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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 香港经济强劲复
苏， 特区政府预测全年增长有望
达到6.4%。

这一年，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保持稳固， 国际机构最新排
名较之前上升一位， 重新回到第
三名。

这一年， 香港做出了长远规
划 ， 住房问题 、 创新科技等经
济、 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解决有
望。

经济强劲复苏 信心稳
步增强

“今年香港经济堪称强劲复
苏。”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
志寰观点很明确， “与全球主要
经济体同步， 香港步入了强劲复
苏的轨道， 这一趋势还将延续。”

特区政府经济顾问欧锡熊
称， 外围因素大幅好转是香港经
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

香港今年失业率也持续改
善，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2月16
日发表的最新劳动人口统计数字
显示 ， 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由
2021年8月至10月的4.3%下降至
2021年9月至11月的4.1%。

香港经济的另一大亮点是通
胀受控， 与许多经济体复苏与通
胀恶化相伴不同， 香港消费物价
仅有轻微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基
本消费物价通胀为0.4%， 全年整
体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为1.6%。

近期多个调查表明， 香港商
界信心稳步增强。

香港总商会 “商业前景问卷
调查” 显示， 近半数受访企业预

期明年营业额将较今年增加。

住房， 民生痛点将成为
政策着力点

住公屋 （香港廉租房） 的李
女士心心念念的是换到大房子
住： “女儿大了， 有点叛逆， 时
常和爸爸发生冲突， 哪怕给她隔
出个小空间也好呀。”

28平方米， 五口人。 这就是
李女士一家的现状。 两个大点的
女儿睡双层床， 挤在门后， 妈妈
带小女儿睡小屋。 如果不是打通
了阳台 ， 爸爸睡的沙发都摆不
开。

按照香港特区政府房屋署的
数据， 等待轮候公屋的申请现已
超过25万宗， 轮候时间接近6年。

住房是香港社会的最大痛
点， 长期以来， 在如何解决上难
以形成共识。

2021年， 在中央的关怀和支
持下， 香港摆脱了社会撕裂的阴
霾， 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越来越
把精力放在解决民生难题上。

香港的住房问题核心是土地
问题 。 房屋署公布最新数字显
示， 在未来十年间已觅得约350
公顷土地， 可兴建约33万个公营
房屋单位。 房屋署表示， 这是近
年来的新高， 特区政府多管齐下
的觅地策略见到成效。

更令人鼓舞的是谋划 “北部
都会区”。 在今年10月的施政报
告中，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提出， 将在香港北部建设一个
占地300平方公里、 宜居宜业宜
游的 “北部都会区”， 在满足约

250万人口居住需求的同时， 还
能与深圳形成 “双城三圈” 的战
略性布局 ， 为国家发挥 “双引
擎” 作用， 产生 “强强联手” 作
用。

无惧西方抹黑， 香港依
然拥有好机会

正在欧洲谈生意的丹麦商人
彼得·斯坦急于回到香港， 哪怕
他整个圣诞假期连同元旦都要在
隔离酒店度过 。 香港有他的生
意， 更有他的家人。

“我喜欢香港的自由， 特别
是我喜欢它融合了繁忙的城市生
活和美丽的乡村。” 1994年就在
香港办医疗器械公司的彼得·斯
坦说， “我最好的体验之一就是
在山上远足， 当我在大屿山徒步
旅行时， 我可以听到唐老鸭在迪
士尼乐园里唱歌。 这在世界其他
地方不会有， 只在香港才有。”

他发现， 欧洲的人们谈论的
香港跟他身处其中的香港完全不
是一回事。“他们相信那些媒体上
的信息，他们被误导了！”彼得·斯
坦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 香港
是世界上拥有最好机会的地方。
香港是在一个8000多万人的粤港
澳大湾区，有很好的基础设施，有
众多优秀公司和企业。”

消除西方媒体的抹黑需要时
间， 但西方商界对香港依然抱有
信心。

据英国Z/Yen集团与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第30期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报告显示，
中国香港的总排名较今年3月上

升一位至全球第三位。
在全球IPO市场上， 毕马威

的报告称， 截至12月5日， 香港
联交所2021年IPO总额为390亿美
元， 募集资金额排全球第四位。

2021年的香港债券市场也极
为活跃。 特别是人民币债券， 经
历了前几年的低迷， 2021年先后
有财政部200亿元、 深圳50亿元
在港发行， 香港特区政府也首次
发行50亿元离岸人民币绿色债
券， 受到热烈追捧。

债券通、 “跨境理财通” 等
发展顺利， 凸显了香港与内地的
联通优势。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
文说， 外国投资者最关心的还是
如何更好地抓住香港和内地市场
的机遇， 如何加强金融科技和绿
色金融等新领域的发展。 随着互
联互通的不断推进， 香港金融业
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

创新、创业，在最好的时
代、最好的地区

哈佛大学毕业的吴学明在香
港创业， 又转到佛山、 江门创办
创业园区。 持续的疫情让吴学明
远程视频指挥自己的内地企业。

“这是最好的创业时代， 粤
港澳大湾区是最好的创业地区。”
吴学明说。

詹培勋长期在香港组织青年
科创交流活动， 终于按捺不住创
业激情， 在今年初到深圳开创自
己的无人车项目。 目前他的公司
已拿到了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批
出的第一张无人驾驶测试牌照。

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补优势他

能数出一大串， 感受深刻的还有
各地对港青的扶持政策。 他近日
走访了广州南沙、 深圳前海、 福
田深港合作区等地， 发现各地都
极力吸引港青进得来、 留得住、
融得入， “对于有志创业的香港
青年 ， 这里绝对是最佳落地之
选”。

香港特区政府也锐意提升对
创新科技的支持。 2021年施政报
告中， 林郑月娥宣布马上研究扩
容科学园， 另建议将正在兴建、
位于河套地区的港深创科园， 联
同落马洲、 新田一带地方， 整合
“新田科技城”。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
非常看好这一区域， 新田科技城
与创科相关的土地约有240公顷，
联同深圳创科园区组成占地约
540公顷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杨玉川则提出， 从对国家的贡献
出发 ， 香港未来要发挥特殊优
势， 吸引国际科研人才， 让香港
成为一个汇聚内外人才共同发展
的创科中心。

摆脱了 “泛政治化 ” 的掣
肘 ， 香港聚精会神谋划长远发
展。 “以前我们没有这种胆量，
没有这种见识， 或者没有这个条
件， 可以给香港规划未来。” 在
10月的一个论坛中， 林郑月娥表
示， 通过中央两大举措， 包括香
港国安法为我们恢复了稳定， 完
善选举制度令我们可以确保 “爱
国者治港 ”， 现在是砥砺前行 、
重新出发、 为香港谋划未来的时
候了。 据新华社

香港经济复苏向好 聚焦攻关民生痼疾

跑出发展 “加速度”
圣诞节前夕， 当欧美国家民

众担忧因海运受阻无法及时收到
圣诞礼物时， 中国各地的中欧班
列正将圣诞用品从中国源源不断
运往欧洲。

今年是中欧班列运行十周
年、 统一品牌五周年。 截至10月
底， 中欧班列已铺画73条运行线
路， 通达欧洲23个国家175个城
市， 运输货品达5万余种， 将中
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
及时送达欧洲， 也为欧洲企业对
华出口提供便利。

疫情下的中欧班列开行数量
和货物运量不断刷新纪录。 来自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信息显示， 今
年1至11月，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3817列， 运送133.2万标箱， 同
比分别增长23%、 30%。 截至今
年11月底， 中欧班列累计运送防
疫物资更是达到了 1343万件 、
10.3万吨。

德国汉堡港营销协会负责人
阿克塞尔·马特恩日前在汉堡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中国在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作为一种可靠的物流替代
方案， 中欧班列有利于缓解目前
供应链紧张难题。

中亚宝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海外部工作人员杜华说， 目前中
欧班列的运价与海运基本相当，

但走铁路只需半个月， 比海运时
间少了将近一半还多。

迈出关键一步
12月3日， 中老铁路正式全

线开通运营， 标志着酝酿了半个
多世纪的泛亚铁路迈出了关键一
步。 中老铁路通车后， 万象到中
老边境车程从2天缩减到3小时，
到云南昆明可朝发夕至。

泰国交通部轨道交通厅副厅
长披切·古那探拉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 “中老铁路的开通
有利于促进铁路沿线地区的贸
易 、 投资和旅游业发展 ， 包括
中、 老、 泰三国在内， 整个大湄
公河区域各国都会在商业、 农产
品、 消费品、 投资、 旅游等方面
受益。”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说， 中老
铁路有望使万象与昆明之间的运
输成本下降40%至50%； 泰国兰
乍邦港至昆明的运输成本有望下
降至少32%。 预计到2030年， 经
中老铁路老挝段的年过境贸易货
物量将达390万吨。

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对
话关系30周年， 双方正推进 “一
带一路” 倡议与 《东盟互联互通
总体规划2025》 对接。 明年1月1
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将正式生效 。 专家认
为， “一带一路” 倡议将带动泛
亚铁路建设进程， 推动区域互联

互通。

发展之“路”不断延伸
今年6月中旬， 中国企业承

建的坦桑尼亚中央线标轨铁路伊
萨卡至姆万扎段举行开工仪式。
这个铁路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连
接坦桑尼亚及乌干达、 卢旺达、
布隆迪等国并通向印度洋的重要
通道 ， 对促进地区国家经济发
展、 改善民生意义重大。

从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坦赞
铁路， 到近年开通运营的亚吉铁
路、 蒙内铁路， 再到新建的坦桑
尼亚中央线标轨铁路， 在中非双
方共同努力下， 非洲大地上的发
展之 “路” 不断延伸， 见证了中
国与世界共谋发展的诚意始终如
一、 行动坚定不移。

截至12月16日 ， 中国已与
145个国家、 32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
文件。 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
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
建设拓展资金渠道 。 纷呈的亮
点， 标注出 “一带一路” 建设实
打实、 沉甸甸的成就。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
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表示，
对很多国家来说， 难以摆脱贫困
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薄弱， 在这方面， 中国为世
界各国树立了榜样。

据新华社

“一带一路”上的轨道交通2021加速“向前”

武汉一日内开通三条地铁线路

它是运输紧缺防疫物资的 “生命线”， 它是为全球经济运行作出贡献
的 “钢铁洪流”， 它是打开国际贸易新通道的重要标志。

一节节、 一列列、 一站站， 这股洪流不断延伸、 加速奔跑。
它， 就是 “一带一路” 上的轨道交通， 2021年跑出新的 “加速度”！

12月26日11时11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
火箭， 成功将资源一号02E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自9时56分起 ，
5号线武汉站东广场站至中医药
大学站各站开通运营！” 12月26
日上午， 随着湖北武汉轨道交通
线网运营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
一声令下， 5号线列车缓缓驶出
车站， 武汉地铁5号线、 6号线二
期 、 16号线 （汉南线 ） 同日开
通。 至此， 武汉实现轨道交通市
域全覆盖， 现有地铁运营里程达
到435公里， 里程和规模位居中
部地区首位。

武汉地铁5号线是湖北首条
全自动驾驶线路， 配备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国产FAO全自动运
行系统， 列车从唤醒检查、 正线

运营、 回段场休眠全过程自主完
成。 “车内没了驾驶室， 科技感
十足！” 透过列车头部偌大的玻
璃， 车外风景一览无余， 也让市
民孙景岳惊叹不已。 记者探访时
发现， 车头处最受乘客热捧， 可
以体验 “时空穿梭” 场景。

同时开通的16号线作为武汉
首条沿江地铁线路， 途经3座长
江大桥， 其中长江军山沿江区段
的高架桥距离地面超过30米， 乘
客可以观赏到沿江美景。 此外，
16号线最高时速可达到120公里，
列车跑完全程33公里仅需35分
钟， 是武汉 “跑得最快” 的地铁
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