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慶祝儀式昨日在香港會展中心新翼三樓大會堂隆重

舉行，政商界雲集，近千嘉賓聚首一堂。75年來，香港文匯報一直是國家重

大政策的傳播者，在促進兩地相互了解、經貿合作方面，發揮着不可替代的橋

樑作用，是香港工商界在港發展、開拓內地市場的良伴。昨日，就有不少嘉賓

主動提起，香港文匯報是自己的老朋友、好朋友，過去一直從香港文匯報獲益

良多，現時香港正走向由治及興新階段，他們期望香港文匯報繼續做好兩地商

機商情的報道，尤其是「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在未來的日子與

工商界共創更美好前程。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曾興偉、萬霜靈、吳健怡

工商界工商界：：發展經濟共創前程發展經濟共創前程
從香港文匯報看到「一帶一路」大灣區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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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的長期讀者原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僑聯副主席余國
春昨日表示，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從外國完成學業後回港已經

看香港文匯報，笑言是資深讀者，時至今日仍然每天看香港文匯報，
除了本地新聞，香港文匯報的內地新聞相當豐富而且具有權威性。

余國春：內容與時並進具啟發性
他指出，隨着時代的轉變，香港文匯報能做到與時代同步，由早年

的時政、港聞，到最近十多年來的產業、北上創業及創科、醫藥、消
費等新聞或版面，很多內容也很有啟發性，讓人看到內地，尤其是大灣區的發展商機。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亦表示，香港文匯報自創刊以來，見證了新中國的成
立、國家落實改革開放事業、經濟實現破局騰飛，亦記錄了香港回歸祖國、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愛國者治港」，以及由治及興的重要轉折。縱然過去香港經歷無數風
浪，但香港文匯報始終堅守「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為辦報理念，為讀者提供準確、客
觀、持平的報道，影響力和公信力均毋庸置疑。

史立德：助準確部署內地策略
他表示，作為工商界，香港文匯報對中央政府方針政策的權威解讀，對工商界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更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讓業界能更掌握國家經濟、民生發展脈搏，
有利工商業準確部署發展內地市場的策略。
史立德續表示，隨着香港正積極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
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重要戰略鋪開，相信香港文匯報對國情、港情的評論倡
議，以及作為促進兩地資訊交流、民心相通的重要橋樑，將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為香
港實現高質量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方文雄：訊息豐富對生意人幫助大
同樣是香港文匯報老讀者的方文雄，家族的協成行今年恰巧也是創立75周年。方文雄
說，因為父親（方潤華）有剪報習慣，當中就包括香港文匯報，所以在他年輕時，爸爸
會與他分享香港文匯報的剪報，主要是一些政策報道及分析，讓他從中加深對國情的認
識。他指出，隨着時代的演變，香港文匯報亦加強財經、副刊等內容，營商者可以透過

香港文匯報了解到內地各省市的營商環境、宏觀政策、規劃等訊
息，甚至是旅遊的訊息，對做生意的人幫助很大。

◆余國春

◆李秀恒 ◆廖志強

財金嘉賓寄語香港文匯報

金利來曾智明：
助港了解國策發揮好角色

金利來集團主席曾智明表

示，期望香港文匯報可以從

香港人角度加強對大灣區、

「一帶一路」的報道，令更

多香港市民深入了解國策，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好

香港於「一國兩制」下的角

色，為香港注入正能量。

亞洲地產蔡志忠：
展現港擁優勢吸引外資

亞洲地產代理創辦人蔡志

忠昨指出，期望香港走向由

治及興新階段，惟面對地緣政

治及貿易戰的困擾，香港作為

中國南大門，更加需要發揮好

「一國兩制」的優勢，尤其是

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使用普通

法的地區，有利吸引外資，扮演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的橋樑角色。

祥益地產汪敦敬：
冀更多報道基建政策

祥益地產總裁汪敦敬表

示，寄望香港文匯報在傳統

傳媒的領域上取得主導地

位，特別是在基建發展的政

策上進行更多深入報道，讓

讀者更清楚香港的發展，支

持特區政府施政，也希望香

港文匯報繼續秉承「講真話」的作風。

數碼港陳細明：
增創科題材和報道

數碼港主席陳細明 昨 表

示，創科是香港經濟的新

增長點，期望香港文匯報

有更多關於創新科技方面

的題材和報道，讓更多人

了解香港的創科前景，投

身香港的創科行業。

資訊科技商會方保僑：
發揮動員力量 齊來搞好經濟

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

保僑昨表示，期望本報未來

可以關注更多民生事情，尤

其是現時香港經濟遭遇瓶

頸，希望本報發揮媒體的動

員力量，特區政府與全體香

港市民上下一心，努力搞好

經濟，帶動香港再次起飛。

路邦麥騫譽：
說好香港創科故事

人工智能機器人公司—

路邦聯合創始人麥騫譽表

示，希望香港文匯報可以將

更多香港的創科故事與大家

分享，並透過報章在內地及

香港的影響力，向世界講好

香港創科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曾業俊、黎梓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馬翠媚）香港
經貿商會會長李秀恒昨日出席香港文匯報75周年
慶祝儀式，他早年曾是香港文匯報財經版的專欄
作者，每周撰寫有關香港及內地的經貿見聞、國
策及商機等分析文章，他的生意也愈做愈大，可謂
是與香港文匯報共同見證香港經濟騰飛的同路人。
他昨日表示，一直都留意香港文匯報的報章內容，
今次創刊75周年慶祝儀式獲得行政長官李家超、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等人致辭，代表各
界都非常重視香港文匯報，他期望香港文匯報日後
繼續與時俱進，豐富內容，為促進香港的經濟發
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繼續作出貢獻。
李秀恒提到，近年香港經濟面對不少挑戰，當
中有數個因素：第一聯繫匯率制度下港元與美元

掛鈎，港元呈強勢，導致本港出口較為難做；其
次是政治因素，中美貿易戰的關係，也影響到香
港的出口，以及美國政客及媒體刻意抹黑香港，
即使近大半年香港疫後復常通關，外國遊客的比
例也不高。此外，過往香港處於低利率環境，但
去年開始隨着美國加息，中小企的借貸成本高
企，即使只是還息不還本已經負擔不少，中小企
面對很大的經營壓力。

多項政經利淡因素帶來挑戰
李秀恒認為，在平息2019年的修例風波及其後

的「黑暴」上，香港文匯報從中就發揮了很大的影
響力，他鼓勵香港文匯報仝人，在如今香港經濟遇
上風浪的時刻，一方面傳播正能量，堅定市民的信

心，另一方面建言獻策，為香港經濟尋求出路。

大班廖志強：盼各界攜手搞旺經濟
大班冰皮月餅、鴻和集團主席廖志強昨出席香

港文匯報報慶儀式時亦送上祝賀，他早在上世紀
八十年代初，已經不斷往返內地做工程的管理工
作，早在飛機上認識了香港文匯報。他認為香港
文匯報多年來精益求精，內容能做到與時俱進。

可折扣優惠吸引市民出夜街
特區政府策劃的「香港夜繽紛」近日揭幕，

香港文匯報連日來進行了一系列報道，廖志強
亦有留意到，他鼓勵記者繼續做相關報道，認
為「現時各界𢹂 手幫助香港搞旺經濟很重

要。」他還向記者指出，若要推動夜經濟，首
要想方法吸引市民出夜街，他提到深圳前海早
前大派 2,000 萬元人民幣消費券吸引旅客，其
宣傳成效獲得空前成功，建議政府可積極考慮
類似「打折扣」做法，料很多企業都會願意出
一分力。

李秀恒：冀文匯建言獻策 助港尋出路

◆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慶祝儀式昨隆重舉行，政商界雲集，近千嘉賓聚首一堂。

◆楊玉川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曾業
俊、周紹基、
吳健怡）經濟
學家、華大證
券行政總裁楊
玉川昨對記者
表示，他曾在
香港文匯報專欄投稿，認為香港文
匯報作為最重要的媒體，在報道本
地的經濟與民生新聞的同時，又能
傳達中央政府的聲音，讓本地營商
者及時掌握國家的發展大局，「與
一般報紙相比，香港文匯報更具有
特色及權威性。」
楊玉川續指，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
中心，每間公司都需要與時並進，了
解自己的優勢，報紙其中一個角色是
提供資訊，而香港文匯報的優勢在於
有強大的內地資訊，可以多加善用，
提供更深入的內地訊息予讀者。

金利豐朱李月華：
快人一步了解國策

上市公司商會
創辦人及永遠名
譽主席、金利豐
行政總裁兼執行
董事朱李月華昨
表示，幾乎每日
都閱讀香港文匯
報，數十年來見證着香港文匯報的
發展與改變。她坦言，香港文匯報
的變化巨大，特別是近年的電子
化，她現在在網上閱讀香港文匯
報非常方便，而且網上出新聞的
速度愈來愈快，這是她最滿意的
地方。她認為，透過香港文匯
報，可先人一步了解國策走向。
最近她最留意的新聞，便包括成

為城中熱話的JPEX涉嫌詐騙案，以及周二剛公
布的GEM改革諮詢。

畢馬威吳國強：
冀報道更多大灣區訊息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中資業
務主管合夥人吳國強昨表示，
他平日有關內地的訊息，大部
分都是來自香港文匯報，他坦
言香港文匯報「是內地和香港
之間一座好理想的橋樑」，讓
香港市民可以了解更多內地情
況。他期望，香港文匯報未來可以提供更多大灣區
方面的訊息，因為大部分市民未必很熟悉內地政
策，而大灣區對香港卻有直接及深遠的影響。

德勤歐振興：
探討港在「十四五」規劃商機
德勤中國華南區主管合夥人
歐振興昨表示，期望香港文匯
報將來可以報道更多有關香港
科技發展的資訊。鑑於國家
「十四五」規劃確立香港為八
個重點領域的發展中心（「八大
中心」），因此希望未來可以在
香港文匯報看到更多關於香港在「八大中心」不
同領域發展的報道，並期待香港文匯報可以更多地
探討香港如何在「八大中心」方面更上一層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