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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作为助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专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袁武 
 

本报记者  魏永刚  刘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 24 周年。新的时代条件下，香港应当

如何破解深层次经济民生问题？商会社团组织可以从哪些方面助力香港经济社会繁荣和发展？

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爱国爱港商会社团，香港中华总商会有哪些自身建设规划？本报记者就这些

话题专访了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袁武先生。 

    香港与祖国始终命运相连 

    新时代面临巨大发展机遇 

    记者：请问您如何看待香港在百年党史中的角色和地位？ 

    袁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伟大历史飞跃，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改善，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巨大成就举世瞩目，

身为中国人，我们倍感自豪。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实行改革开放，到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均

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而香港也在不同阶段发挥作用，始终与祖国命运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为香港社会和民生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上世纪 60 年代内地经

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即投巨资兴建东深供水工程，开通“三趟快车”，保障了香港 80%的

用水和 90%以上的鲜活冷冻食品供应，为香港日后的经济起飞创造了良好条件。当年，香港中华

总商会适逢其时向粤港两地政府提出引东江水到港，担当了牵线搭桥和保障工程顺利进行的角

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国家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也有力推动了内地与香港经

济互惠互利发展。上世纪 80 年代，港商受惠内地政策北上投资设厂，高峰期在广东省吸收内地

就业人员逾 1000万人，还引进市场化管理经验和国际商业网络，连带推动香港服务业迅速发展。

自 2003 年开始，内地与香港签订 CEPA 及多个补充协议，逐步加大对香港开放力度，让香港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及专业服务享有优惠待遇。香港金融市场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获益良多。截至

2021 年 6 月，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有 1341 家，总市值占市场总值的 80.6%。随着内地企业来

港上市，香港吸引了国际资金的注目，扩大了市场的深度及广度。 

    改革开放时期，总商会成员不失时机地投资内地具有开创性的项目，创造了改革开放大潮中

的若干个“第一”。包括改革开放后内地的第一个海外捐赠项目、第一家由境外人士投资开设的

工厂、第一家内地与境外资本合作酒店、第一家内地与境外资本合资企业、首批“三来一补”企

业、第一家在内地经营的境外银行等。2018年 12月，中央表彰 100位对改革开放有杰出贡献的

人士，香港中华总商会前会长王宽诚、霍英东、曾宪梓三位先生均在其列，香港中华总商会在改

革开放进程中作出的努力获得国家充分肯定。 

    近年来，总商会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促进香港更有效融入国家发展和参与区域合作，并协

助会员企业了解和善用国家政策举措开拓庞大发展空间。我们亦向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委提出

意见方案，积极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与内地同发展、共繁荣。 

    全力支持香港国安法实施 

    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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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香港中华总商会在促进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方面有哪些作为？ 

    袁武：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香港由乱转治，重回正轨。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更为进一

步优化香港管治体制发展、落实“爱国者治港”提供重要基础。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本港治安和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增强了工商界对本港营商环境的信心。

去年，在香港设立总部或办事处的海外企业约有 9000家，与 2019年数字持平；新股集资金额达

503亿美元，按年上升 24.5%，全球排名第二；自去年年中至今年，香港的资金净流入持续增加，

总额超过 500亿美元。相关数字正好印证了香港营商环境保持稳定优良，特别是香港金融和商贸

枢纽角色对外资仍具相当吸引力。 

    总商会对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全力拥护和支持，相信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特区政

府施政和议会运作将更有效率，社会各界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携手努力推动香港向

前迈进，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随着香港立法会通过修订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选举委员会、选委会界别分组和立法

会功能界别的组成都有调整。总商会将向会员解释有关改动，并协助他们进行选民登记，亦将推

动会员企业和工商界人士在未来的三场选举中积极参与，把握新制度给予的议政空间，积极为业

界发声，并配合特区政府推动更多便利营商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实施。 

    义不容辞承担社会责任 

    助力破解经济民生问题 

    记者：香港中华总商会可在哪些方面助力破解经济民生问题？ 

    袁武：香港中华总商会一直关注香港的深层次民生经济问题，并积极探讨解决的可行方案，

包括通过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和各类政策咨询途径向特区政府提出建议。 

    以房屋供应问题为例，总商会多年来向特区政府提出不少建议，包括尽快通过“明日大屿”

等填海工程，大幅增加土地供应，加快优化棕地（旧工业用地）、绿化地带等。总商会亦通过立

法会议员代表，对相关的经济民生议题向特区政府提出意见和质询。 

    青年向上流动机会问题是香港另一项深层次问题。总商会多年来十分关心香港青少年培育问

题，尤其是加强国民教育等工作，并积极向特区政府提出深化推动青年就业创业相关措施，增加

青年向上流动机会。我们亦建议特区政府资助企业招聘青年，资助青年学习实用技能，并加强吸

纳青年参与公共事务。总商会积极资助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赴内地交流实习，了解国家最新发展

情况。相关活动多年来得到总商会成员及工商各界共同努力及捐款，至今累计拨款逾 4000万元，

受惠学生近 6000人。 

    对于基层和弱势社群，“香港中华总商会爱心行动”带领会员参与慈善公益活动，践行企业

社会责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成员出钱出力捐款赠物，与各界携手应对疫情挑战。今年 7

月初，总商会推出疫苗接种津助计划，向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或前线员工发放津贴，鼓励他们尽

快接种新冠疫苗。每当内地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总商会必义不容辞，慷慨解囊赈济受灾同胞，近

日亦为河南受灾同胞尽一份力。 

    总商会中不少个人成员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他们亦通过呈交议案提案，向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深化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发展反映意见，特别是如何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大湾

区发展，以协助解决香港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推动会员参与大湾区建设 

    凝聚全球华商拓展新领域 

    记者：您认为香港中华总商会在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可以有哪些作为？ 

    袁武：总商会致力于强化作为香港工商界参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桥梁，善用商会与内地网络联

系优势，通过举办论坛、组织内地考察和交流活动等，深化港商与内地企业合作。过去一年因疫

情原因，赴内地考察和交流虽然暂时停止，总商会仍通过视频会议等途径，与内地企业保持紧密

的交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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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商会亦推动会员进一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特别是通过发挥香港金融和专业服务等强

项，加强与深圳全方位合作，互补优势。总商会积极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部署，加强与东盟

地区的交流联系，与内地企业以及海外华商携手探索区域合作新空间，辐射“一带一路”市场，

共同开拓更多元化发展商机。 

    近年来，总商会举办多个探讨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的论坛和研讨会，协助业界提

升竞争力。每年年初总商会举办论坛，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发展均为讨论的焦点。 

    香港中华总商会亦是世界华商大会三个发起组织之一，致力凝聚全球各地华人华商力量，探

索合作发展新空间。我们将继续善用世界华商大会这个平台，通过每两年一次的世界华商论坛活

动，为全球华商拓展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等区域经贸市场注入新元素。 

    总商会亦全力配合特区政府促进创科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推动业界深化大湾区创科领域协

同合作，支持大湾区内创科布局和科研项目发展。 

    与时俱进推进社团建设 

    着眼长远培育新生力量 

    记者：香港中华总商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有哪些规划？ 

    袁武：面对全球局势变化和后疫情时期情势，国家在多方面积极支持香港繁荣发展。立足新

时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总商会将协助会员企业应对挑战、抓住新商机。在秉持爱国爱港优

良传统的同时，致力拓展更多元化业务发展。 

    香港的青年工商界充满干劲、有创意、具潜质、有视野。总商会也会致力推动年轻会员和青

年工商界人士积极发挥所长，更灵活地抓住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独特机遇，开拓创新创业的

新空间。 

    总商会将积极推动会务革新和接班工作。在传承百年社团历史的基础上，我们致力推进领导

层年轻化，承前启后，结合前辈先贤的宝贵经验和年轻一辈的创新思维，让总商会的品牌实力和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总商会将积极推动会员企业朝着香港的未来发展方向，努力学习、努力发展，积极为业界发

声，结合庞大的商贸网络和对外联系，协助特区政府推动更多便利营商、促进经济、配合国家发

展的政策措施，同心协力为香港构建繁荣稳定的发展环境，与内地携手共创更辉煌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