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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日前
公布《北部都會

區行動綱領》具體規劃詳情和時間表，象
徵北部都會區發展已從理念走入實踐階
段。筆者期待特區政府牽頭引領香港工商
及社會各界積極參與，並透過優化政策及
資源配套，進一步推動香港與深圳以至整
個大灣區做好全方位對接。當局在推動落
實相關政策過程中，尤其可在以下幾方面
進行優化。

協同港深創科產業布局
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行動綱

領》，深度對接深圳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的
規劃。北部都會區發展將由 「東中西三
圈」擴大至 「四大區域」，涵蓋高端專業
服務和物流樞紐、創新科技地帶、口岸商貿
及產業區和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圈。

筆者認為，其中 「創新科技地帶」可與深
圳科創園區產生協同效應，成為粵港澳大灣
區創科發展的重要樞紐。原有不足1平方公
里的河套 「港方園區」，結合未來新田科技
城創新科技園區的建設，將合共提供約3平
方公里的創科用地，再加上對岸 「深方園
區」的 3 平方公里，將共同形成一個約 6 平
方公里的大河套區。透過從以往 「1+3」變
為 「3+3」發展布局，不僅增加了可規劃發
展的面積，更重要是體現港深兩地人流、物
流、資本、信息、數據等要素跨境便利化流
動，以及兩地在機制協調和體制創新領域的
深化合作。

在優化組織建設和加快工程建設的基礎
上，港深兩地可探討進一步將大河套 「3+

3」的創科生態構建為以科創企業、科研機
構為核心，以人才、土地、生活配套為基礎
支撐，以政策支援、組織建設、制度環境、
經濟基礎、成果專化平台為服務支援的創科
城，構建產城合一的科創生態體系，提高科
研質量和創新效率。

打造創科要素流動試驗區
特區政府計劃在河套區設立 「跨河橋樑小

口岸」，初步構思讓預先登記人士，利用創
新便捷的出入境安排來往河套區及深圳科創
園區，讓已登記的科研人員透過人面識別技
術過關，便利通勤。

筆者認為，在升級通關技術及硬件配套的
同時，當局可考慮針對人才的身份給予高度
行政便利，節省交通往來成本，鼓勵更多科
研及商務人員往來深港，允許符合條件的兩

地創科人才和商務人士便捷申請進入大
河套區的一次性特殊通行證，進一步便
利河套 「一區兩園」人才跨境流動。

當局可研究給予在區內工作的人才無
須經過常規工作簽證審批，並以落地企
業為單位，集中優先申辦各自員工於創
科城的工作簽證。落地企業可以申請多
次往返的商務訪問簽證配額，允許企業
員工、關聯企業和客戶等便利化進出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並以 「跨河橋
樑小口岸」模式拓展至河套深港兩側園
區之間的其他地區，建設更多不同規模
的便利通道。當局亦可在人面識別技術
的基礎上增設電子眼，以高科技和現代
化設施，透過大數據、互聯網等先進技
術，為持有上述各類特殊通行證人士提

供多元、便利的 「無感化通關」服務。
目前，港深之間並沒有科研樣本審批專屬

的綠色通道，科研人員需要辦理非常繁瑣的
程序，且不同的生物測試樣品分屬多頭監
管、政策界定模糊，對於通訊設備應用類別
的科研實驗所需要跨境運送的實驗用品，也
受到出入境通訊設備類別的限制。筆者建議
對科研實驗用品實施項目集中審批制，設立
「科研樣本綠色通道」，安排專人提供指引

服務，優先接單、放行，便於相關設備和樣
品安全順利通關。

在資金跨境流動上，港深兩地政府可研究
設立大河套共同科創基金，以大河套區作為
基金使用基地，輔助港深科創企業發展。雙
方更可研究於園區內建立大灣區創科資訊共
享平台，在資訊和數據跨境流通方面，更好
實現區內創科領域的產學研對接合作。

創新思維深化合作 迎北都發展新機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蔡冠深

商界心聲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任內
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明確表
示，香港要積極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三
屆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開幕式上所宣布
的 中 國 支 持 高 質 量 共 建
「一 帶 一 路 」 的 八 項 行

動。行政長官立即表示香
港全力參與。

這些天，香港社會各界也紛紛提出具體意見和建
議，所貫徹的指導思想是發揮香港所長，服務 「一
帶一路」，這一切都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為了適應 「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發展新
階段，香港必須與時俱進，既全面審視香港既有所
長及需要提高之處，又切實彌補香港尚存在的不
足。

香港所長具體來說是在三個領域。一是金融領
域，香港是亞太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二是創新科
技領域，香港是亞洲唯一一個擁有五所百強大學的
城市，香港擁有多所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基礎科研
實力雄厚。三是法律、會計、醫療、教育等專業服
務領域。香港在這三個領域的水平，總體看，領先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也依然處於國家前列。
10年來，香港這三個領域所長，對建設 「一帶一

路」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但是尚不夠很精彩。建設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是，這三個領域皆缺乏因應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的定位調整。

因應百年變局作定位調整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本質是，世界重心由16

世紀至20世紀500年在西方(美歐及 「明治維新」後
的日本)向東方(亞洲)轉移。但是香港這三個領域所
長，皆建立在21世紀前世界重心仍在西方時期。

有一種觀點稱，至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基因
未變。這是事實，仍是美英金融市場傳承的基因。
然而，不少人以為這依舊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具有
優勢之基本條件。殊不知，服務非西方國家和地區
的 「一帶一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需要基因再
造。不是說美英傳承的基因必須全部改掉，而是說

原封不動適應不了非西方
的水土。也不是 「一帶一
路」排斥西方。恰恰相
反， 「一帶一路」向西方
國家開放。2017年3月新
西蘭成為首個與中國簽署
「一帶一路」倡議合作備

忘錄的西方國家。2019

年3月意大利成為首個與中國簽署 「一帶一路」倡
議合作備忘錄的七國集團成員國。然而，在美國帶
領下，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抵制 「一帶一路」。這是
世界重心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的必然反應。香港必須
清醒認識，我們在這三個領域的服務對象變了，必
須隨整個香港而重新定位。這意味香港所長的內
涵必須相應改變，該丟的丟，該補的補。

制定「一帶一路」頂層設計
其次，香港本地迄今缺乏參與 「一帶一路」頂層

設計和協調。
「一帶一路」是習主席提倡的，中央有關部門制

定具體規劃。香港參與其間，應當服從國家頂層設
計。但是，鑒於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中央有關部門對香港的指導是原則性的，
需要特區政府化為具體意見，領導香港社會各界制
定香港參與 「一帶一路」的頂層設計。

香港頂層設計工作可以從兩方面手。一方面是
總結經驗。譬如，有一個統計稱，2017 年至 2021
年，香港對共建 「一帶一路」國家的直接投資，從
700億美元增至1200億美元，年均增長近15%。增
長率不低，問題是，巨額投資有沒有產生產業鏈和

供應鏈的效果？再進一步問，過去 10
年，國家致力於構建以經濟走廊為引
領，以大通道和信息公路為骨架，以鐵
路、公路、機場、港口、管網為依託，
涵蓋陸、海、天、網的全球互聯互通網
絡。其中，香港有沒有較大規模的貢
獻？

香港頂層設計另一方面是，制定未來
5至10年既全面又有側重地參與習主席
提出的高質量建設 「一帶一路」八項行
動的規劃和部署。

香港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是迄今香
港在共建 「一帶一路」國家缺乏大項目
的重要原因之一。

習主席說： 「『一帶一路』合作從 『大
寫意』進入 『工筆畫』階段，把規劃圖轉
化為實景圖，一大批標誌性項目和惠民生
的 『小而美』項目落地生根。」香港企業
規模小，可以承辦 「小而美」項目。希望
特區政府提供指導和協調，推動香港中小
企業同心協力，在共建 「一帶一路」國家
拓展 「小而美」項目。

周八駿

緊接區議會選舉提
名期結束，特區政府

日前舉辦了一場名為 「完善地區治理共創美
好社區」的研討會，一來是以多種方式重塑
初衷，二來也為各合資格的候選人打氣和為
區議會選舉順利舉行揭開序幕。

不過，更重要的是，是次研討會再一次釐
清完善改革特區區議會選舉和運作架構的基
本邏輯。在研討會上致辭時，中央政府駐港
聯絡辦主任鄭雁雄提出了完善地區治理的四
個邏輯，即 「政治邏輯」、 「歷史邏輯」、
「法理邏輯」和 「實踐邏輯」。而按鄭主任

的表述和分析，貫穿這四個邏輯的整體核心
理念就是維護國家安全，確保香港特區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和確立行政主導的地區
治理架構和模式，確保區議會回歸初衷，從
而聚焦服務社區和改善民生的 「非政治化」
地區諮詢組織。

誠如鄭主任在研討會上指出，縱使香港由
「亂 」 邁 向 「治 」 ， 但 仍 要 繼 續 鞏 固
「治」，把 「治」推向地區層面。區議會是

香港特區管治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
只應擔當地區諮詢角色。黑暴爆發後，區議
會曾被反中亂港分子騎劫，被扭曲成為攻擊
中央和阻撓特區政府施政的政治工具，危害
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因此實在有必要完善
地區治理和改革區議會選舉。而改善後的區
議會，以愛國和擁護基本法人士為主導，這

會確保今後的區議會正常運作和日後的區議
員能夠專注為社區服務。另外，在新設的
「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和 「地區治理專

組」兩個高層架構之指揮和協調下，只由當
區民政專員擔任的各地區區議會主席和一眾
愛國愛港議員，也能夠切實保證今後地區治
理的方針會與特區政府一致，減少資源重疊
或浪費，更好為社區謀福祉。

隨區議會選舉改革完成，完善和落實香
港特區新選舉制度的三步曲已圓滿完成。今
後香港所有選舉將會回歸正軌，重拾初衷。
筆者在此呼籲大家在 12 月 10 日舉行的區議
會選舉踴躍投票，選出心儀幹實事的區議
員，建設美好社區。

完善區選 建設美好社區
觀瀾湖集團主席 朱鼎健

港事講場

周八駿

鑪峰遠眺

10月30日，發展局舉行記者會公布《北部都會區行
動綱領》。 記者崔俊良攝

共建 「一帶一路」 香港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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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雜項案件2023年第2994號

日期：2023年11月2日

區域法院蕭志韻聆案官已在2023年10月17日做出命令將此

項訴訟之通告在本港流通之報章刊登一天，作為知會被告

人之有效及妥善的通知方式。

致：麥劍雄 

本案中的原訴傳票的送達在此通告刊登的當天已被視為有效

及妥善，被告人可以在此通告刊登之日起計的28天內填寫

和呈交送達認收書於區域法院登記處，否則區域法院可能在

被告人沒有提出抗辯的情況下，對原告人判定裁判得直。

本案之原告人，柏雨花園業主立案法團已於2023年7月4日

入稟香港區域法院原訴傳票，向本案之被告人，麥劍雄，為

追討其所積欠原告人大廈管理費及利息等費用一事而展開申

請強制拍賣新界元朗洪水橋翠柏路13號柏雨花園15座2樓

A1室的法律行動。本案之原告人將會向區域法庭申請命

令，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上述強制拍賣之法律程序。

陳俊華律師事務所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三九五至三九九號

東區商業中心六樓E&F室

檔案編號：W/W/LIT：T20560/23/CJ

原告人代表律師

原告人：柏雨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及

被告人：麥劍雄

****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 粤 0306 民初 11629 号
赖良琼 :

本院受理原告孙晓穗与被告赖良琼名誉权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3)
粤 0306 民初 1162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参
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等。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如下 : 一、判令被告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
礼道款 ; 二、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律师费人民币 20,000 元 ; 三、案件受
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 30 日。
并定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 09 时 30 分在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日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粤 0303 民初 4455 号
集傑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孙红娣与被告陈淑珍、陈鋆、第三人深圳市佑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集傑发展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因你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人员通知书、
追加第三人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三十日。开庭时间定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 14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本
院第二十二审判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二О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評

零
售
持
續
增
長

提
振
復
蘇
信
心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政府統計處昨公布，9月零售業總
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18億港元，按
年升 13%，已連升 10 個月。自全面
通關復常，香港經濟逐漸重拾活

力，前三季GDP平均增長為2.8%，當
中第三季按年增 4.1%；就業市場靠穩趨

好，最新失業率跌至2.8%，接近全民就業；訪港旅
客人數繼續上升，內部需求及服務貿易均進一步改
善，整體呈現持續良好復蘇勢態。

雖遭周邊多項不利因素影響，復蘇力度或未盡如預
期，惟錄得的數據有力證明，本港經濟基礎好、動力
強、活力足、潛力大，擁獨特優勢，具強大競爭力，
毋須妄自菲薄。零售保持增長，提振本港經濟復蘇信
心，新一份施政報告為拼經濟、謀發展提出了系列強
有力措施，隨香港在搶人才、搶企業、搶資金，推
動多元產業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持續加
力，壯大經濟新引擎，必有利加快復蘇步伐。

毋庸諱言，近期社會確有對經濟前景不樂觀的情
緒，特別是利息高企，股市樓市表現不彰，外圍環境
困難等因素令貨物出口、投資和消費氣氛受壓等。上
述因素的確對復蘇造成負面影響，但在巨大挑戰下，
香港經濟仍表現出強大的韌性和活力。具體分析零售
數據，可以看到，前9個月合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
同比上升18.6%，單是9月，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
禮物的銷貨價值上升27.3%，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
上升16.5%，服裝、百貨公司貨品、藥物等類別均錄
得上升。反映在港府推出 「香港夜繽紛」、舉辦各項
盛事活動等促消費政策措施的帶動下，旅客人數大
增，前9月已錄得超過2300萬旅客人次訪港，本地私
人消費亦穩步增長，令旅遊、酒店、零售等相關行業
持續回暖。

直接的體現是機場客運飆升。今年9月機場客運量
達330萬人次，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5倍，其中以往
來東南亞、中國內地及日本的客運量升幅最大。而前
9 月機場客運量錄得 2770 萬人次，比去年同期高 11
倍。顯示香港航空市場復蘇步伐正迅速加快，趕上其
他航空樞紐，為本港經濟注入充沛活力，抵銷部分周
邊環境轉差的影響。而在搶企業、搶人才方面，迄今
有30家重點企業已經或將在香港落戶，涉及約300億
元新投資，提供一萬個就業機會；截至9月底各項人
才計劃也吸引約16萬宗申請，其中約6萬人已抵港，
成績亮眼。人才願來，顯見信心，近來包括渣打、
豐、摩根大通等在內的多家機構上調香港經濟增長預
測，充分說明看好香港發展。

看宏觀長遠，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還有 「背靠
祖國、聯通世界」的得天獨厚優勢。以粵港澳大灣
區、 「一帶一路」、 「八大中心」建設等為切入點，
配合國家高質量發展機遇，抓緊作出全面部署對接，
發揮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香港就不缺發展強勁
新動能，經濟前景一片光明。

現在香港最重要是做好自己，鞏固並善用自身強
項，做大做強優勢產業，培育發展新興戰略產業。施
政報告提出多項刺激經濟措施，且為中、長期發展作
出前瞻規劃，各部門應加大功夫，提速落實，進一步
激發香港 「興」的動能，更好應對經濟波動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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