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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伊始，香港呈现生机勃勃、万象更新的良好开局：新一届特区政府多个蓝图陆续展开，

多项国际性活动紧锣密鼓进行，“抢人才”“抢企业”反响热烈，商场和街头人潮涌动……

香港各界正展现全新姿态，在希望与挑战中坐言起行，以积极、主动、自信的姿态书写“一国

两制”实践全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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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 万象更新

1月8日起，内地与香港人员开始有序恢
复正常往来。在文锦渡等口岸，红灯笼挂了
起来，“吉祥物”举牌欢迎通关人士，洋溢着
欢乐喜庆的气氛。这是时隔近 3 年后，深港
口岸分阶段有序复常迈出的第一步。

连日来，在铜锣湾、尖沙咀，街头车水马
龙，商场和酒楼里人头攒动，一派热闹兴旺景
象。位于跑马地附近的一些宾馆和商铺，大门
再次打开，准备迎接四方来客。

Web3创新者峰会、香港赛马会特殊马拉
松、香港玩具展、亚洲金融论坛、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宣传推介会……近期，多
场活动的举办，体现了香港各行业加速复常
的势头。

会展业收入以往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2%至2.5%，经济贡献较大。近日举行的香港
玩具展、婴儿用品展和文具展，恢复了正常
实体展览。这场香港与内地开始恢复人员正
常通关后的首场大型实体展览，共吸引了来
自 17 个国家及地区逾 1000 家商家参展，其中
内地商家超过 250 家。“贸发局计划今年举办
超过 30 个较大型展览，相信香港展览业将更
加热络。”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张淑芬说。

“今年开局不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
家超表示，香港短期前景具有挑战性，但因

有背靠祖国、连接内地与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
角色，长期前景光明。随着政府优化防疫措
施，香港经济活动将会快速恢复，各行各业对
此均感到乐观。特区政府也会全力落实施政
报告提出的各项措施，实现香港新的飞跃。

施政蓝图 全力破题

过去一年，全球疫情、国际形势变化等因
素影响了香港经济，香港化解内部经济民生矛
盾也面临新挑战。香港特区政府正想方设法，
全力破题。

2022年，地缘政治局势及其对供应链的
干扰、高通胀率以及多地中央银行加息和收
紧银根等，让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香港
经济也受波及。特区政府估算，2022年经济
负增长3.2%，财政赤字将逾千亿港元。

面对新老矛盾，特区政府想方设法加以
解决。

——目光向外。连日来，特区政府劳工
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投资推广署署长傅仲
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等一众官
员前往菲律宾、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地，
招商引资。

“抢人才”“抢企业”是新一届特区政府
的重要施政方针，人才服务窗口和引进重点
企业办公室去年底成立。“我们全力以赴，并
有十足信心吸引到人才。”特区政府政务司司
长陈国基表示。

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的目标，是
未来五年内吸引至少 100 家具有代表性的、
具有很大科技增值潜力的公司来香港落户发

展，当中至少有 20 家龙头企业。“现在我们
已经与几十家企业洽谈细节，很多是龙头企
业。”该局局长孙东说。

——目光向内。去年12月以来，香港陆
续出台了《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香港保
险业的发展策略蓝图》《基层医疗健康蓝图》

《青年发展蓝图》等多项施政蓝图，目前这些
政策正在快速落地。

同时，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北部都会区
和中部水域填海等供地项目；民商官三方合
作的“过渡性房屋计划”也已觅得土地可提
供超过 17000 个过渡性房屋单位，预计 2023
年底前全部落成运营。

“特区政府开年表现可圈可点。随着香港
与内地恢复正常人员往来，香港积极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投入北部都会区建设、把握加
入 RCEP 带来的商机，将为未来发展开拓更
多新机遇。”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
院长梁海明说。

本固枝荣 未来可期

展望2023年，越来越多香港业界人士更
加清晰地认识到，香港发展的最大机遇、最
大助力在内地。香港全面对接国家规划，并

强化“超级联系人”功能，将为经济注入强
大新动能。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为新一年经济作出部署，尤其强
调扩大内需，为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拓展内地市场提供庞大机遇。

在刚刚闭幕的亚洲金融论坛上，与会海
外机构和人士纷纷表示，对香港未来充满信
心。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主席赵柏基说，中
国将始终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
用。香港的持续成功依赖祖国的支持。

近日，特区政府律政司公布成立“粤港
澳大湾区专责小组”，深化大湾区便利惠民互
利合作；在青年实习计划和青年创业计划即
将恢复正常的同时，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
务局日前又计划成立青年创业联盟，帮助香
港青年到内地创业……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表
示，随着政府大幅放宽防疫检疫措施以及内
地与香港通关有序复常，香港的营商环境已
全面开放，目前是加速迎接市场机遇和加强
香港竞争力的黄金时间。

“2023年，香港的人气和财气都会更旺。”
他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苏万明、黄茜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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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港维多利亚港风光。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虽然没有回台湾过年，但这
个年过得充实又充满期待。”“登
陆”经商20多年，台商王淑贞深耕
乡村振兴和文旅领域，在福建泉州
台商投资区找到了事业“又一春”。

山间栈道幽深曲折，道边花草
清香扑面，碎石平台独具匠心……
走进泉州台商投资区百崎回族乡下
埭村，昔日荒山摇身一变，成了休
旅露营胜地，王淑贞正装饰着刚买
来的红色灯笼，为这片“世外桃
源”再增几分年味。

随着元宵节将近，王淑贞愈加
忙碌。“今年元宵，泉州台商区将
举办全域文旅推介会，我们这里是
分会场之一。我要加紧布置起来，
完成这片区域的收尾工作，把下埭
村‘矿山休旅露营胜地’最好的一
面展现给大家看。”

王淑贞受访时表示，这里原先
是一座荒废矿山，周围环绕着不少
未开采完的矿坑，除了山顶风光
外，大部分现有景观都是自己的团
队去发掘、改造出来的。“做乡村改
造，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很重要，
一个小小的自然景观只要经过创
意的点缀，也能变得韵味十足。”

在深耕多年休闲农庄、乡村旅
游、社区营造等领域的王淑贞眼
中，下埭村依山傍海、交通便捷，
区块相对完整，有村庄、有农田、
有景观、有村民，跟台湾几个著名
景区的条件很相近，非常适合打造
成田园综合体。

自去年 2 月入驻下埭村后，王
淑贞团队便马不停蹄地开启乡村改
造的步伐。从改善村容村貌，到农

田复耕，再到废弃矿山改造，一年
不到的时间里，下埭村可谓是“焕
然一新”：破败古宅变身美丽花
园、荒芜农田重焕蓬勃生机、断壁
残垣化为生活美学……

“荒废矿山的改造并不容易，
很多原材料都要人工搬运上来，每
一块石头的摆放都是精心规划，能
够在几个月里做到这种程度，让我
信心大增。”王淑贞回忆起一年来
的酸甜苦辣，“不是没有想过放
弃，但我心里一直都有股劲，一股
舍我其谁的劲。”

“福建有好山好水好风光，更
有无数像下埭村这样的村庄没有被
发掘出来。”王淑贞希望，“把下埭
村的田园综合体做成一个成功案
例，吸引更多台湾社区营造、乡村

改造的专业团队来到大陆投资、建
设，助力乡村振兴。”

在王淑贞的规划里，当前基础
环境的建设只是第一步。接下来，
她还将引入台湾特色农产品到当地
农田种植，设立特色民宿、山间书
吧、矿坑音乐会、中欧艺术中心，
把台湾的先进服务、管理理念带进
景区，营造出一个安静、安全、安
心的生态休闲养生度假区。

“乡村振兴不是说出来的，而
是做出来的。我清楚未来会有更多
的困难、挑战等待着我们，但我也
相信我们能用智慧、用耐心、用诚
心去一一解决。现在的我愈发期待
这片田园综合体建设完成的模样
了。”王淑贞说。

（据中新网泉州电）

2 月 1 日，元宵节临近，不到清晨 5
时，位于珠海上冲的农副产品批发物流中
心就已车水马龙。这片区域除了服务本市
居民，还保障着澳门居民的“菜篮子”。鲜
活水产、水果、蔬菜……负责供澳农产品
属地监管工作的香洲海关查检科，也跟着
这波早起的人们忙活起来。

“你们来得真早，鱼车还要十几分钟到
呢。”在珠海隆盛水产品有限公司，现场操
作员李永强将当日供澳鲜活水产的出口清
单等供货材料递给香洲海关查检科的潘文
波和黄建雄。

“就是这辆！”5 时 20 分左右，一辆两
地牌货车驶进配送中心进行装卸作业。核
对出口清单、车牌等信息与申报相符后，
潘文波和黄建雄一起登进车厢进行抽样和
检查。

车厢内摆满了鱼桶，增氧机打出的泡
泡布满整个桶面。潘文波一边让工作人员
捞起鱼、虾核对清单，一边查验，一旁的
黄建雄用执法记录仪记录现场查验和抽样
过程。

“我们每天出口活水产大约15车左右，这
些活水产大多数都是斗门养殖的，有鲈鱼、黄
鳍鲷、活虾，还有鲩鱼……市场里有的品种都

在供澳清单里。”珠海隆盛水产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周金宏说。

属地监管完成后，这批鲜活水产很快
被运往拱北口岸，并经“鲜活产品绿色通
道”，出口澳门。

“经我们公司供澳的水果每天大概70多
吨，不用在属地海关‘票票申报’后，我
们的工作量减轻不少。”珠海市铭康果菜配
送有限公司是供澳水果配送的主要经营方
之一，公司经理王广胜一边协助关员检
查，一边聊起了去年拱北海关推出的供澳
水果监管新模式。

芹菜、大蒜、上海青……在供港澳
蔬菜加工配送中心，潘文波和黄建雄仔
细地查看蔬菜是否有虫洞、斑点等情况
后，熟练地把样品放入抽样袋内，抽检
的样品将送往海关的实验室进行农药、
污染物检测。

云南的菜心、山东的萝卜、宁夏的菠
菜、贵州的菜苔……随着物流的不断畅
通，供澳蔬菜的品种也在逐年递增，目前
已累计有上百种。

“上封！”看着最后一辆装满供澳蔬菜
的两地牌车驶出配送中心，潘文波眼角含
笑，“今年澳门的元宵节一定更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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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荒山摇身变成休旅露营胜地。 全 轩摄

新华社香港2月 2日电 （记者张
雅诗）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第 32
届教育及职业博览 2 日在港开幕，为
学生和求职者提供升学、进修和就业
的相关信息。

本届博览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有大约 700 家来自 20 个国家及地区的
机构参展。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
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也在博览
现场设置了摊位，介绍求学和就业等
机遇，吸引不少市民参观。

修读产品设计专业的张姓同学表
示，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庞大，很适合
年轻人闯一闯。她打算毕业后到大湾
区内地城市发展，因此希望通过博览
了解最新的相关资讯。

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
人表示，希望为有兴趣前往大湾区
内地城市发展的青年提供最新和实
用 的 信 息 ， 帮 助 他 们 发 掘 更 多 求
学、实习、就业、创业等方面的选
择和机会。

香港特区政府于 2021年推出“大
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企业提供优
质职位，支持香港的高校毕业生到大
湾区内地城市工作。目前有 417 家企
业提供约 3500个职位空缺，相关企业
接获超过2万份求职申请。

为期 4 天的博览分为“教育”和
“职业”两大展区，现场设有“招聘广
场”，提供近 3000 个就业机会。主办
方在博览期间将举行多场活动，包括
升学和就业讲座等。

香港教育及职业博览开幕
大湾区摊位介绍发展机遇

新华社台北2月2日电（记者
赵博、黄扬）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
管部门日前公布，2022 年 12 月台
湾地区外销订单金额 521.7 亿美
元，同比下降23.2%，继11月后再
创14年来当月最大跌幅。

从分类来看，七类主要产品接
单去年 12 月都出现两位数衰退。
跌幅最大的是光学器材，同比下降
40.9%；基本金属、塑橡胶制品、
化学品跌幅约为三成；资讯通信、
电子产品下降逾两成；机械跌幅最
小，为19.2%。

该部门统计处表示，去年 12
月外销订单锐减，主要是因全球经
济受通胀及加息影响，终端需求仍

显低迷，客户持续进行库存调整，
以及 2021 年同月基数较高所致。
预估今年 1 月外销订单金额为 380
亿至 400 亿美元，同比下降逾三
成，恐陷入“连五黑”，短期内无
法翻转。

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台湾
外销订单累计金额为 6667.9 亿美
元，下降 1.1%，中断了此前连续
两年增长的势头。

台湾 《经济日报》 报道说，
2022 年 台 湾 外 销 订 单 走 势 呈 现

“溜滑梯”，最高点落在第一季度，
第三季度出现负增长，第四季度更
是“旺季不旺”，表现最差。展望
未来，5G、高效能运算、车用电

子等新兴应用持续扩展，有利于订
单回暖。但通胀、加息等变量持续
干扰全球经济及贸易增长力度，恐
仍抑制外销接单表现。

在出口和投资前景都不看好
的情况下，台湾经济研究院日前
将 2023 年 台 湾 经 济 增 长 率 下 修
至 2.58%。

台湾人力资源机构 1111 人力
银行公关总监陈尹柔认为，出口
数字大幅下滑，影响厂商信心，
制造业招聘可能转为保守。“中央
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预
估，农历年后制造业放无薪假、
裁员等情形会更频繁发生，失业
率恐将上升。

台湾外销订单持续遇冷 短期恐难翻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