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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個人稅務申報和策劃

成立本地，海外及BVI公司

成立中國公司或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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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註冊

BUT  DO  YEUNG  C. P. A. LIMITED

畢杜楊會計師行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340號
　　　 華秦國際大廈18樓

 ：(852)2581 2828電話
 ：(852)2581 2818傳真
 ：enquiry@butdoyeungcpa.com電郵
 ：香港德輔道中300號華傑商業中心19樓地址
 ：(852)2520 2727電話
 ：(852)2520 2336傳真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3 年第 344 號

有關：謝美淇，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Z810XXX(X))

代名人張鶴騫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3年9月1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3年9月28日下午3時正於香港九

龍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參考︰AHC/IVA/2023/102）。

日期︰2023年9月14日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pany No. 2050144

Voluntary Liquidator

Dated : 2023/09/01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2023/09/01 and Stuart 
Anderson Bruce of 3rd Floor, Palm Grove Hous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Sgd) Stuart Anderson Bruce

法定要求償債書

根據《破產條例》（第六章）第6A(1)(a)條作出的法定要求償債書

緊隨法院的一項判決或命令而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項的債項

債權人要求你償付港幣1,756,385.59元，此筆款項須立即償付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域法院民事訴訟2023年第2564號於

2023年8月7日作出的最終判決(“該最終判決”)而要求償

付）。

  (2) 香港九龍尖沙咀堪富利士道3-3A號時財商業大廈8樓

A室

*另加港幣1,647,795.32元的進一步利息，按判決利率(現時

8.662厘) 計算，由12/08/2023 直至全數清還為止

致：袁毅誠(YUEN NGAI SHING)(香港身份證號碼：G340xxx(x))

地址：(1) 香港新界屯門湖翠路2號美樂花園第4座23樓B室；及

現特通知，債權人大新銀行有限公司（其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248號大新金融中心26樓）已發出“法定要求償債

書”。

本要求償債書是重要的文件，本要求償債書在報章刊登之首

日，須視作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的日期。你必須在本要求償

債書送達給你起計的21天內處理本要求償債書，你可償付所列

債項，或嘗試與債權人達成和解，否則你可被宣告破產，而你

的財產及貨品亦可被取走。如你認為有令本要求償債書作廢的

理由，應在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起計18天內，向法庭申請將

本要求償債書作廢。如你對自己的處境有任何疑問，應立即徵

求律師的意見。

本要求償債書，可於下述地點索取或查閱。

地址：香港中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12樓1225室。

日期：2023年9月14日

自本要求償債書首次在報章刊登之日起計，你祗有21天的時

間，之後債權人可提出破產呈請。如欲向法庭申請把本要求償

債書作廢，你必須在本要求償債書首次在報章刊登之日起計

18天內，向法庭提出申請。

債權人之代表律師名稱：胡百全律師事務所

電話：2533 7700　　檔號編號：143634:SPT:AWH:KLM:gjk

截 至2 0 2 3年3月

8 日 發 出 的 法 定

要求償債書日期

為止所欠的款項

HK$1,737,018.30

HK$11,987.29

HK$7,380.00

HK$ 1,756,385.59* 

(ii) 截至11/08/2023的利息

(i) 判定債項

(iii) 定額訟費

招致債項 

日期

  

07/08/2023

債項說明 

根據該最終判決，你須

向債權人支付：－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3 年第 340 號

有關：陳韋然，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Y242XXX(X))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3年9月1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3年9月28日下午2時半於香港九

龍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日期︰2023年9月14日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參考︰AHC/IVA/2023/099）。

代名人張鶴騫

熱門話題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2 香江評論 2023年9月14日 星期四責編 清風 美編 曹俊蘋

百年變局動蕩多 維護國安莫鬆懈

由特區政府和香
港貿易發展局合辦
的第八屆 「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昨日正式揭幕。高峰論壇是全
球復常後的第一場實體 「一帶一路」論壇，
來自世界各地近 6000 人、多達 100 個代表
團、至少10個國家的政府高層級代表蒞臨參
加，反映了 「一帶一路」十年來得道多助，
愈來愈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也證明
了香港已經重回國際舞台中心。高峰論壇盛
況空前，再次凸顯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的獨特優勢。這次論壇將進一步顯示香
港在 「一帶一路」建設上的巨大優勢，當前
重點是如何抓緊重大戰略機遇，助力國家推
動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既貢獻國家，
亦發展自身。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
祥在開幕主旨演講中，全面總結了十年來
「一帶一路」倡議的豐碩成果。中國與18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 200 多份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構建廣泛朋友圈，

攜手共建中老鐵路、雅萬高鐵等一批標誌性
項目。單計 2022 年，中國對共建 「一帶一
路」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接近210億美元，
按年增加3.3%，中國先後對這些國家總共投
資了3000多個項目，非金融類投資達到7859
億元，有力地拉動當地的經濟發展，創造大
量就業，切實改善民生，並且進一步深化中
國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心相通。十
年砥礪奮進， 「一帶一路」已經發展成和平
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

丁薛祥副總理在講話中有三點值得香港各
界關注：一、顯示中央對香港的大力支持。
他重申中央將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長期保持
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
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
繫，在共建 「一帶一路」中發揮更為重要功
能，大大提振了社會各界對於香港發展前景的
信心。二、勉勵香港在 「一帶一路」建設上再
建新功，發揮更大的作用，並且高度肯定香港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已經成為推動 「一帶一

路」合作的重要國際商貿平台，香港參與和助
力共建 「一帶一路」前景廣闊大有可為。三、
以 「四點希望」指明了香港的優勢定位和發展
方向，具有很強的指導性。

「四點希望」指路引航
「四點希望」中：一是希望香港深化區域合

作，進一步拓展經貿網絡。明確香港 「聯通世
界」的獨特優勢，中央希望香港在 「一帶一
路」新發展階段中，積極開拓國際市場，除了
繼續保持與西方國家的經貿聯繫之外，更要積
極開拓新興市場包括東盟、中東。這次論壇特
別設立 「中東專場」，正反映香港積極發揮國
家 「外循環」重要支點角色。

二是希望香港完善金融服務，進一步推
動資金融通。 「一帶一路」涉及大量的基
建項目，各國企業都需要進行各種資金融
通，香港不但是國際金融中心，更是最大
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以
及風險管理中心。隨 「一帶一路」建設

不斷深入，對於資金融資的需求將會不斷
增加，香港更需要完善金融服務，包括加
強債市發展，更主動爭取內地省市、企業
來港發債，積極爭取中東、東盟的企業和
資金落戶香港等。

三是希望香港聚焦專業服務，進一步發揮
人才優勢。專業服務是香港參與共建 「一帶
一路」的重要抓手，香港需要培養更多面向
「一帶一路」專業服務的人才，包括語言，

對當地歷史、風土人情等方面的培訓，並且
吸納更多相關國家的人才來港，為 「一帶一
路」市場提供更全面的法律、航運、金融、
諮詢等專業服務。

四是希望香港深化人文交流，進一步促進
民心相通。發揮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優勢，推動民心互通。香港應擴大與 「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文化教育合作，為青年人創
造更多與 「一帶一路」國家相關的實習機
會，共同構建民心相通之路，不斷擴大 「一
帶一路」的朋友圈。

中央一直對香港參與 「一帶一路」寄予
厚望，希望香港各界更加積極作為，發揮
更大作用。 「一帶一路」蘊含巨大發展機
遇，香港絕不可錯過。丁薛祥副總理提出
的 「四點希望」不但明確了香港在 「一帶
一路」建設的優勢定位和機遇，更為下一
步工作指明了方向，鼓勵各界抓緊機遇推
動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為 「一帶一
路」建設再建新功，亦讓香港在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過程中，實現自身更好更大發
展。

何子文

今年是共建 「一
帶一路」倡議提出
十周年。為攜手各

方共商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機遇和
新進程，香港特區政府正以 「攜手十載共建
共贏」為主題，舉辦第八屆 「一帶一路」高
峰論壇。

論壇首次設有 「金融篇章」及 「青年專
章」，推動 「一帶一路」倡議的金融服務、
創新科技及青年的創業機遇展開探討。隨
互聯互通持續擴大，進一步將金融服務輻射
至東盟、中東等國家與地區，積極推動 「政
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
民心相通」的 「五通」工作。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凸顯了香港 「背靠

祖國、聯通世界」獨特優勢，作為 「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樞紐城市以及 「一帶一路」
重要節點的高端定位，昭示了國家對香港的
重視和保持香港作為世界市場的決心。而特
區政府亦充分利用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
需，全力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成為
「一帶一路」的積極參與者、貢獻者、受益

者。
本屆論壇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來港參與出席

會議的中東及東盟地區政要人數是歷年最
多，成為論壇最大亮點之一。東盟和中東是
香港發展商貿、聯通世界的重要力點，也
是 「一帶一路」開展成效最高的地區。為此
論壇特別以中東地區及東盟國家的政府代表
為主講嘉賓，剖析兩地區市場的商貿及投資

前景，就機遇和發展及推動多邊夥伴協作交
流意見。凸顯了國際對這兩地區市場的興趣
和重視。

實踐證明， 「一帶一路」是高瞻遠矚的
創舉。這幾年來，由於美國掀起貿易戰，
使我國的外貿面臨巨大的壓力，但 「一帶
一路」開闢了一條與世界 150 多個國家合
作，互通互利，開放包容、共同發展的新
路。可以設想，如果沒有 「一帶一路」，
而堅持把外貿押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今天我國的經濟發展將受到怎樣傷筋
動骨的傷害。 「不要把雞蛋全放在一個籃
子裏」， 「西方不亮東方亮」，香港人也
從崇拜西方經濟為圭臬的固有觀念中逐漸
醒悟過來。

把握「一帶一路」機遇 香港大有可為 路敏盈

港事講場

2023年8月23日，習近平
主席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
五次會晤上指出： 「當前，
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正在經歷大調整、大分化、
大重組，不確定、不穩定、
難預料因素增多。」

5 天後，8 月 28 日，我國
有關部門發布《2023年版標
準地圖》引發網絡熱議。網

民們發現：我國的國土面積，以往一直稱是960萬
平方公里，新版計算為1045萬平方公里。在 「十段
線」中，畫在台灣省東部的第十段線，之前沒特別
標註屬於南海，新版則明確是屬於南海。中印之間
具爭議的地區，一如既往明確劃入我國版圖。

新版地圖的官方解釋並無變化，但仍向國際社會
傳遞十分重要的信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加快加深演變，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既努力
為 「大調整、大分化、大重組」注入正能量，也更

加重視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主
權。

在香港的一家報紙上，有一位時事評論員撰文問
—— 「眾所周知，中國向來重視與鄰國的關係，為
何選在東盟會議（9 月 5 日於印尼）及二十國集團
（G20）峰會（9月9日於印度）召開前夕，發布如
此富爭議的國家地圖？」

這樣的質問基於一個錯誤前提，即：以為中國推
行睦鄰政策是委曲求全，這樣的質問低估了百年
變局。世界正在經歷大調整、大分化、大重組，
莫說美國竭力維持其霸權，其他西方國家紛紛謀
求私利，而且越來越多中小國家站起來爭取自己
國家的核心利益。中國怎麼可能、怎麼可以低眉
示人？

中國全力維護領土完整和主權
發出上述質問不是孤立事件。隨世界進入新的

動蕩變革期，無論在內地還是在香港，具一定知名
度的學者紛紛發表各自觀點。總體來看，存在兩
方面缺失。其一，企圖給正在經歷大調整、大分
化、大重組，不確定、不穩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

世界，貼上 「兩極」、 「準兩極」、 「三極」或
「多極」的標籤。其二，企圖說服中央與俄烏衝突

拉開距離，其本質是懼怕同美西方對抗。
百年變局最終以怎樣的格局相對穩定下來？目前

難以定論。筆者在不久前稱，未來 10 年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 「最好的場景」是—— 「俄烏衝突即
使擴大地理範圍和提高戰爭烈度，台灣問題即使
不 能 以 和 平 方 式 解 決 ， 但 是 ， 人 類 避 免 核 大
戰。」並且認為 「即使在最好場景裏，世界經濟
將分裂。可能呈現的是兩類情形。其一，美國和
中國分別形成兩大國際經濟體系，它們之間的聯
繫大體是間接的，經由其他一些國家或國家組
織。其二，中美是世界兩大經濟體而相互分離，
世界經濟碎片化。」簡言之，既可能是 「兩極」
也可能是 「多極」。這不取決於中國，而是視乎
「大調整、大分化、大重組」如何演變，亦即世

界上所有國家如何展開錯綜複雜的較量、博弈或
鬥爭。

但是，中國能夠做而且必須做的是，盡全力維護
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

就在我國公布新版地圖翌日，8 月 29 日，美國
國務院通報美國國會——拜
登政府首次根據一般用於

「援 助 主 權 獨 立 國 家 」 的 「對 外 軍 事 融 資 」
（FMF）計劃，批准向台灣提供總值為八千萬美
元的軍備轉讓。

美國支持「台獨」罪大惡極
拜登此舉，金額雖不多，性質卻空前惡劣，等

同美國政府視台灣 「獨立」！
我們一直強調， 「台獨」即戰爭。關鍵是如何判

定 「台獨」？蔡英文、賴清德之流稱台灣早已是
「獨立」，毋須再宣布。美國眾議院不久前否定

聯合國大會 2758 號決議，為台灣拓展所謂 「國際
承 認 」 張 目 。 拜 登 政 府 公 然 待 台 灣 「主 權 獨
立」。試問： 「台獨」還缺什麼？

在 2019 年黑暴期間，香港瀰漫綏靖主義。之
後黑暴被《香港國安法》鎮住了，但是綏靖主
義的思想和理論根源依然存在。不久前，若干
有頭有臉者公開要求香港維護國家安全要適可
而止，有人甚至公開主張香港拉住美西方以抵
制其心目中的 「去兩制化」。說得客氣些，是
面 對 洋 人 奴 氣 十 足 ； 說 得 尖 銳 些 ， 是 「軟 對
抗」典型表現。

百年變局已進入 「大調整、大分化、大重組」，
不僅國家、國家集團等的地位正發生變化，而且將

引起一些國家的領土和主權的調整。香港社會
各界必須樹立應有的認識。

周八駿

鑪峰遠眺

周八駿

發揮香港優勢 共建「一帶一路」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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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第八屆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昨
起在香港舉行。國務院副總理丁薛
祥發表主旨演講，總結 10 年來 「一
帶一路」倡議的豐碩成果，充分肯

定香港在參與和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
上發揮的重要作用。同時對香港提出了 「四

點希望」，包括希望香港深化區域合作，進一步拓展
經貿網絡；希望香港完善金融服務，進一步推動資金
融通；希望香港聚焦專業服務，進一步發揮人才優
勢；以及希望香港深化人文交流，進一步促進民心相
通。香港具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是共建 「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和關鍵節點，參與
「一帶一路」愈全面愈深入，香港的優勢和發揮的作

用也將愈發凸顯，未來更要有大格局，積極主動作
為，以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堅定推動 「一帶一
路」藍圖的實現，成就更好更大發展。

今年正值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倡
議提出至今，成效愈益顯著，中國與60餘個 「一帶
一路」重要合作夥伴，貨物貿易進出口年均增長
8.6%，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年均增長5.8%；與180多個
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合作文件，構建廣泛
朋友圈。數字反映 「一帶一路」在促進和深化國際合
作、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等各方面，均發揮重要作用。

香港舉辦論壇適逢其時，吸引超過6000名來自70
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官員、商界領袖、企業家等參
與，老友新朋匯聚一堂，既說明 「一帶一路」得到國
際社會愈來愈大的響應支持，又顯示作為國際聯繫人
的橋樑角色，香港在 「一帶一路」建設中優勢明顯，
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其重要地位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
認同。這次論壇舉辦，亦是香港認清自身優勢，捕捉
機遇，進一步推動 「一帶一路」合作，謀取更大發展
的重要契機。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香港一直是積極參與
者、貢獻者和受益者。丁薛祥指出，香港發揮自身獨
特優勢，持續加強與共建國家各領域務實合作，充分
發揮金融、法律、航運等專業服務優勢，推進人文交
流，促進民心相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肯定
香港共建 「一帶一路」前景廣闊，大有可為。他提出
的 「四點希望」，指出了香港未來發展的力點所
在，亦是寄予厚望。

定位準、跟得緊、行得快，是香港鞏固在 「一帶一
路」建設中的地位，以及貢獻國家和謀求自身更大利
益的 「不二法門」。毫無疑問，專業服務、區域合
作、金融服務、人文交流等，這些都是香港的特色和
強項，下一步就是要思考如何以此作為重要抓手，積
極主動，在共建 「一帶一路」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貢
獻更大的力量。譬如中央支持香港拓展暢通便捷的國
際聯繫，香港除與西方國家保持交往，亦應大力推動
與東盟、中東等在內的 「一帶一路」國家，在貿易和
投資、創新和技術，以及基礎設施發展等廣泛領域，
展開更多務實合作，全力打造更強大的 「一帶一路」
綜合專業服務平台，並且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優勢，滿
足 「一帶一路」建設多樣化的融資需求。共建 「一帶
一路」前途廣闊，香港須以更深入的國際化，推動更
有效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本港長遠發展增添新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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