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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把落实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作为今年政府施政的重要工作
之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为香港长远发展
提供巨大的动力。

抓住“一带一路”契机

香港特区政府高度重视“一带一路”
契机。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以专门章节
论述了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性，他指出，香港开放程度高、对外关系
广泛、人脉关系密切，在国家众多城市当
中，有“两制”的特色，应积极参与和配合
国家落实“一带一路”策略。他本人将亲
自执掌“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负责制
定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策略和政
策；同时设立“一带一路”办公室，负责推
动研究工作，统筹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及
相关机构，以及与中央部委、各省区市政
府、香港的业界、专业团体和民间团体联
络。

香港特区政府多位高官多次在不同
场合呼吁抓住机遇，解决香港经济产业
结构单一、过分偏重金融、地产的问题，
推动产业转型。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认
为，香港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主要集

资融资平台、商贸物流促进平台、高端专
业服务平台、多元旅游平台和新兴产业
平台。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指出，“一带一
路”将为香港带来商机，金融、旅游、贸易
和物流、专业服务等支柱产业以及科技、
创意等新兴产业都将受益。今后 30 年
甚至 50 年，“一带一路”建设或将带动香
港经济发展。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会对世界经济带来
深远影响，也会为国际法律服务、法律风
险管理，以及国际仲裁和调节等解决争
议服务带来机遇。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
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香港应抓住机遇，
做好相关研究和人才培训等工作，务求
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充分发挥香
港的优势。

做好“超级联系人”

香港努力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
色，利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优势，
通过高层互访、缔结自贸协定及投资协
定等，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
伙伴的经贸联系。香港政府和民间还举
办了多个高层论坛，介绍香港优势，鼓励
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善用香港优势，深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取商机。

5 月 18 日，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办、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人民银行
及外交部作为支持单位的“一带一路高
峰论坛”将在香港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张德江将出席论坛并作主题演
讲。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官
员和投资者、专业服务提供者等将汇聚
一堂，探讨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
来的新机遇。

让“香港优势”大展所长

香港特区政府梳理了香港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多个优势：在离岸人民币业
务方面，香港可进一步发挥和提升全球离
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和服务，包括优化市
场基建和巩固金融平台；在国际资产管
理、风险管理及跨国企业财资中心方面，
香港有条件吸纳“一带一路”的财富及满
足其风险管理服务需求；在专业服务领
域，香港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专
业的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协助建立
和完善海外业务风险管理；在基础设施服
务领域，香港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
供公路、铁路、航运项目可行性及风险评
估、研发、融资、管理等支援服务。

在 2016 年的施政中，香港特区政府

所做的工作还包括：首先，积极参与亚投
行的筹建工作，争取香港以非主权地区
身份加入“亚投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
司司长曾俊华近日表示，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即将审理香港加入亚投行的申
请。其次，注资 10 亿港元，把“特定地区
奖学金”名额由目前的每年 10 名分阶段
扩大至每年 100 名，以鼓励更多“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来香港读大学，同时
推动本地专科以上学生到“一带一路”地
区交流学习。第三，致力建立有利伊斯
兰金融发展的平台，其中包括强化有关
市场基建、培训人才、鼓励伊斯兰金融产
品开发和促进与其他伊斯兰金融市场的
合作，适时推出第三轮伊斯兰债券。第
四，继续争取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民
航伙伴商讨民航运输协定。在约 60 个
沿线国家中，香港已经与 40 个国家签订
民航运输协定或国际民航过境协定。第
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设经贸办
事处，今年拟在印尼及韩国各设立一个
经贸办事处，并继续研究与沿线有关国
家缔结自贸协定的可能性。同时拨款 2
亿港元，支持香港专业服务业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大展所长，满足“一带一路”地
区（包括内地）对专业及基础设施服务的
迫切需求。

香港特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亲自执掌督导委员会

本报记者 毛 铁

台 胞 简 丞 汉 前 些 年 一 直 很 烦 恼 ，
2011 年借给朋友 36 万元，结果到期对
方却不还了。简丞汉不太愿意去法院起
诉，担心自己不熟悉大陆的司法程序，
自己费事又要不回钱，所以一直私下索
要，结果拖了几年依然没有结果。

在厦门，像简丞汉一样为这类事情
烦恼的台胞还真不少。据统计，目前在
厦 门 投 资 办 厂 的 台 资 企 业 达 4000 多
家，约有 12 万台胞在厦门工作生活。
他们中有近年来到大陆创业的台湾年轻
人，也有改革开放之初就来厦门投资办
厂的“老台商”。如此众多的台湾同胞
在厦门生活，难免不遇上点事儿。

遇上事儿时，一旦发生法律纠纷，
台胞们不少人会有类似简丞汉的顾虑。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众多台商台胞提
供公正便捷的法律服务，经过充分而又
谨慎细致的筹划，2012 年 6 月，厦门海
沧区人民法院率先成立了全国首个涉台
法庭，集中管辖厦门市一审涉台民商
事、刑事、行政案件及厦台司法互助案
件。对于广大台胞来说，这意味着不管
哪种案件、不管在厦门哪个区发生的案

件，只要是发生在厦门的纠纷都可以在
海沧涉台法庭起诉。

尽管有了涉台法庭，简丞汉犹豫再
三，还是没有走上法庭，因为他还有个
深层的担忧，觉得大陆的法院会偏向大
陆人，担心打官司得不到公正对待。

考虑到台胞的顾虑，海沧涉台法庭
率先在全国首创台胞陪审员跨区域参审
机制，聘任包括厦门市前后三任台商协
会会长在内的 37 名台胞担任人民陪审
员，通过“诉调对接”等方式，受理调
解涉台法庭引导或委托的涉台民事纠
纷，为台商台胞提供更加便捷的调解服
务，也消除了台胞的顾虑。

台胞陪审员制度的推出，让简丞汉
鼓起了打官司的勇气。今年 1 月 18 日，
简丞汉正式向海沧区涉台法庭提起了诉
讼。不过对于能不能要回属于自己的
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简丞汉直到
法庭开庭之前心里还是没底。

3 月 31 日上午 10 点，海沧区涉台
法庭一审判决简丞汉胜诉，被告应归还
本金及利息 70 多万元，全部诉讼费也
由被告承担。听到这一判决，简丞汉非

常激动。
“要不是有这么一个专门的涉台法

庭，还有台胞陪审员，我就不会来打官
司”。简丞汉激动地对记者说，“大陆的
司法机关切实做到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

简丞汉还说：“回去后我要把这次
打官司的经历告诉更多的台湾乡亲，让
大家不要有顾虑。特别要告诉那些年轻
人，要让他们知道来大陆创业是有很好
的法律保障的，不必有后顾之忧。”

简丞汉只是涉台法庭创新服务的万
千受益者之一，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数
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海沧涉
台法庭共受理各类涉台案件 4752 件，已
结 4262 件。其中民商事案件 3876 件，占
比约八成，调解撤诉 2303 件，调撤率达
66.19%；刑事案件中，判处缓刑案件 29
件，台籍被告人缓刑适用率 34.56%。涉
台执行案件 792 件，结案 699 件。台胞陪
审员已参与陪审案件 371 件，调解撤诉
241件，涉案金额达 6.6亿元。

在涉台法庭不断改进的同时，为了
给台胞提供更加完善的司法服务，其他

司法部门也在积极创新。从 2013年 1月
起，海沧区人民检察院集中办理全市区
级管辖的涉台案件的审查逮捕和审查起
诉工作；2014 年 6 月成立全国首个集中
办理涉台案件的涉台检察室；2015 年 3
月 24 日，海沧区涉台涉企调解中心、
涉台涉企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2015
年 8 月，涉台社区矫正中心在海沧区揭
牌，海沧区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启动台
籍社区服刑人员集中监管的先行区。至
此，厦门市率先在全国形成了“一条
龙”涉台司法服务机制，所有涉台纠纷
从审查起诉、调解、审判到执行的整个
流程都能提供专门的司法服务。

法学专家表示，涉台法庭集中管辖
全市一审案件，有效避免了法律适用不
统一和不同法院同案不同判等情况，有
力排除了地方干扰，保证了案件质量，
提高了诉讼效率，进而增进台胞对大陆
法治环境的信任感。“一条龙”涉台司
法服务机制的形成，更能为台胞提供完
善的司法服务，消除台胞在大陆生活、
创业的后顾之忧。整体司法环境的改
善，将有利于提升厦门营商环境。

从审查起诉、调解、审判到执行提供“一条龙”专门司法服务

厦门市建立涉台司法全服务机制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苏晓） “五
一”小长假 2 日结束，香港特区政府入
境处 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 天小长假
共有逾 47.2 万人次内地游客访港，同比
增长 7.1%，好于预期。

香港旅游业人士表示，内地游客不
跌反升，反映香港游对内地居民仍有吸
引力，只要不再有负面事件发生，访港
内地游客人次在今年第三、四季度有望
持平回升。

今年 2 月份内地访港旅客同比大跌
26%，香港旅游业步入“寒冬”，业界
普遍对“五一”小长假不抱希望。最终
访港内地旅游团同比下跌一半，但“个

人游”却出人意料有增长。数据显示，
3 天小长假共有 47.2 万人次内地游客访
港，同比增长 7.1%，其中“个人游”占
65%，达 30.8万人次。

特区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小长假表现
令业界松了一口气。“情况正慢慢好
转，4 月份比 3 月份有好转，而五一小

长假的数据也比 4月份要好。”
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对记

者说，内地旅游团减少，但整体内地游客上
升，反映内地朋友仍喜欢来香港，只是旅游
团方面，业界要想办法减少负面影响。

观察去年的游客数据可以发现，只
要有负面事件发生，内地访港游客就会
下跌，经过一段时间，访港内地游客人

数慢慢回升。比如今年 2 月份发生旺角
暴 乱 ， 当 月 内 地 访 港 人 次 同 比 跌 了
26%，跌幅在 3月、4月份慢慢平稳。

对此，姚思荣表示，香港还是内地
游客境外游首选的地方之一，只是一些
负面信息不断影响他们来港意欲。董耀
中说，对游客不礼貌的事有所收敛，香
港仍有吸引力。

“五一”内地赴港游好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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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近日发布《澳门特别行
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草案文本》，并展开为
期两个月的意见收集工作。

“五年规划”草案文本是根据去年底发布的《澳门特别
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基础方案》，在综合
整理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编制的，共 37000 余字，包括
战略篇、民生篇、发展篇和善治篇。

“五年规划”提出澳门未来发展愿景是将澳门建成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并聚焦居民关切的重大民生问题，提出紧贴
时代趋势加强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建设。“五年规划”围绕
建设“宜游”“宜乐”城市，以及打造“一个平台”、深化区域合
作和拓展国际交往进行谋划布局。在致力促进支柱产业健
康发展的同时，推动中小企业稳定发展，将推出支持中小企
业行动计划，加强统筹支持能力，培育新兴产业，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为青年一代创业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

“五年规划”设专章专节部署澳门与国家“十三五”规划
对接。澳门特区政府将制定葡语专业人才培训计划，培养
各行业中葡双语人才，并提供优先就业。不断提升澳门在
国家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地位和功能，与祖国同命运、齐
发展、共分享。“五年规划”指出善政是善治的关键，澳门特
区政府要做到施政为民、为民用权，增强政府与居民对公共
事务的合作治理，让广大居民获得更便捷、贴心、优质的公
共服务。 （羽 祺）

澳门特区公布“五年规划”草案

台湾机床行业开拓大陆市场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中国数控机床展（CCMT）
日前在上海举行。台湾贸易中心及台湾工具机联合会组织
了 50 多家台湾机床企业前来上海参展，显示了在全球经济
面临挑战的大环境下，台湾机床行业对大陆市场的重视，希
望凭借其机床制造实力，在大陆装备制造业的大市场中占
据主动地位。

为进一步开拓大陆市场，台湾机床企业纷纷拿出各自的
明星产品，比如东台精机推出的新款节能节电型加工中心、
达佛罗企业生产的具有高精度特性数控搪床加工中心等。

据了解，台湾机床产业发展较早，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
初就与德国、意大利、日本并称四大机床制造地区，在大台
中区域更是汇聚了上千家机床制造企业，已经形成了完善
的产业体系。与欧美机床产品相比，台湾机床具有极高的
性价比，因此成为许多大陆企业的优先选择。但是，随着全
球装备制造业升级以及大陆自身的机床产业发展，台湾企
业也意识到单纯依赖性价比已经不是竞争的利器。近年
来，台湾机床制造企业加大创新和研发力度，推出了媲美欧
美机型的高科技产品，加速向智能化装备转型。

本报讯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近日组织澳门
32 所学校共 1800 多名师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军营参观交流。

在庄严的升旗仪式后，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的官兵为学
生们表演各项军事课目，包括仪仗枪械表演、特种兵拳术、
武器分解结合、军车原地掉头、女子摩托车驾驶和模拟反恐
训练等。解放军官兵的精彩、专业表演，赢得了同学们的阵
阵掌声。同学们还参观军营、军史陈列馆、装甲兵模拟训练
中心、综合训练馆、武器装备展示区、炊事技能展示区等，与
解放军官兵近距离接触。同学们说，透过实地观察和了解
获益良多，让他们度过了别具意义和难忘的时刻。澳门特
区教青局方面表示，将会继续组织相关活动，为澳门学生提
供与解放军驻澳部队进行交流和互动的机会，增进澳门学
生对国家事务和国防知识的了解。 （羽 祺）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通讯员李延华报道：日前，大连
市台办与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等单位就帮助台
资企业妥善解决劳动工资纠纷等问题举行会商，研究依法
保护台商合法权益、促进在连台资企业健康发展举措。经
双方商定，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拟在大连市台
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设立劳动人事争议基层调解组织，定
期举办劳动人事涉法培训班，提供法律及政策咨询和资料
等，帮助台资企业解决后顾之忧。

近年来大连市一直把维护台商台胞合法权益作为重要
工作，不断改善台商投资环境，专门为台资企业开辟“绿色
通道”。自 2004 年以来，大连先后为台商解决难题 200 余
件，深受广大台商好评。为维护台商台胞的合法权益，大连
台办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12 月会签并联合印发了

《关于建立涉台司法事宜协调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试
行）》，为台商提供更好的司法服务开辟了新通道。

澳门学生参观解放军军营

大连创新服务平台助台企发展

5 月 3 日至 5 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 7 届香港

国际医疗器材及用品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 12

个国家及地区的超过 260 家参展商参展。图为参观者在展

会上体验医疗器材。 （新华社发）

本报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税务
局局长黄权辉日前表示，在 2015—2016
财政年度，特区政府税务局共收到 2913
亿港元税款，较上一年度减少 4%约 106
亿港元。同时，截至目前，香港已经与
35 个税务管辖区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
课税协定。

黄权辉表示，香港 2015—2016 年
度税收减少，主要是因为印花税收入减
少。预计 2016—2017 年度，香港整体
税收为 2768亿港元，按年将下跌约 5%。

谈及税收协定谈判和资料交换的最
新发展。黄权辉表示，到目前为止，香港
已经与 35 个税务管辖区签订全面性避
免双重课税协定。他指出，税收协定旨
在避免双重课税和防止逃税，因此，在香
港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全部都包含了
交换税务资料的条款。为履行国际责
任，香港特区政府税务局通过全面性避
免双重课税协定和税务资料交换协定与
缔约伙伴交换税务资料，以打击跨境避
税和逃税行为。 （禹 洋）

香港本年度税收减少4%

本版编辑 廉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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