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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出口表现强劲

香港特区政府经济顾问欧锡熊介绍，从对外
贸易看，受惠于主要经济体持续复苏以及区内贸
易往来畅旺，香港整体货物出口继 2021年第二季
度同比上升 20.5%后，在第三季度也大幅增长
14.2%，输往内地、美国和欧盟的出口继续呈现双
位数增幅。2021年1至9月合计，商品贸易总额达
74337亿港元，较2018年同期的高位超出13.2%。

同时，服务输出在第三季度也上升 4.2%，其
中运输服务输出进一步加快，跨境商务及金融活
动也有增加。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环球经
济活动持续恢复和本地疫情稳定，香港经济复苏
在第三季更趋稳固。

陈茂波近日在其网志中表示，今年是香港经
济的“复苏之年”。“大部分经济指标今年以来都
持续改善，这先是受惠于上半年非常强劲的货物
出口，其后固定资产投资重拾动力，私人消费开
支也持续改善。”展望第四季度，陈茂波认为，香
港货物出口料将持续增长，就业和收入情况将改
善，加上消费券计划效应，与消费相关行业的表
现将会继续得到支持，市面气氛将持续畅旺。

刚刚出炉的香港 10月份进出口数据已经印证
这一点。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香港 10月商
品进出口货值继续呈现两位数增长，同比分别上
升 21.4%和 17.7%，输往内地、美国和欧盟的出口
均明显增长，输往其他主要亚洲市场的出口也呈
现不同程度的升幅。特区政府发言人预计，世界
经济需求恢复会继续支持香港的出口表现。

餐饮零售消费持续回暖

近期香港疫情基本受控，市民增加外出消
费，电子消费券的发放进一步提振了零售及餐饮
业市场气氛。欧锡熊表示，第三季度香港消费及
投资需求继续稳步复苏。私人消费开支录得 7.1%
的大幅按年实质增长。由于营商情况改善及物业
交投量较一年前明显上升，整体投资开支按年实
质增长 10.8%。“只要香港疫情继续受控，香港经

济在第四季应可实现稳健的按年增长。”欧锡熊
说。

特区政府统计处 11 月 30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 10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
估计为 307亿港元，较去年同月上升 12.0%。今年
前 10个月合计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同
比上升 8.5%。业内专家预计，随着年尾将至，传
统消费旺季到来，香港消费会继续增长。在圣诞
节、农历新年等节日期间，很多商户会推出大减
价，餐饮也会推出不同程度的优惠。若香港能维
持好“动态清零”，即使新型变种病毒出现，相信
零售业销售额仍会增长。

随着香港经济活动持续恢复，劳工市场在第
三季继续复苏。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第二季
的 5.5%进一步下跌至第三季的 4.5%，就业不足率
亦由 2.5%下跌至 2.1%，餐饮、装修、艺术、娱乐
及康乐活动等行业的失业率均有明显下降。香港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表示，随着经济持续复
苏，劳工市场继续改善，本地稳定的疫情和特区
政府此前推出的消费券预计短期内将继续支持与
消费相关的活动，但几乎冰封的访港旅游业仍为
制约因素。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社会必须努力
实现更广泛的疫苗接种，并遵从防疫措施，为全
面经济复苏打好基础。

大湾区发展商机无限

外贸出口表现强劲，就业市场进一步改善，
居民消费持续回暖，加上电子消费券推动，内需

动能逐步回升，一系列利好因素支持香港经济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同时，“十四五”规划纲要为香
港确定了新的发展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
向纵深推进，《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改革开放方案》 让香港迎来了新的机遇，香港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得天独厚的优势更加突
出。专家表示，香港各行业应抓住不可错失的机
遇，到内地更广阔的市场中寻找商机。

近日，以“中国前海 黄金十年”为主题的前海
招商大会在深港两地同步举行，遴选出金融、科
技服务、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专业服务等领域
的 40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金额超 866 亿元，其中
投资金额超百亿元的项目有 2 个，超 10 亿元的有
16 个，可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

“在中央支持下，深港两地政府陆续推出科研资
源、资金及人流等方面的便利流动及支援措施，
并推广两地在创科方面的独特优势，共同为深港
两地招才引智。相信未来在叠加优势和深港两地
政府共同努力下，大湾区发展机遇处处。”特区政
府创新及科技局副局长钟伟强说。

随着大湾区建设日新月异，香港面向国际和
内地的“超级联系人”角色作用也将进一步增
强。香港投资推广署调查显示，2021 年赴港投
资的外资企业中，58%是着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前景而进驻香港。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
立德建议，港商应借助自身品牌优势，积极参
与大湾区建设，同时发展壮大。“这正是香港过
往赖以成功的秘诀，亦是香港今后持续发展的
不二法门。”

出口表现强劲 内需动力恢复

香港经济复苏势头更加稳固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全球经济活动进一步恢复，加上
香港本地疫情稳定，2021 年第三季
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迎来了

“按年 5.4%的增长”，显示香港经济已
经开始全面复苏。香港特区政府表
示，考虑到今年前三季的经济实际表
现，预测全年经济增长 6.4%，接近此
前预测范围的上限。香港特区政府财
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中写道：“出口
表现强劲，内需动力逐渐恢复。从贸
易和消费相关指标来看，香港经济复
苏在近期更加稳固。”

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三季按年增长 5.4%，特区政府预测全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为
6.4%。图为香港中环街景。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潘毅、王垚、韦
骅） 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邀请，备受瞩目的内地
奥运健儿访港代表团将于 12 月 3 日抵港，开展为期
三天的交流活动。

这次内地奥运健儿访港是“时代精神耀香江”系
列活动之一。代表团成员来自12个比赛项目，有29
名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和3名教练员，
其中包括：在男子百米跑出 9 秒 83 的“亚洲飞人”
苏炳添，世界乒乓球史上获奥运等大赛冠军最多的
马龙，打破美澳垄断勇夺女子 4×200米自由泳接力
冠军并改写世界纪录的杨浚瑄和汤慕涵，跳水男子
单人双人三米板双料冠军谢思埸，举重史上年龄最
大的奥运冠军吕小军，奥运“四朝元老”女子铅球
冠军巩立姣，中国及亚洲第一个奥运女子标枪冠军
刘诗颖，中国第一个奥运女子个人重剑冠军孙一
文，在东京奥运会成功卫冕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
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的钟天使，首个向博物馆捐赠
奥运金牌的女子蹦床冠军朱雪莹，以世界最好成绩
夺冠的、崔晓桐为领桨手的赛艇女子四人双桨组
合，以及为国家培养了诸多奥运冠军的游泳教练王
爱民、举重教练邵国强、赛艇教练张秀云。

代表团访港期间将开展表演、汇演、报告会、
媒体见面会等多种活动，与香港各界进行广泛交
流，并深入社区、校区与香港青少年互动。

据随团赴港的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副司长王磊
介绍，东京奥运会后，新的奥运周期已经启动，一
些世界大赛已经陆续开始。在这样一个间隙能够参
与访港交流活动，运动员们都倍加重视和热切期盼。

访港运动员巩立姣说：“这次能有这样一个赴港
交流的机会，我感到很荣幸。中国香港队在东京奥
运会上取得了超越以往的不俗战绩。作为同胞，我
很为他们骄傲。”

此次内地奥运健儿访港交流活动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国家体育总局、香港中联办主办，中国
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协办，旨在进一步
增进内地与香港间包括体育在内的人文交流。

在今年夏季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
以38金32银18铜位居奖牌榜第二位。中国香港代表
团以1金2银3铜创其奥运参赛历史最佳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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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12月1日电
（记者魏蒙） 11 月 30 日，就创
建珠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
盟，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与澳门劳工事务局签署

《推动珠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
作框架协议书》。珠澳两地将电
工、智能楼宇管理员、烹调师、保
育师等工种作为首批技能培训
认定工种，再逐步扩展到电子商
务、信息网络、建筑等相关工种。

目前，珠澳两地尚无技能
人才互认机制。澳门技能人才
要在珠海乃至大湾区从业，需
参加内地考试获得认定资质。

“据不完全统计，此前5年已有
约1000名澳门同胞在珠海参加
鉴定考试，涉及执业药师、一
级建造师、人力资源管理师、
中式烹调师等20多个专业 （工
种）。双方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联盟后，就可以实现‘一试
一证’‘一试双证’，畅通了两

地人才流通。”珠海市人力资源
鉴定考试院院长梁家全说。

珠海市人社局局长潘伟明
说，围绕两地重点产业，珠澳
双方将深入开展技能人才各环
节的合作，包括人才需求调
研、评价标准开发、国际标准
引进、技能竞赛、评价发证
等，按照“市场主体、社会参
与、政府指导”的原则，共
建珠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
盟，创新开展两地技能人才认
定工作。

为 确 保 此 次 合 作 有 序 推
进，珠澳双方将共建联络小
组，以制定两地技能人才训
练、认定、竞赛计划，统筹两
地职业技能标准、培训教材等
技术开发，协调推进两地职业
技能鉴定考试，指导建立珠澳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盟，创新
开展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及“一试双证”。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吴涛、印
朋） 港籍税务师张新彬最近正与合作
伙伴帮一家上海的化妆品公司在境外
设立公司，协助办理境外投资备案。
这是今年以来的第20个客户。

张新彬是名策高顿税务师事务所
（深圳） 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兼副董事
长，是首批在深圳备案执业的港籍税
务师之一。

今年1月，《港澳涉税专业人士在中
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
口片区执业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后，放
宽了香港、澳门涉税专业人士来深执业
限制。港澳涉税专业人士只需在前海税
务局设立的港澳涉税人士政务服务中
心登记即可免试执业，同时取消港澳涉
税专业人士执业天数、合伙人占比、合
伙人年龄、累计表决权等要求。

“我们正努力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精神，充
分发挥前海这个平台在改革开放中的
示范作用。”深圳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处
处长吴晓丹介绍说，税务师考试难度
大、培养周期长，人才短缺制约着行业
发展，港澳涉税专业人士跨境执业政策
的改革将极大吸引港澳人士来深就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新彬跟随父
亲在东莞开办工厂，见证了内地的经
济腾飞。如今，张新彬在内地找到自
己的商机——跨境涉税业务。

在张新彬看来，香港税务师熟悉
欧美法律，也了解内地法律环境，既
能帮助外资企业“引进来”，也能帮助
境内企业“走出去”，前海是香港专业
人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支点，还能
间接从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获得发展机遇。
截至目前，已有 64 位港澳涉税专

业人士办理完成跨境执业登记，5家合
资联营税务师事务所完成登记。前海
正在成为港澳涉税专业人士来内地发
展的“第一站”。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局长
张国钧说，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
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
外开放门户枢纽，是中央在 《全面深
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
放方案》 中赋予前海的任务和使命。
推动港澳涉税专业人士到深圳执业是
税务部门在规则衔接、制度对接上的
最新探索之一。

一段时间以来，广东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性创
新。前海法院“香港地区陪审员”和

“香港地区调解员”制度不断完善、以
三维地籍为核心的土地立体化管理模
式、推行贸易收支便利化首批试点、
实现“中国前海”船籍港国际船舶登
记制度落地……截至今年7月，前海已
累计推出6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全国
复制推广超过 50 项；在全国率先发放

“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发布首部临
时仲裁规则、率先实行“港人港税、
澳人澳税”，横琴累计推出逾 620 项改
革创新措施，逾10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今年10月，深圳实现香港个人首次
在大厅窗口直接使用数字人民币缴税，
标志着税务部门在探索数字人民币的
税费缴纳场景中迈出了全新一步，粤港
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为基层的改
革开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继
续在实干中深入领会全会的重要精
神，以更大的决心和努力创新创造、
找方法、找路子，让前海这块试验田
为全省、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
更多的经验和示范。”张国钧说。

广东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税务合作创新

近年来，地处东江
源头的江西省安远县坚
持走绿色发展道路，通
过实施水资源保护、水
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等措施，倾心呵护东江
源生态。目前当地已为
香港同胞输送 56 年放心
水。图为保洁船在安远
县东江源国家湿地公园
巡逻。

张武军摄
（人民视觉）

碧水送香江
珠海澳门共推“一试双证”

加快技能人才互通互认步伐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刘
刚、李寒芳） 记者11月28日从
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获
悉，为保障澳门水道的通航安全，
经与广东海事局协商，双方同意
于 12 月 1日开始，实施长度 100
米以上的船舶禁止航经澳门水道
的临时管控措施，为期6个月。

据海事及水务局介绍，澳
门水道是西江流域来往港澳的

水上交通要道，每日平均有
400 多艘船舶航经。其中，长
度 80 米以上的船舶约占 1/4，
100米以上的船舶约占3%。

海事及水务局表示，6 个
月的临时管控期内，会同步进
行保障澳门水道通航安全的调
研论证，以便其后按实际需要
和临时措施的执行情况适时作
出检讨。

本月起澳门水道禁止长百米以上船舶航行

新华社上海12月1日电（记者潘清、王婧媛）“2021上海—台
北城市论坛”1日以视频形式举行。上海市市长龚正、台北市市长
柯文哲出席论坛并致辞。上海市副市长陈通、台北市副市长蔡炳
坤作主题演讲。

龚正说，“双城论坛”是两岸城市交流的响亮品牌，以“新经
济 新发展”为主题的本次论坛，寄托了两市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
好愿景。台北有许多值得上海学习借鉴的先进理念，我们期待与
台北分享经验、加强合作。“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同根同源、同
文同种；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血脉相连、骨肉天亲。”我们将继
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台胞台企在沪
发展，为台胞在上海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为
台企来沪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期待两地携手努力，共谱双城
合作新篇章，同创美好生活新未来。

柯文哲说，“双城论坛”是两岸最大城市之间的交流平台，也
是维持两岸关系的重要通道。通过“双城论坛”，两市彼此学习、
互相借鉴，两岸持续交流、积累善意、促进互信。两岸经济往来
密切，两岸关系“交流比断流好，对话比对抗好，友善比仇恨
好”。希望基于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
谅解，推动两岸交流。展望未来，希望继续为两岸人民和平相处
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而努力，共同促成两岸有意义的对话，共
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上海市与台北市分别就“建筑可阅读”和“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进行分享和交流互动，并通过“云
端”签署交流合作备忘录。论坛开幕前，两市领导还通过视频进
行了交流，共同表示期待在疫情之后增进交往，开展面对面交流。

自2010年以来，“双城论坛”由两市轮流举办，已成为重要的
机制化交流平台，累计已签订39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2021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