 累 積 上 調 525 點
子，而每年 7 月是不少企業派發股息的季節，可
能導致港元利率維持較高水平。經充分考慮宏觀
經濟環境、本港銀行同業拆息走勢，及對本港經
濟的影響，相信有關港元利率的調整合適。她續
指，會密切留意外圍環境變化，有需要時會調整
利率水平。

展望未來息口，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產品部財富
策略及分析處高級財富策略師張詩琪認為，今次聯儲
會後聲明反映當局對未來經濟增長較上月稍為樂觀，
惟同時表達出較早前美國銀行業事件令信貸緊縮將對
經濟造成壓力。她認為，因美國核心通脹去年9月才
見頂，基於高基數效應，相信未來數月核心通脹將繼
續下跌。議息後利率互換市場亦預計，今年再加息25
基點的可能性已輕微下跌。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接受香港經濟導報社長丁時照專訪

談深港「反向消費」
其實內地來港客流也增加了很多

丁時照：今年2月深港通關正常化後，我們注意到一個
新現象，大量香港人在周末及節假日去到深圳消費，或
者點 「跨境外賣」。您如何看待深港兩地消費的新變
化？
陳國基：隨今年2月兩地全面恢復正常通關，大量港

人到內地消費，我覺得是很正常的。內地也是香港熱門
旅遊地。如果有時間，我肯定也到內地去旅遊。
丁時照：只有更頻密的交流，才會越來越有活力、越

來越好。這是一個開放的心態。
陳國基：對。其實內地來香港的客流也增加了很多，

上半年來港遊客人數是1300萬。所以消費方面，我們到
內地去的很多，內地的、外國的來香港也不少。我覺得
「優勢互補，互利共贏」這8個字概括了香港跟內地的關

係。內地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吸引力，香港對內地的遊客
也有一定吸引力，所以 「反向消費」問題不大。

我們對香港的經濟預測很好。今年是正增長，估計全
年大概有3.5%~5.5%的增幅。我對未來非常有信心，各個
方面都會好起來。

談內地招商潮
香港和內地互利共贏很重要

丁時照：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是名副其實的
「超級聯繫人」。疫情防控常態化之後，香港成為內地

向國際招商的一個熱門地。對此，您怎麼評價？
陳國基：香港已經實現了由亂到治，現在我們主要是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我們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必
須要跟內地不同省市打交道，我們非常歡迎他們來，我
們也過去，都希望爭取合作。
丁時照：今年3月份，我們經濟導報寫了一組有關全國

各地來香港招商的觀察。我們的大標題叫做《香港：城
頭變幻招商旗》。
陳國基：非常準確！
丁時照：就是各種各樣的招商旗幟都插在這裏，這就

是香港的魅力所在。這就是 「東方之珠」，大家想看到
的樣子。
陳國基：香港有 「一國兩制」的優勢。
丁時照：這是香港最大的優勢。這個優勢與香港的經

濟體量、國際地位、經濟優勢一起發力，我覺得對全國

經濟的促進一定是非常好的。
陳國基：為什麼說大家都要優勢互補呢？例如，香港

的大學科研做得不錯，但是他們一些好的成果沒辦法商
品化，要靠內地商品化、市場化。合作對大家都有好
處。這就叫 「優勢互補」。我們要盡量發揮香港的獨特
優勢。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會更好。

談引進人才和勞動力
內地及外國人才對香港有信心

丁時照：香港今年失業率2.9%，相當於全民就業了。
因此，特區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勞動力引進等。
但我們也聽到香港有不同聲音，覺得人來了之後會不會
搶了我們的工作？從特區政府角度，您覺得怎樣才能讓
大家更加理解、支持這些政策進而促進經濟復蘇？同
時，引進來的優才，可能也有擔心，覺得這種環境下怎
麼樣才能生存得更好、工作得更好，把香港當作自己的
家？
陳國基：其實香港的人力資源在這幾年有下降趨勢。

2018年勞動人口是368萬，之後逐年減少到2022年的346
萬。減少的22萬人中，有16萬是基層勞工。主要原因是
香港出生率低，去年出生率是0.77。如果我們要保持人
口不增不減，最少要達到2.1。

在人才方面，特首李家超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要
「搶企業」 「搶人才」。 「搶」就是主動的意思。所

以，在搶企業方面，我們主動接觸國際大企業，希望它
落戶或在香港擴大投資。在半年裏，我們已接觸了150多
家。當然今年我們有些特殊安排，比如我們拿出300億，
如果某企業對香港有利，可以投資到這個企業。以往，
香港政府從來沒有投資在私人企業的。
丁時照：過去主要是市場，政府不介入，主要是把環

境搞好，現在這就是 「有形之手」開始發力。
陳國基：對，我們就要主動去找他，不是說等他來，

甚至可以投資到他們的公司裏面。這是最新的變化。企
業來了以後，人才不夠、勞動力不夠，所以我們要放寬
人才輸入的一些計劃，包括 「高才通」計劃。特首給我
的工作目標是一年不少於35000人申請來香港工作。我們
工作了半年，就有超過10萬人申請，證明內地及國外人
才對香港有信心。

人力方面，我們是怎麼解決用工荒的呢？其中一個方
面是輸入勞工。我們現在計劃上面有三個行業。第一個
安老業，輸入7000人，建造業和運輸業加起來輸入2萬

人，加起來就是27000人。剛剛提到基層勞工減少16萬
人，輸入勞工才2.7萬人，從數字來說，我認為不會影響
香港本地勞動人口就業。而且，我們也做很多工作去培
訓本地勞工，希望通過培訓新技能讓他們轉型投身到另
外的行業，填補新行業裏的人手短缺問題。這種培訓，
不但不需要花錢，政府還補貼給他們，補貼從一個月
5800元提升到8000元。另外，我們也有提供買房優惠政
策。例如一個非香港永久居民，他在香港買一套房，需
要繳納30%的稅，如果他按規定在港7年後取得永久居民
身份，可以享受永久居民同等稅率，政府會退還相應差
額稅費給他。目的就是為了要鼓勵這些人才能夠長期留
港。

談青年問題
強化身份認同有很多工作要做

丁時照：從李家超特首到您本人，都堅定支持和鼓勵
港人北上創業就業、融入大灣區、融入內地發展。特區
政府今年3月推出恒常化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6月
又重啟面向香港大學生的 「企業內地與海外暑期實習計
劃」。您認為這些計劃的意義和作用是什麼？目前推進
情況如何？
陳國基：青年是我們未來發展的棟樑。有一些青年不

了解國家，沒有民族自豪感，也缺乏國民身份認同感。
所以，我們青年工作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要讓他們愛
國愛港，這是穩定香港的國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一步；二
是未來發展要靠青年，所以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們去做。

我們去年底發表了第一版《青年發展藍圖》，裏面有
160項實際措施和行動，包括青年的教育、就業、創業、
房屋等各方面。此外，要做好國民教育，高中生必須至
少去一次內地參觀，由政府資助，名額每年10萬個。

還有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如果內地企業招聘香港青
年，政府給予企業每個月1萬元補貼，總共18個月共18
萬元補貼。

我們還有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去年我們資助了
1.3億元，很多年輕人到內地創業，分布在深圳、東莞、
惠州、廣州等地。

我們鼓勵香港青年到內地學習、工作，多感知國家發
展、了解國家最新情況、強化自豪感和國民身份認同，
成為愛國愛港的青年。
（香港經濟導報參與採訪記者：康劍波、胡倩怡、舒

志勇、韓琪）

全球人才對香港有信心
受三年疫情影響，香

港和內地正常往來被阻
隔，兩地似乎多了點陌
生感。香港的地位和國
際影響力削弱了嗎？在
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
中，香港與內地如何互
利共贏？內地各類優才
和務工人員進入香港，
怎樣才能順利融入香
港？如何加強香港青年
人的國家認同感，解決
弱勢社群家庭的跨代貧
窮問題？7月 27 日下
午，香港經濟導報社長
丁時照率採訪團隊專訪
了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就外界關心的
諸多問題進行深入探
討。

美聯儲如期加息 金管局例牌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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