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法推廣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把握『一國兩制』雙重優勢
《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實施至今超過20年。有賴《基本

法》的有效實施和「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香港得以保持繁

榮穩定。國家政策及經濟的急速發展，為香港的工商專業界人

士，尤其是青年人，帶來不少優勢和機遇。有見及此，我們早

前訪問了香港青年聯會的主席蔡德昇先生，探討業界的青年人

士如何可以進一步善用香港在「一國」和「兩制」下的雙重優

勢，把握國家高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以推動業務發展。

作為香港知名的青年團體，香港青年聯會有數十個團體會

員，包括其下的工商及國際事務委員會等，形成龐大的網

絡。聯會一直以愛國愛港、維護《基本法》和「一國兩

制」，以及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作為核心使命和宗旨。

該會同時是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的團體成員，蔡主席亦

身兼該聯席會議的副主席。聯會過往均積極參與聯席會議的

推廣《基本法》活動，例如辯論比賽、基本法問答比賽、基

本法學習班及研討會等，以加深各界包括工商專業界青年人

士對《基本法》的認識。

蔡主席表示，《基本法》保持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自

由港的地位，及鞏固了香港的自由貿易政策，並訂明香港特

區政府應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和協調各行業的發展。因此，

《基本法》對推動香港的經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讓工商

專業界可以持續茁壯成長。這些明確的制度除了為業界人士

帶來「一國兩制」的便利及優勢外，亦可加強外商到香港

投資的信心。他續說，他1997年回港加入了一家航運公司工

作，由於當時航運業在內地屬於一個比較受保護的行業，當

初香港部分航運公司對香港能否保持航運中心的地位存疑。

隨著時間的過去，《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有效保障香港

的營商環境，過去20年香港的航運公司數目有增無減，更吸

引了不少外國和內地航運公司在香港設總部，甚至上市集

資，令香港的航運公司數目位在世界前列。

蔡主席表示，全賴《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

香港各行各業都可以持續發展。例如，在金融方面，很多在

內地的投資項目，在集資時香港的投資者也有機會參與其

中。另一方面，內地的投資者亦可以利用香港作跳板，充份

利用香港金融服務業專才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到海外集

資。在會計專業上，香港的會計專才可以透過CEPA的便利安

排，以優惠待遇在內地開設業務，打入內地市場，以上種種

都有助香港的工

商專業界人士，

包括青年人，發

展事業。

另外，他指出很

多香港的年輕廠家都會利用「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

勢，在內地及香港發展業務。他舉例，很多香港年輕人在創

業時，會首先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然後再在內地開設分公

司，以同時享有兩邊的便利和優惠。香港公司可以享有資金

自由流動的優勢，而且開辦公司和營商的效率非常高，亦在

與海外商家接洽方面也有優勢；而在內地設公司亦可享受到

內地的稅務優惠等，有助拓展內地市場。《基本法》和「一

國兩制」的成功，為香港創造了這個獨有的經營環境及優

勢，使很多香港企業能夠把握機遇，推動內地及香港的經濟

發展。

適逢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蔡主席指出，很多工商專

業界人士及青年人都憧憬「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而

「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的開通，不只令到大灣區

的交通網絡更臻完善，推動區內經濟，更令大家對國家未來

40年有更好的願境。之前國家倡議「一帶一路」，香港很多

廠家已跟隨國家政策，開拓更多新興市場，例如「一帶一

路」沿線的東南亞國家，以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至於「粵

港澳大灣區」，由於地理上和香港非常接近，加上「港珠澳

大橋」和「廣深港高鐵」的開通，令更多工商專業界人士往

返更為便捷，方便他們於內地拓展業務。

展望未來，蔡主席寄語香港的青年人可把握《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賦予的獨特優勢，謀求發展，發揮香港所長，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必定可以創出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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