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 小平很清楚他想要香港變成甚
麼樣子：不管白貓黑貓，能抓

到老鼠就是好貓。中國那麼大，香港那麼
小，中國人口有13億，香港只有700萬，
但為甚麼香港能有今天的發展？因為它獨
特，它國際化，各國的人都可以在這裡安
居樂業。」

夏偉邦表示，目前香港營商環境總體向
好，歐美不少跨國公司在港建立子公司，
而香港成為首個人民幣離岸中心後，料還
將吸引更多內地大型企業來港上市招股。
他指出，近5年來，愈來愈多南美、印度等
新興市場的企業將香港作為進入內地的門
戶，惟他擔心港府干預政策變多，令市場
自由度不如從前，加上本港愈來愈緊缺高
質素英語人才，勢必拖累香港營商環境。

夏偉邦表示，目前本港有逾千家英國企
業，分布金融服務、專業服務、法律、建
築、教育等各個領域。儘管多數英企在倫敦
證交所上市，但也有一些，如渣打、匯豐等
會在港交所作第二上市。

指街上普通話比英語多
來港20年，夏偉邦表示，若單看警察、

消防員、救護員等，香港表面上變化不
大。但隨㠥香港與內地貿易往來愈加密
切，近年主要變化之一，便是愈來愈多內
地人湧入香港，令「街上聽到普通話的機
會逐漸比英語更多」。另一方面，在英商會
服務了18年的他切身感受到，香港與內地
跨境貿易，尤其是金融交易較過去方便很
多。「當然，對外企而言，在中國做生意
仍相當艱難，主要原因是中國市場限入，
尤其在製造業。」

凸顯法治言論自由優勢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CEPA）對所有原產地為香港
的輸往內地的貨物給予零關稅待遇，及對
香港的服務貿易領域實行開放措施。惟夏
偉邦指出，CEPA構思雖好，但因其對香
港公司的定義有一定要求，故不能令所有
企業受益。

夏偉邦否認香港是內地城市的主要對
手，強調本港應明確自身定位，即成為國
際金融中心，而非另一個中國城市。「香
港的優勢是，市場在中國外，因此可避免
中國化。」他說，自己也曾長居上海，感
受到滬港兩地差異巨大，經濟功能互補，
不會構成競爭。「香港的優勢，是法治、
言論自由，以及公民參與社會管治的能
力，港府十分重視輿論。」

看重內地商機毋忘亞洲
有外商不滿本港近年來過度關注中

國 ， 亦 有不少人將香港比作中國的門
戶，或外企進入內地的跳板，對此夏偉邦
斷然否認。他指出，香港的真正角色是中
國乃至亞洲的商務整合商（bus i n e s s
integrator）。「香港提供金融服務、專業
服務、法律服務等大規模服務，對任何想
走向世界的內地企業或想進入中國的外企
而言，這些服務都唾手可得，這是香港的
重要角色。」他強調，香港不可輕視韓
國、越南等鄰近國家的貿易夥伴關係，

「逾300家英企選擇香港作為亞洲總部，為
甚麼？切不可忘記，除了中國，他們還做
整個亞洲的生意。」

香港與內地貿易紐帶日益加強，惟夏偉
邦坦言擔心港人失去英語優勢，指港府應
竭盡所能，提高港人英語水平。「在內
地，英語能力對高端人才十分重要，幾乎
已到求賢若渴地步。但問題關鍵是，如今
港人不願說英語。」

香港是英國的第三大亞洲貿易夥伴。儘
管歐債危機蔓延，但夏偉邦表示，英國與
內地、香港雙邊貿易額仍持續增長，去年
英港貿易額更勁增40%，主要商品包括時
裝、技術和服務等。

倡效星一站式助外資立足
本港要持續發展，夏偉邦建議，香港已

有強大實力，為各地外商提供世界級營商
環境和服務，惟有一點還可進一步完善。
他提及，新加坡透過發展機遇辦公室，為
有意投資的海外私人企業和非政府機構提供

「一站式」註冊、諮詢等服務，建議香港亦可
仿效，通過建立專門辦公室，或以電子政府
網站等平台來完成，為投資者節省辦理手
續的時間。

夏偉邦認為，香港建成國際金融中心，
最大挑戰來自保持統一監管體系，並維護
金融交易信用。「對做生意來說，聲譽非
常重要。這個體系一旦遭破壞，將極大敗
壞本港聲譽。內地企業也可借鑒，若想在
全球證券交易所上市，就應遵守國際會計
準則。」他又強調，本港亦應維持法治、
捍衛言論及思考交流自由。

香港由小漁村變成國際大都會，與當年殖民時代英國商企出錢出力有莫大關係。如今香港回歸

祖國15年，迎來四面八方挑戰，「老東家」英國商企又有何看法？香港英商會行政董

事夏偉邦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香港回歸至今最大的成功在於「它屬

於中國，但某種程度上又游離在外」。他更引用鄧小平「白貓黑貓」論，

指中國實施「一國兩制」，對香港今後發展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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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重選揭盅，選舉結果紓緩市場對
希臘退出歐元區憂慮，惟夏偉邦認為，
本港經濟仍然危機四伏。他預料，香港
乃至亞洲經濟下半年會面臨巨大挑戰，
直到明年首季方能逐漸好轉。他又認同
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觀點，指受歐債
危機拖累，本港今年經濟增長預期不容
樂觀，GDP增幅會非常低。「我很抱
歉，儘管很悲觀，但這會是事實」。

夏偉邦慶幸英國沒有加入歐元區，指

倫敦仍是歐洲金融中心。「當歐元區17
國用歐元取代本國貨幣時，每個人都以
為（德國）法蘭克福將取代（英國）倫
敦，成為歐洲金融中心。但事實呢？倫
敦依然是歐洲離岸金融中心。我有信心
倫敦可以坐穩這個位置。」他又形容，
香港與英國有不少相似點，不僅同為島
嶼城市/國家，又都提供金融服務、經濟
獨立，更重要的是，都為人民幣離岸中
心。

■記者：市場不看好港交所天價收購倫敦金屬

交易所（LME），您意見如何？

■夏偉邦：我不能說港交所成功收購LME機會
有多大，因為LME由股東所有，交易成功與
否，始終視乎出價以及股東心理價位。但我個
人認為，與對手相比，香港主要優勢在於：首
先，香港離中國近，而中國是主要金屬消費
國；其次，香港法制清晰；最後，香港曾是英
國殖民地，故與LME有悠久歷史關係。

■記者：香港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建議重新思

考港元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包括取消港元

改用人民幣，或是港元與人民幣掛㢕，您如何

看待？

■夏偉邦：我本人不同意放棄聯繫匯率，也不
贊成任志剛的言論。港元與美元掛㢕近30年，
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全球）經濟危
機，以及多個金融相關風波，最終都成功抵
抗，顯示聯繫匯率絕對是正確的選擇。

■記者：您認為候任特首梁振英上任首要解決

的問題是甚麼？

■夏偉邦：代表商會，我只能說，CY應首先
解決貧富差異，這個問題深深困擾了很多港
人，我們明白要完全解決很不容易。當然，我
們對CY印象很好，和他相處融洽。所以一方
面，我們會創造一些我們認為香港應有的改
變，但另一方面，也希望CY致力保持香港獨
特地位。

「香港是我家
滬上頻度假」
連夏偉邦自己也沒想到，訪問當

天恰是他來港整整20年。驚訝之
餘，他卻坦言不會開party慶祝，因
自己早已將香港視為家。

今 年 6 9 歲 的 夏 偉 邦 曾 是 英 國
International Risk Ltd高級顧問，還曾
指揮英國陸軍第4裝甲旅參加海灣戰
爭，並於1991被授予「巴斯榮譽爵
位」。夏偉邦坦言，剛開始不情願來
香港。「當時我已是公司高級顧
問，坦白說，來時很不情願。但後
來，我卻逐漸愛上香港，工作也有
挑戰。」除建立朋友圈，夏偉邦閒
暇時亦積極參與慈善。「我為甚麼
留在這裡？因為在這裡很快樂。父
母過世後，每次回到英國甚至都不
知找誰。那時才發現，親人和朋友
都在香港，這裡才是我的家。」

夏偉邦似又對上海情有獨鍾，在
訪問時頻頻拿滬港作比較。當得知
記者來自上海時，他更話匣大開，

接連爆出「陸家嘴」、「新天地」等
著名商業休閒區，更問記者住在

「浦西」哪裡，可見對上海相當熟門
熟路。他自豪地拿出祖孫三代全家
福向記者展示，還說明2名愛女已定
居上海，自己亦經常赴滬度假。

倡吸引更多國際年輕人才
夏偉邦表示，自己已在西貢山上

買樓，計劃永久居住。惟他憂慮香
港國際學校學額緊缺，指到2030年
本港老齡化人口將逾半，屆時需吸
引更多國際年輕人才，建立國際學
校免除後顧之憂乃是關鍵。

來港20年，夏偉邦認為，港島與
九龍的職能分工幾乎未變，港島仍
為主要金融區，九龍則多貨艙、外
包、數據分析和支援業務。他指
出，儘管近年有企業考慮租金，將
企業遷到九龍，但大致職能仍與20
年前相若。

籲勿棄聯匯
倡首重扶貧

歐債波及港危機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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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英商會是香港一個獨立的非政府組織，代
表500間不同規模的英資企業，透過會員分享知識
和經驗，促進不同企業的建立和發展。著名會員
包括：德勤、渣打、太古、匯豐、中電、巴克萊
銀行、香港怡和集團等。

匯豐怡和皆英商會成員

夏偉邦（Chr is topher

Hammerbeck）畢業於蘇塞

克斯梅菲爾德學院，曾是英

國International Risk Ltd高級

顧問，還曾指揮英國陸軍第

4裝甲旅參加海灣戰爭，並

於1991被授予「巴斯榮譽爵位」。

1994年起，夏偉邦擔任香港英商

會行政董事。

此外，他亦兼任全球諮詢管理

公司高級顧問、武漢市長外國顧

問、河北省及海南省顧問，香港

中文大學職業發展委員會成員等

職務。

夏偉邦解甲從商
兩省一市聘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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