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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籌備3至5家公司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舒楠
營口報道）總投資
30億人民幣的營口
香格里拉大酒店近
日在遼寧營口經濟
技術開發區（ 魚
圈）舉行奠基典
禮，預計2015年
投入使用。圖為營
口市市委書記魏小
鵬，營口市代市長葛
樂夫與投資方代表為
奠基啟動水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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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憂全球陷「迷失十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面對歐債

問題遲遲未能解決，市場擔心會拖累全球經

濟發展。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指出，全球

經濟充滿危機，歐債問題能否在明年解決仍

屬未知之數。若明年歐債問題未能妥善控

制，可能令全球經濟陷入「迷失十年」。惟

他相信香港憑 一國兩制的優勢，能為內地

發揮先行先試的作用，未來亦會有大量內地

投資者透過香港進軍國際，故未來香港應朝

中國投資者的海外理財中心方

向發展。

青年律師聚港商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為促進兩岸三地的

律師交流，香港律師會昨在港舉辦的兩岸三地青年
律師論壇，邀請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香港證監
會執行董事及副行政總裁張灼華、前律政司司長梁
愛詩等出任主講嘉賓，期望透過這次論壇為兩岸三
地的律師共謀合作交流，讓青年律師把握上市融資
業務的機遇，及搭建一個相互交流學習的平台。

逾百大中華律師參會
香港律師會會長何君堯表示，活動吸引80位來自

中國內地的律師、14位台北律師、3位高雄律師以及
50位香港律師參加。
論壇其中一個主題為「資本市場新趨勢－合作與

機遇」，由論壇籌委會主席陳世強主持，李小加、
張灼華及中國國際金融公司投資銀行部執行總經理
文淵任主講嘉賓。另一主題則為「企業管治、盡職
審查及遵守上市法規」。企業管治部分由梁愛詩主
持，嘉賓為方文傑、劉光超及胡浩叡三位律師；盡
職審查部分由香港律師會副會長林新強主持，嘉賓
為陳王楚丹、麻雲燕及劉純穎三位律師；遵守上市法
規部分由香港律師會年青律師小組主席周致聰主
持，嘉賓為梁創順、董劍萍及張宏賓三位律師。香
港律師會副會長林新強負責閉幕詞及總結。
其他出席者包括深圳市律師協會副會長梁建東、

重慶市律師協會金融證券專業委員會主任熊傑、遼
寧省律師協會(大連市)金融保證法律專業委員任主任
李紅偉、北京市律師協會理事劉光超、山東省律師
協會投資業務委員會副主任李慶新、安徽省律師協
會辦公室主任周勇、東莞市律師協會副會長周廣
榮、廣州市律師協會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
綱、浙江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沈田豐、台北律師公會
理事長尤美女等。

李小加昨出席一個論壇時坦言，要解決歐債問題幾
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外界大多認為問題難以好
轉，因歐債是大結構問題。主因在於歐洲不是一個聯
邦國家，只是在貨幣上的聯合，完全沒有財政及稅收
上的聯合，且彼此沒有約制，故短期內難以解決問
題。

中國漸變資本出口國
至於中國情況，他相信未來30年中國將由資本進口

國，變成為資本出口國，而香港的角色亦會有所轉
變。過去10年至15年，香港作為中資企業的海外融資
中心，將內地企業帶來香港，亦吸引國際投資者投資
這些內地企業。未來內地投資者肯定會大量向海外投
資，而他們都希望能在一個法治及自由之地投資，香

港便成為他們的首選。
同時，人民幣國際化是必然要走之路，這個進程像

是「養孩子般，必定很花時間又很累，18歲前必須花
錢，別想為你賺錢」。對港交所而言，未來人民幣產品
將具備巨大發展空間，香港必須佔領這個橋頭堡。
另一方面，目前中國在很多商品都是最大的生產國

或消費國，卻往往沒有定價權，故中國需要研究哪些
產品可享有定價權，而內地因體制和安全問題難以成
事，香港正好擔當這個角色。

港缺人民幣投資產品
李小加又表示，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儲備約

6,000億元人民幣，但因人民幣產品不多，不少人民幣
已存入內地的銀行。香港機構未來必須推出更多人民
幣投資產品，讓大量人民幣長期留在香港，這讓人民
幣能出能入，幫助國際化的速度。
另外，近期港交所旗下的中央結算與台灣集中保管

結算所就相互合作及資訊互換簽訂合作備忘錄，李小
加表示，未來會考慮進一步合作的機會。對於港府邀
請港交所和證監會，在政府總部西座重建後進駐，李
小加表示，港交所將進一步的探討和考慮，因為該所
需要在中環有空間營運，但仍然要考慮成本和需求問
題，並強調這是商業決定，料不會短期內有決定，而
政府亦未有施加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世界最大代工企業富士康科技
集團總裁郭台銘昨日表示，富士康明年將以日產
千台的速度製造30萬台機器人，用於單調、危險
性強的工作，提高公司的自動化水平和生產效
率。雖然當前全球製造業正值低谷，且明年全球
經濟形勢不明朗，但富士康「保證明年不裁
員」。他還透露集團內部的3家至5家公司正在籌
劃上市。

30萬機器人代人力
據新華網報道，郭台銘是在富士康內部進行的

2011年富士康優秀基層員工頒獎儀式上表示，機

器人的出現不會影響在職員工。他承諾，雖然明
年經濟形勢仍不明朗，「但富士康保證明年不裁
員。員工是富士康最重要的資產」。
郭台銘明確富士康「機器人戰略」的近期目

標。正在深圳舉行的第十三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
成果交易會上，富士康還展出旗下的LED顯示和
雲計算相關產品。這些跡象都顯示，這間「代工
巨頭」正在加快轉型。
富士康科技集團是全球最大的電子代工廠商，

今年在《財富》全球企業500強排名第60位，僅
在內地就擁有近120萬名員工，其中多數從事電
子產品製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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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舉行兩岸三地青年律師論壇。左起：香港證監會副行政總裁張灼華、香港律師會會長何君堯、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中國國際金融公司投資銀行部執行總經理文淵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融資難 河南政府介入擔保

「動漫之都」競爭烈
突圍需靠特色

動漫產業的「三座大山」「文化產業」作為朝陽產業有 投入小、回報大的高性價比。河
南省「十二五」規劃中指出，「十二五」期間，河南將全力把鄭州
打造成為「動漫之都」，把河南打造成為「動漫產業大省」。到2015
年，河南動漫及其衍生產品年銷售收入將爭取達到50億元，爭取進
入全國第一方陣。

豫動漫企3年增70家
據國家廣電總局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2010年，河南取得發行許可

證的動畫片產量達到13部，共6,280分鐘，躍居中部第一、全國第八。
河南動漫企業也在短短兩三年間，由2008年底的6家增加到近80家。
河南省文化廳文化產業處處長萬捷表示，河南動漫產業發展之所以

如此迅速，與政府寬鬆而積極的扶持環境息息相關。
據了解，2008年鄭州市政府出台政策，每年設立動漫產業發展專項

資金5,000萬元，用於扶持動漫產業的發展。2009年，鄭州市高新技術
開發區和惠濟區分別出台政策，每年撥付3,000萬元用於扶持動漫產
業。
與內地已出台動漫扶持政策的廣州、杭州、深圳、天津等10城市相

比，鄭州對動漫產業的優待絕對領先同儕。

上央視最高補貼500萬
國家動漫產業基地（河南基地）管委會主任張國曉介紹，政府在財

政支持上，以播出動畫片的補貼為例，鄭州市規定，在地方電視台首
播的，按二維動畫片每分鐘1,000元、三維動畫片每分鐘2,000元標準獎
勵企業，最高可達300萬元；在中央台播出的，按照每分鐘二維2,000
元、三維4,000元標準獎勵，最高可達500萬元。這樣的獎勵標準，只
有廣州可以達到。
除了財政支撐，總投資超過50億元佈局的三大動漫產業基地，投資

上千萬元建成的內地一流動漫免費公共技術服務平台。有動漫企業負
責人表示，這樣優厚的補貼政策，對於目前受困於資金瓶頸的動漫企
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誘惑。

河南年花五千萬拓動漫產業
「十二五」規劃首次提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

濟支柱性產業」，當中明確將「動漫」作為重點文化產業

來發展，中國動漫產業料將迎來高速發展期。利之所

在，內地多達20多個城市均欲打造「動漫之都」，除了長

沙、杭州、廣州、上海等動漫產業相對發達的城市，也

有福建長樂、貴州貴陽、山東濟南等後起之秀。河南

「十二五」規劃中亦指出，要把鄭州打造成「動漫之

都」。該市自2008年起每年斥5,000萬元扶持動漫產業發

展，欲以豐厚的補貼壓倒其他競爭對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沙苗苗

各地的「動漫之都」之中，除了西安拓「中國西部動漫之都」，貴陽
打造「中國動漫原創之都」外，其他均打 「中國動漫之都」的名號，
普遍缺乏準確細分。業界人士認為，「動漫之都」的競爭顯出各個城市
動漫產業的發展沒有找準定位，同質化嚴重。
中央電視台青少年中心製作人李家國曾表示，河南對動漫的重視已遠

超其他省份，但仍需在挖掘文化底蘊和市場前景的題材上多下工夫。萬
捷亦認同，要在「動漫之都」競爭中取得一席之位，做出獨具特色的動
漫作品是關鍵。

河南本土文化入動漫
河南有 悠久而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是成功吸引動漫產業入駐的一

大原因。內地知名漫畫家孫元偉，今年帶 他的《漫畫史記》及動漫公
司從北京來到河南。孫元偉說，看中具歷史積澱的河南，打算以厚重的
河南文化為創作素材，軒轅黃帝、龍門石窟、少林寺等將成為其創作源
泉，並計劃年底在河南出10本漫畫。
萬捷說，以原創立身，是湖南動漫產業發展一個最基本的特點，也是

河南動漫產業學習的標誌。利用好河南本土文化做大做強動漫產業，才
是打造「動漫之都」的意義所在。

專家預測，未來3至5年是中國動
漫發展的黃金期，動漫市場將有
1,000億元的價值空間。然而，繁榮
興盛的動漫產業，其背後卻有種種
問題窒礙發展。

盜版禁不絕 發表渠道窄
河南麥草動漫CEO黃濤（見圖）

告訴記者，最難解決的就是版權保
護的問題。「動漫產業要發展，是
要靠整條產業鏈的持續運作，然而
在現在這個大環境下，盜版層出不

窮，使得品牌很難打造，更難維護。」播出渠道太窄、內容限制太多
也是阻礙發展的一大障礙。「在中國，唯一高收視率的就是中央電視
台，但是每一天，都有成千上萬部動畫在排長隊等 登陸中央台，這
樣狹窄的播出渠道，很不利動畫的發展。」

「沒必要頂 教育光環」
黃濤經營一家動漫企業，企業的靈魂是一隻叫「二兔」的兔子，二

兔簡單而快樂，所折射的就是現代年輕人嚮往的生活狀態。然而，黃
濤在推廣二兔的過程中受到的阻礙讓他不得不另謀「出路」。目前，
「二兔」動畫已成功與伊朗、北非5個國家簽訂獨家銷售，同時也已在
戛納動畫節展出，有望進軍歐洲。「動畫片更多是娛樂精神，讓大家
快樂一下就好，沒必要一定頂 教育的光環壓抑創意的發掘。」黃濤
說。
有專家認為，目前中國動漫仍存在高層次有影響的企業不多，做出

的產品大多還很難獲全國市場認可，缺少領軍人物和品牌等問題。另
外，盈利模式不清晰，品牌意識差，品牌支撐能力不足也是滯後中國
動漫產業發展的一大瓶頸。

作為一種產業，良好的政策應該只是配角，動漫產業的發展關鍵還是要靠
市場。萬捷指出，動漫產業要想真正做到盈利，政策引導是一方面，但更應
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
目前，內地許多動漫企業普遍面臨融資艱難、盈利不佳的問題，導致中國

動漫產業「量高質次」現象尤其突出。記者了解到，當前投資界對國產動漫
企業的態度相對較為謹慎，許多中小型動漫企業普遍遭遇融資困難。
為解決動漫企業融資艱難、盈利不佳的尷尬處境，河南文化廳今年分別與

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擬定在未來3至5年，
為全省文化產業發展提供300億元的綜合授信，重點支撐演藝業、動漫業、文
化娛樂業、遊戲業等。同時，政府還控股成立投資擔保有限公司，不僅為入
駐本地的動漫企業提供必要的融資支持，還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簽署戰略合作
協議， 手設立風險投資引導資金，搭建較為完善的科技投融資平台。

■河南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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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動漫之都」遍地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