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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融資 科技合作 信息交流 展廣闊前景

8大簽約項目看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永青）國務院

副總理李克強上周訪

港期間，見證了兩地

8 項 經 貿 協 議 的 簽

署。學者及商界人士

指出，從這8項精選

的經貿協議可看出三

大商機，分別是鼓勵

內企來港融資；加強

兩地科技合作；以及

加強兩地經貿機構的

信息交流，合力開拓

市場。

8個簽約項目中，兩個為內企來港貸款。中文大學全球
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向本報表示，現時

內地銀行普遍收緊銀根，不少內企都出現「缺水」，而是
次與香港的銀行進行融資的內企，都屬較大型企業，連大
型企業都有資金需求。由此可見，內地企業對資金需求何
其大，這對香港銀行業來說，實在是一個極大的商機。何
況，商業貸款不單令銀行受惠，對金融、財務、審計、市
場推廣及法律等專業服務需求亦會隨之急升，很多專業服
務業會成為贏家。

內企來港融資 銀行最受惠
「現時不時銀行的貸款要靠樓按，但利潤已大不如前，

但企業貸款的利率會較高，這肯定可為銀行業帶來更大利
潤空間。」

莊太量坦言，雖然現時不少國際及本港銀行已在內地設
立分支行，但在內地發展始終限制多多，分支行數目太
少，實在難與幾大國有銀行競爭。既然在內地難與國有銀
行匹敵，若准許內企來港融資、項目融資或發行人民幣債
券，這對本港銀行界來說，實在是天大商機，更可進一步
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離岸人民幣中心之地位。

再者，由於現時不少內地企業都要打入國際市場，特別
是中東、非洲及前蘇聯等市場，但目前內地銀行主要業務

都在中國，即使在外國有分行或辦事處，對當地政經情況
及人脈，始終都不及網絡遍及全球的國際大銀行。香港工
業總會副主席郭振華舉例說，曾有內地商人欲賣貨給俄羅
斯一家著名企業，當合同商討接近成功之際，這名內地商
人向匯豐銀行商討貸款之事，並順道要求銀行駐俄分行協
助查察買方之情況，結果是買方的名字及所用公文與俄羅
斯著名企業十分相近，只是一字之差，但兩者實力卻差之
千里。

港銀行國際網絡廣具優勢
自此以後，這名內地商人成為匯豐的客戶，幾乎所有涉

外的貸款及商業事宜都交由匯豐負責。郭振華坦言，像匯
豐這類國際大銀行，對外國的了解始終略勝內地銀行，所
以愈來愈多內地客人光顧國際大銀行。

郭振華表示，希望中央能放寬內地企業來港融資的限
制，除了大型企業、國企外，亦可容許中小企來港融資，
因為內地大企業通常都只會向大型銀行貸款，若未來中小
企亦可來港借錢，相信本港中小型銀行亦可受惠。

港科研可助內企產品市場化
至於科技合作方面，郭振華指出，很多人不知道香港的

大學及科研機構有大批優秀人才，不少為歐美回流的專

家，這些專家大多數曾在海外一流科
研機構任要職，了解市場需要，懂
得如何將科研市場化，加上本港擁
有不少世界最先進的科研設備，研
究結果獲國際認可。他說，由於
本港廠家生產的產品技術含
量只屬一般，經常無法善
用香港的科研成果，而
近年內地工業起飛，
若配合本港的科研，必能令產品更具完美。

兩地經貿互補長短將達雙贏
8項簽約中，亦有兩項是雙方商會及貿易推廣機構建立

互訪機制，顯見兩地加強雙方在推廣及信息交流方面的重
視，郭振華認為，雙方加強交流，可
發揮互補長短的作用，因為內地強於
生產，但往往不清楚國際營商情況，
港商則強於市場推廣及在國際誠信較
高，若兩者合作，可達雙贏局面，令
本港作為區內商貿中心的地位力保不
失。

1.銀團貸款項目
香港方：匯豐銀行

內地方：中國中紡集團公司

參與方背景：中國中紡集團公司創建於1951年，集團
註冊資本4.22億元人民幣，是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
理委員會下屬的大型企業集團，中國五百強企業之
一，亦是中國最大的棉花貿易商和大豆貿易商。

匯豐銀行是匯豐控股的始創成員，於1865年3月及4
月先後在香港和上海成立，也是香港最大的本地註

冊銀行。匯控是全球最大規模的銀行及金融服務機
構之一，在歐洲、亞太區、美洲、中東及非洲等87個
國家和地區設有約8,000個辦事處。
內容：匯豐銀行將作為主要發起人和聯合牽頭行之
一，為中紡集團安排總額不超過5億美元的銀團貸
款，支持中紡集團在境外的採購業務，這是中紡集
團首次在香港市場進行融資。
點評：為內地企業來港進行銀團貸款建立榜樣，可吸
引更多內地企業來港融資，進一進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之地位。

3.濱海投資及渣打銀行天燃氣管線
項目貸款委託合同
香港方：渣打銀行

內地方：濱海投資

參與方背景：濱海投資主要於中國投資建造和經營城
市燃氣管道網絡，提供接駁服務，供應及提供天然
氣，銷售液化石油氣，一直都致力於開拓內地的城
市燃氣市場。

渣打銀行於1859年在港開始業務，為本港發鈔行之
一，其母公司渣打集團分別在倫敦、香港及孟買證
交所上市。總部位於倫敦的渣打擁有逾150年歷史，
業務遍及全球，員工約75,000人。
內容：為濱海投資之天燃氣管線項目進行貸款委託
點評：鼓勵更多內地企業來港進行項目貸款，讓更多
香港銀行界可分享內地龐大的融資需求，為香港銀
行擴大盈利能源空間。

2.珠海機場航空合作備忘錄
香港方：利捷中國(香港)公司

內地方：珠海航空產業園

參與方背景：利捷中國（香港）有限公司擬註冊人民
幣2億元、總投資8億元在珠海設立利捷中國公司，發
展跨越亞洲各國的私人飛機服務業務，包括在中國
的公務機運營業務。

珠海航空產業園是珠海市重點發展的專業經濟園區
之一。它以珠海機場為核心，緊靠珠海市西部主城
區，利用內地航空產業資源和引進國外技術，重點

發展飛機總裝、飛機零部件加工製造、數控中心、
航空維護、航空維修與大修、航空服務和航空物流
等項目，建設成集產學研於一體的航空製造產業基
地。
內容：利捷中國(香港)將珠海作為未來發展的首要戰
略夥伴，全面深化雙方在服務業特別是公務機服務
方面的合作。
點評：通用航空產業是廣東省及珠海產業發展的戰略
方向之一，雙方透過合作進入內地開展通用航空高
端領域中的公務機業務，發揮資源互補、合作共
贏，亦鼓勵更多港企進入航空領域。

4.共同研發電動車合作備忘錄
香港方：香港汽車零部件研究中心

內地方：比亞迪汽車

參與方背景：汽車零部件研究及發展

中心是在創新科技署推行的香港研發
中心計劃下成立，由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承辦，進行市場導向的研發項目，
並與業界、大學和汽車零部件範疇的技術機構合
作，把研發成果轉化為商品，以提升由香港基礎工
業及不同行業組成的汽車零部件製造業的實力和競
爭力。

比亞迪創立於1995年，並於2002年在香港上市，公

司現擁有IT、汽車和新能源三大產業，穩居全球第
一大充電電池生產商地位，及於2003年進入汽車領
域，員工逾20萬人。
內容：比亞迪計劃於今年內在香港科學園設立電動車
研發中心，並會在未來兩年內與汽車研發中心及其
它香港科研機構合作開展研發項目，共同研發電動
車技術。
點評：為香港科研機構與內地汽車產業界合作建立正
式渠道，有助本港科研機構建立更雄厚的汽車研發
技術，內地業界亦可利用香港技術，提升汽車的技
術含量。長遠而言，若雙方合作有成，香港有望成
為內地汽車研發中心，為本港科研機構及業界提供
更多機會。

5.香港Genius LTE項目
香港方：和記電訊、香港電訊

內地方：華為

參與方背景：香港電訊之控股公司為電訊
盈科，它為本港之主要電訊商之一。

和記電訊是香港一家綜合電訊服務營辦
商，以「3 寬頻無限」品牌，於香港提供
流動通訊及Wi-Fi 無線上網服務、家居固網寬頻、家
居電話及IDD服務。

華為是全球資訊及通訊科技解決方案供應商，為
全球50大電訊商之中的45家提供服務。華為的產品及

解決方案在逾100個國家部署，支援全球三分一人口
的通訊。
內容：為兩家公司鋪設本港其中一個最大型長期演進

（LTE）無線網絡。
點評：有關技術將會帶來更理想的網頁瀏覽體驗、解
像度更高的串流多媒體內容，以及其它互動性更強
及需要大量頻寬的應用程式，為兩家電訊公司的客
戶提供出色的流動寬頻上網體驗。由於華為擁有全
球較先進技術水平，將來可能吸引更多本港電訊公
司與內地通訊供應商合作，讓本港業界有更多選擇
空間。

6.臨床基因檢測合作協議
香港方：香港中文大學

內地方：深圳華大基因

參與方背景：中大成立於1963年，為
研究型綜合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共達
二萬餘人，其中約3,000人來自香港以外的不同國家
和地區。

華大基因在1999年在北京正式成立，華大基因主力
於2007年南下深圳，成立了致力於公益性研究的事業
單位深圳華大基因，並於當年10月完成了第一個中國
人的基因組序列圖譜，2008年1月與英美科學家一起
啟動了「國際千人基因組計劃」，2008年3月啟動了

「大熊貓基因組計劃」，2008年10月完成了大熊貓基因
組框架圖和手工克隆豬的研製，2009年4月啟動了

「世界三極動物基因組計劃」，2009年8月啟動了「萬
種微生物基因組計劃」，2009年12月與國家農業部和
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建了「基因組學農業部重點實驗
室」，2010年1月啟動了「1,000種動植物基因組計
劃」。
內容：中大與深圳華大就香港及東南亞地區中多項疾
病的成因及治療進行臨床基因檢測。
點評：擴大兩地基因合作，形成強強合作，增強解開
更多基因難題的能力，提高香港及深圳的基因科研
力量。

7.投資促進合作諒解備忘錄
香港方：香港投資推廣署

內地方：商務部投資促進局

參與方背景：香港投資推廣署於2000年7
月成立，是香港特區政府屬下部門，專責
為香港促進外來直接投資。該署致力協助海外及內
地企業在香港開業和發展業務，與客戶建立長遠的
夥伴關係，在客戶來港發展的各個階段，免費提供
量身訂造的支援服務，過程一概保密。

投資促進局為商務部屬下專門促進中國與海外貿易
往來之部門。
內容：加強雙方信息交流及支持對方舉辦之活動，雙
方高層人員互訪。
點評：投推署希望透過合作，吸引更多內地企業來港
設立分公司，利用香港作為打進國際市場的平台，
令本港繼續成為區內貿易中心。同時，內企亦可透
過香港公司在國際市場的網絡，及了解國際營商情
勢的強項，盡快打入國際市場，減少「走彎路」。

8.香港紡織商會與中國紡織品
進出口商會交流合作協議
香港方：香港紡織商會

內地方：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

參與方背景：1997年6月2日成立香港紡織

商會，原以紗布、人棉花色布、麻紗布、
呢絨、絲綢、針棉織品及梭織服裝人士為基礎，隨
㠥國家政策和經濟形勢的發展，會員結構有所調
整，範圍不斷擴大。成立初期會員逾千家，現經常
參與活動的有數百家。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成立於1988年10月，擁有會

員企業逾11,000家，會員企業的紡織品服裝進出口額
佔中國紡織品服裝進出口總額的近70%。
內容：主要包括建立雙方互訪機制，加強雙方會員交
流，未來兩地商會也會攜手拓展海外市場，在應對
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時，也會加強合作。
點評：近年國際經濟不景，貿易保護主義日漸盛行，
兩個商會加強資訊合作及交流，有助雙方業界獲取
第一手資訊，對可能出現的問題早作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永青、郭若溪、劉曉靜、

房廈、趙大明、黃殿晶、張廣珍、李昌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