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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向上势头

《2023 年半年经济报告》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
值（GDP）按年增长 1.5%，上半年增
幅为 2.2%。作为拉动香港经济增长
的“三驾马车”之一，私人消费是今
年上半年香港经济增长的最大推
力。数据显示，香港私人消费开支
一季度达 4748 亿港元，同比增长
13%，是自1987年第三季度以来的
最大增幅。第二季度私人消费开支
同比增长 8.2%，依旧保持较快增
幅，反映在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消
费券计划、“开心香港”等促消费政
策措施的带动下，访港旅客人数大
增，私人消费稳步增长。

香港零售餐饮业在第二季度也
持续回暖。报告显示，香港零售总
销货价值和餐饮业总收益在第二季
度分别同比上升 17.6%及 24.3%，
恢复到 2018 年同期逾八成半和九
成半。与此同时，香港旅游业复苏
逐步加快，访港旅客人次进一步急
升，第二季度旅游服务输出跃升至
超过8倍。

不过，受全球经济放缓的下行
压力及货币紧缩等因素影响，香港
货物出口、固定投资在第二季度表
现不如预期。对此，陈茂波认为，
虽然香港第二季度 GDP 增幅较第
一季度稍有放缓，但整体经济仍处
于改善的轨道上，“复苏的路程往
往并不平坦，而是在起伏中前进，
最重要是能继续保持向上。”

推动转型升级

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认为访港
旅游业和私人消费将仍是经济增长
的主要动力。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
显示，今年7月访港旅客数量约为
360 万人次，环比上升 31%，其中
内地游客数量已恢复至疫情前约七
成，为香港本地零售商户、餐饮和
旅游业源源不断注入发展动力。

置身香港动漫电玩节体验时
尚潮流，到西九文化区感受中西
文化碰撞，在维港海滨聆听一场
音乐会……香港旅发局的调查显
示，内地旅客赴港消费习惯有所改
变，到香港旅游不再只是“买买
买”，文化深度游正在成为新的热

门选择。陈茂波认为，香港正好可
以抓住机遇，推动旅游业朝多元
化、高增值、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陈茂波介绍，今年香港财政预
算案预留了1亿港元，用于吸引更多
游客访港。同时拨款超过2.5亿港元
予香港旅发局，用于筹备和举办多
项大型旅游盛事，包括美酒佳肴巡
礼、香港单车节、缤纷冬日巡礼等，
巩固香港旅游业快速复苏的势头。

“短期内我们还要与业界合力
把香港的夜市搞活搞旺，更好巩固
复苏中的各个经济环节，保持复苏
动力。”陈茂波希望通过推出更具
特色的活动、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开创新的消费增长点，提升香港旅
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激发创新动能

在汇聚更多企业和人才支持经
济复苏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近期下
大力气“抢人才”“抢企业”，推出
系列新措施吸引世界各地的重点企
业、人才和资金来港，并取得积极
成效。“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等

“抢人才”系列政策推出半年后，

已有超6万宗申请获批，远超特区
政府订立的希望每年引进 3.5 万人
的目标。2022 年底成立的“引进
重点企业办公室”已与超过150家
企业会面，当中不少是所属产业的
龙头，也有一些是拥有高端前沿技
术的公司，一些重点企业已确认落
户香港。

为给香港经济增长引入更多活
水，特区政府除巩固传统竞争优势
外，近年来还大力推动创新科技发
展，聚焦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生物
科技、医疗科学、先进制造业和新
材料、金融科技等领域，打造推动
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不久前发
布的 《2023 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中，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具竞争
力的经济体之一。“中长期而言，
我对香港的发展充满信心。”陈茂
波撰文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
下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虽然目
前外围环境仍然复杂多变，但有国
家的坚实支持，有特区政府、香港
各界和市民一同努力，香港的经济
必定会向更全面、更多元、更有力
的方向昂首发展。

香港：踏稳经济复苏步伐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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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发布的《2023年半
年经济报告》显示，在访港旅游业和私人
消费带动下，香港经济在2023年第二季度
持续复苏。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撰文分析认为，私人消费和访港旅游业
或仍是下半年主要增长动力。对于接下来
如何继续为香港经济发展增添动能，陈茂
波希望短期内与各界合力搞活搞旺香港夜
市，中长期则要着力发展创新科技，推动
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由贵州省台办主办的“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之看毕节”活动在贵州毕节举行。来自海峡
两岸的 20余名媒体和青年代表来到毕节市朱昌镇
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等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
农业领域所取得的发展成就。

园区内，一排排蔬菜大棚鳞次栉比，大棚里
的黄瓜、西红柿、葡萄等瓜果蔬菜长势喜人。“在
大陆非常幸福，想吃什么瓜果蔬菜一年四季随时
都有。”台湾自由媒体人李颜如品尝着刚刚摘下
的新鲜黄瓜，香脆口感和亲民价格让她不禁为之
点赞。

一年四季新鲜瓜果蔬菜保质保量供应的背
后，离不开现代化种植技术与管理模式对农业的
加持。朱昌农业示范园拥有温室大棚 57个，均采
用第八代冬暖式大棚结构，能更好地实现冬季保
温的功能。目前园区每年能生产蔬菜1.2万吨，产

值可达6000余万元，年盈利1000余万元。
自 2020年以来，园区还培训当地农户 2000余

人次，带动就业160余人，有力巩固当地脱贫攻坚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期间，在贵州遵义创
业的台青赖翊凡积极向园区工作人员学习种植技
术，探讨管理经验，希望把经验和技术带回自己
的企业。

同样让两岸媒体和青年点赞的，还有位于朱
昌镇双堰社区的“乌蒙玄凤”智慧养殖基地。“乌
蒙玄凤”是当地自主注册的乌骨鸡品牌，其品种
引进自乌蒙山区的“盐津乌骨鸡”，经过科学育种
改良，现已成为当地的特色种群。

“我们采用的是完全开放式的林下养殖，一亩
地严格控制种群数量在 60只以内，这样既给鸡群
保证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也保护了林下的植被不
被破坏。”基地工作人员介绍说。

当地还始终坚持“生态立镇”的发展理念，
在有关方面帮扶下开发了“全食可信”数字化养
殖系统——一枚刚产下的蛋，经挑选编号后会
被放入智能化蛋箱进行孵化；每一只鸡都拥有专
属的智能脚环，以便记录其从出生到出栏的全过
程生长周期，并实时对健康状态进行检测；记录
可随时回溯与查询，保证消费者吃到放心鸡、足
龄鸡。

目前，“乌蒙玄凤”牌乌骨鸡年出栏量达 3万
羽，实现销售收入 300 万元，带动当地养殖户增
收。相关产品走上了广州、深圳等地民众的餐
桌，深受食客的喜爱。

“今天既领略了田园风光，也感受到了科技创
新为农业领域带来的变化。”赖翊凡表示，他对于
现代化科技在农业领域的运用印象深刻，希望将
自己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更多两岸同胞。

两岸同胞点赞贵州现代农业发展成就
唐 一 刘庆凯

本报太原8月29日电（记者柴
逸扉） 2023 年“台商台青走晋来”
系列活动开幕大会29日在山西太原
潇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共中央
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山西
省委副书记、省长金湘军，中国国
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台湾商业总会
主席赖正镒、台湾工业总会常务理
事长陈煌铭、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
宏等出席活动。

宋涛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山
西落实落细惠及台胞台企的各项政
策措施，大力推进晋台经贸合作，
发挥炎帝故里、关公祖庙的优势，
举办海峡两岸神农炎帝拜祖等活
动，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国
台办将继续支持晋台扩大交流合
作，希望更多的台胞台青到山西创
业、工作、生活，共谋两岸融合发
展的新篇章。

金湘军表示，山西将始终秉持
“两岸一家亲”理念，一如既往尊重、
关爱、造福台湾同胞，加强晋台各领
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山西力
量。我们愿与广大台胞共享发展机
遇，诚邀台商台企来晋投资兴业，欢
迎广大台湾青年来晋学习、工作、

创业，期待各位嘉宾更多关注了解
山西，携手共进、合作共赢。

夏立言、赖正镒、李政宏等在
致辞中对山西历史文化、产业发
展、营商环境等给予积极评价，期
待进一步深化台商台青与山西各界
的交流合作，推动晋台融合发展再
上新台阶。

国台办相关部门负责人，台湾
岛内重要工商团体和知名企业负责
人，全国台企联部分副会长及部分
省市台协会长，台商台青代表等
400 多 人 以 及 省 直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人、省内相关企业代表等共 500 余
人参会。

本次系列活动以“台商晋商携
手打拼，助力山西转型发展”为主
题，由国务院台办经济局、全国台
企联、山西省台办等共同主办。本
次活动包括开幕大会、专场推介会
和全国台企联内销拓展工作委员
会、大健康工作委员会揭牌仪式，
以及晋台农业合作交流会、晋台医
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合作交流会等，
还将组织参会嘉宾在太原、忻州等
地参访考察，在大同、朔州、晋中
分别举办专场推介会及项目对接等
分会场活动。

“台商台青走晋来”活动在太原举行

新华社香港8月29日电（记者谢妞） 国务院日前
印发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 《规划》）。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日
表示感谢中央大力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与深圳
协同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发展，发挥港深
强强联手的优势。

李家超说，《规划》的公布为港深两地创科发展合
作注入了新动力。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与深圳协
同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一国两制”下

“一区两园”的优势，包括争取落实促进各项创新要素
跨境流动的措施，实现创科深度合作的桥头堡，并让
香港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助力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过去数年，合作区发展取得良好进展。香港科技
园公司 2022 年 7 月在深圳园区推出“大湾区创科快
线”，为香港及内地创科企业提供业务发展支援服务。
此外，位处深圳园区的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已逐步开
始运作。与此同时，香港园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港
深创科园） 第一批次前三座大楼将按原定时间表在
2024年年底起陆续落成。为达致创科产业布局发展的
目标及加强协同效应，也参考了内地和海外园区的经
验，港深创科园第一期会规划不同科技产业片区，并
将透过招商引资，借助市场力量提速提量，兴建高质
量的科研及产业设施。

李家超表示，为全速引领香港实现国际创新科技
中心的愿景，特区政府已公布 《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
图》，为香港实现国际创科中心愿景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订下发展方向和重点策略。特区政府会完善创科生态
圈，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好连通内地与世界的桥
梁。特区政府正聚焦吸引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
据科学，以及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产业的优秀企业
和人才落户香港，加速香港科技产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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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9日电（记者金
晨）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9日答记
者问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两岸人员
往来，自 8 月 30 日起，往来两岸及
第三地旅客经由台湾中转进入大陆
人员无需进行入境前抗原检测或核

酸检测。
有记者问：8 月 28 日，外交部

宣布调整来华人员入境检疫措施，
请问往来两岸人员疫情防控措施是
否有新的调整？朱凤莲答问时作上
述表示。

国台办：

8月30日起往来两岸人员无需进行入境前抗原或核酸检测

本报香港8月29日电（记者冯
学知） 2023年深圳市政府离岸人民
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路演28日下午
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

据悉，此次深圳市离岸债拟发
行期限为 2年、3年和 5年，总发行
规模合计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包
括绿色债券和社会责任债券。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致辞表示，深圳市政府连续 3 年
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充分
体现了香港连通内地及国际资金和
投资者的重要角色，特区政府会继
续积极推动香港金融市场对接国家
发展战略，发挥好香港在“一国两
制”之下的独特功能和优势，服务
国家高质量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深圳在港举办地方政府债券境外发行路演深圳在港举办地方政府债券境外发行路演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刘宏宇） 国家税
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税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
合作区的澳门居民就业更趋多元化。

2022 年度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澳门居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
实施的第二个年度，合作区澳门居民
个人所得税的享惠主体和受雇所得减
免税额实现双增长。

数据显示，2022 年度享惠澳门
居民受雇所得减免税额总额超 1700

万元，同比翻了一番，人均受雇所得
减免税额同比增长 97.5%，大幅降低
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就业成本。

从就业行业看，享惠澳门居民任
职受雇的企业共涉及 38 个行业，行
业数量翻了一番，说明澳门居民就业
倾向更加多元化。其中，在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就业的澳门居民最多。

从就业企业看，澳资企业占享惠
澳门居民任职受雇企业比重同比增长
超10%。澳资企业享惠人数占享惠总
人数超六成，享惠澳门居民人数最集
中的前 10 户企业中，9 户为澳资企
业，说明大多数在合作区就业的澳门
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澳资企业。

“合作区逐步与澳门趋同的税负
环境，对澳门居民的吸引力还是很大

的。拿我所在的粤澳合
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来
说，近年来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澳门人来到这里就业。”澳门
居民陈德祺说。

据税务部门统计，符合条件且在
合作区办理 2022 年度个税汇算清缴
的享惠澳门居民有550名，同比增长
7.4%，其中超九成为在合作区长期工
作生活的澳门居民，人数同比增长
20%，反映出越来越多澳门居民在合
作区稳定就业居住。

税收显示在横琴的澳门居民就业更趋多元化

8月29日，在福建
省建瓯市通仙门古码
头，表演者展示非遗项
目挑幡技艺，吸引市民
和游客围观。

建瓯挑幡有着 300
多年的历史。明代民族
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
后，将士们将带回的军
旗捆在长竹竿头，尽情
挥舞，以此礼节告慰英
烈，后逐渐演化为民间
特有的挑幡习俗。

魏永青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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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3年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中国香港站） 在香港粉岭高尔
夫球场开赛。此次比赛为期两天，包括双人接力和短距离共两个项目，
来自内地及港澳的567名选手参赛。图为参赛选手在林间辨认路线。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