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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中外政商學界聚首 共議發掘「十二五」商機

港平台角色更重 助內地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中國企業要『走
出去』，需要調整思想，去理解西方國家的文
化、風土、人情、宗教、社會」。世界貿易中心
協會(香港)執行委員會主席伍淑清昨日在論壇上
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國企業要「走出去」，需要
面對彼此體制上的不同，而香港「一國兩制」，
將可以發揮平台作用，讓中國企業了解西方國家
的做事方法，才能更容易溝通。

更易對外溝通應對變化
伍淑清指，香港百年來一直是中國連接西方的

紐帶和橋樑。「十二五」規劃提出中國企業要
「引進來、走出去」，這說明中國將會提高和優化
利用外資的水準和結構，引入國際大型跨國集團
的先進管理理念、制度和經驗，以及引導中國的
各類企業到外國去投資、去發展，去建立大型的
跨國集團。她說，「中國企業要『走出去』，香
港可以提供更好的平台，包括讓他們來港設立國
際總部，這樣便無需往返內地城市，隨時又可以
應對國際市場的變化和挑戰」。

港需培養人才提升水平
面對內地城市如上海、及周邊國家如新加坡的

激烈競爭，香港如何保持金融中心地位？伍淑清認為，回歸
以後，中央政府一直大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包括在香港建
設人民幣離岸中心等，特首梁振英和他的財經班子需要互相
配合，制定更長遠的金融政策。香港也需要大力培養金融人
才，提升水平和質素，以及借助海歸學子，保證香港未來的
金融發展。

謝國樑料今年內地經濟增逾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銀香港（2388）發展規劃部

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樑表示，6月份內地製造業採購經理指
數（PMI）進一步下滑至50.2，難以預測未來會否進一步跌穿50
的水平，但他認為下半年內地經濟會反彈，全年經濟增長仍可維
持在8%以上。

謝國樑昨日出席「WHY HONG KONG MATTERS NOW？」
論壇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6月份內地製造業PMI進一步下滑至
50.2，反映內地製造業疲弱，預計未來一段時間製造業仍會維持
弱勢。

不過，謝國樑指出，之前內地已開始放鬆銀根，包括下調存款
準備金率及減息，近月亦見銀行新增貸款上升，而預測今年內銀
行存款準備金率仍有2至3次的下調空間，但人行何時再減息則較
難估計。他表示，在放鬆銀根的刺激下，預計內地經濟在第二季
度有望見底，下半年開始出現反彈，全年的經濟增長仍可維持在
8%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世界貿易中

心協會(香港)昨日假灣仔君悅酒店舉行「慶祝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15周年『WHY HONG

KONG MATTERS NOW？』論壇」，來自兩

地及海外政商領袖、專家學者、各國領事逾

300人聚首一堂，探討在中國「十二五」規劃

中，中國企業要「引進來，走出去」，香港如

何發揮更好的平台作用，以及共商香港未來

的金融地位問題等議題。中國銀監會前主

席、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明康在論

壇上表示，香港對中國、區內以至全球仍然

重要，又相信香港可幫助中國經濟轉型，完

成「十二五」規劃目標。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對是次論壇發來賀詞。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中聯辦經濟部部長

王丙辛，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國別主任白
樺，原中國銀監會主席、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
任劉明康，及主辦方世界貿易中心協會(香港)主
席、全國政協常委伍淑清出席主禮。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梁愛詩、香港文匯報副社長馮瑛冰等亦出席
了論壇。

內地經濟更開放 帶來契機
伍淑清在論壇開幕式上表示，在香港回歸15周

年，內地和香港的經濟又迎來了一次騰飛的好機
遇。「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了中國企業要「引進
來、走出去」，香港百年來一直擔負 連接中國和
西方國家的紐帶作用，如今中國將進一步提升經濟
開放的水準，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良好的契機，香
港所發揮的橋樑作用是其他任何國家、城市和地區
都無法取代的。

她又說，香港回歸15年來，作為中國的重要對外
平台，吸引 眾多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交流，同
時也配合過許多中國企業走向世界。這種情況在過
去、現在是如此，未來也是如此。但是，她認為，
這需要保證香港的這種優勢地位不被取代，也要保
證香港在國際大舞台上能夠一直保有競爭力。今次
論壇提供一個互動的平台，共同探討香港如何保證
未來的金融地位，如何為中國企業國際化提供幫
助，以及如何讓海外的朋友利用香港來打造中國市
場等。

中國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發言時表示，香港具備
良好的營商環境，加上健全法治、低稅率、教育完

善等各種優勢，相信內地的上海和深圳，需要長達
20年才可能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故此香港對
中國、亞洲區以至全球仍然重要。以中國為例，在
過去30年，香港為內地提供資金、技術、人才及海
外市場，幫助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香港亦能受惠。

香港金融優勢 仍難被取代
他又相信香港可幫助中國經濟轉型，完成「十二

五」規劃中的目標。這主要因為內地在金融、航
運、法律、會計等方面的服務，與國際水平仍有差
距，很多內地企業提供的服務水平仍有改善空間，
相信香港的豐富經驗可以提供協助。

劉明康也指出，近期金融危機影響全球各地，根
據世貿組織數據顯示，去年世界貿易總量18.2萬億
美元，增長率由前一年的13.8%降至5%，相信今年
更會進一步降至3.7%。

是次論壇設置3個分論壇，探討了「企業如何加
入世界貿易競賽」、「香港-全球及地區金融中心」，
以及「經營跨國企業面臨的挑戰以及香港的角色」
等議題。香港貿發局局長林天福、巴拿馬共和國前
總審計長鄭和西、香港交易所董事夏佳理、高盛集
團亞太區總裁戴維．瑞恩、利豐集團榮譽主席馮國
經、海爾集團總裁楊綿綿、Visa國際組織台灣、香
港、澳門和菲律賓地區總經理柯如龍等出席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全國政協經濟

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昨日

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目前中國通脹壓力

正在下降，有可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降至2%或

以下，為人行進一步減息提供條件，但他沒有

預測人行何時會減息。

今年6月8日人行開始過去三年半以來的首次減

息，劉明康昨日出席「WHY HONG KONG

MATTERS NOW？」論壇時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

表示，之前人行已多次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增

加了市場的流動性。這是非價格手段，若這個手段

不夠的話，要降低利率。6月8日的減息可降低企業

借貸的成本，對經濟有好處，但也並不完全是為了

刺激經濟，而與內地通脹迅速下降有關。

需改增長模式應對歐美不景
對於下半年中國經濟形勢，劉明康指出，下半年

中國經濟的情況要視乎外圍經濟能否回穩。他說，

目前對受債務問題困擾的歐洲銀行的擔憂降低了，

因歐洲方面準備了較多的資金去救援歐洲銀行。不

過，有關措施也增添了歐洲銀行的債務包袱，長遠

來講歐洲經濟未許樂觀。美國經濟也是如此，復甦

之路崎嶇坎坷，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影響。因此，未

來中國要加快調整經濟增長模式，應對歐美經濟不

景的影響。

推動利率市場化現正是時機

6月8日人行減息的同時，亦推動銀行的利率市場

化，對銀行存款和貸款利率進行不對稱的浮動。劉

明康表示，利率市場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現在是

一個合適的時機推動，而不要等甚麼條件都具備了

才做。至於人行何時會有進一步擴大利率市場化的

舉措，劉明康指出，這要視乎內地信用體系建立的

進展、銀行改革的進展、內地企業公司治理的改善

以及能否改變借貸的模式。

融資難 歸咎中小企治理缺陷

劉明康續稱，個別國有企業並不在乎利率的高低

而借錢，借到錢後就蠻幹；而有些民營企業是家族

式經營的，其公司治理也是有缺陷的，他們也不在

乎利率的高低而向銀行借款。對於目前不少中小企

業稱遇到貸款困難的問題，他說：「大家都在喊借

不到錢，但他們自己有沒有做好功課（指公司治

理）？」

劉明康認為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未必需要一個時間

表，主要視乎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情況，他當然希

望越快越好。

至於目前有不少分析指出利率市場化對中小銀行

不利，劉明康表示，現在內地銀行都在考慮改變增

長模式問題，若銀行的增長模式改變了，利率市場

化未必對中小銀行不利。

開放資本項目需要審慎而行

此外，劉明康昨出席論壇時，被問及深圳前海擬

實驗人民幣資本項目兌換，他指自己對此沒有太多

研究，但認為，開放資本項目屬於系統性工程，需

要審慎而行及經過長時間規劃，同時一定要有企業

提高管治及風險水平來配合，才可以吸引投資者，

目前在各方面都還沒有時間表。他還反問，香港作

為人民幣國際化試點，這一實驗何不在香港進行。

劉明康：通脹降提供減息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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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劉明康稱，下半年中國經濟的情況要視乎外圍

經濟能否回穩。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新華社北京3日電 據中國政府網3日刊載的消息，國
務院日前就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
開放的有關政策請示作出批覆，表示支持深圳前海深
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實行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的先行
先試政策，打造現代服務業體制機制創新區、現代服
務業發展集聚區、香港與內地緊密合作的先導區、珠
三角地區產業升級的引領區。

研究港銀對前海企業人幣貸款
國務院在批覆中還支持前海在金融改革創新方面先

行先試，建設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允

許前海探索拓寬境外人民幣資金回流渠道，配合支持
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發展，構建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
試驗區；支持設立在前海的銀行機構發放境外項目人
民幣貸款；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CEPA）框架下，積極研究香港銀行機構對
設立在前海的企業或項目發放人民幣貸款。

其他具體措施包括：支持在前海註冊、符合條件的
企業和金融機構在國務院批准的額度範圍內在香港發
行人民幣債券，用於支持前海開發建設；進一步推進
前海金融市場擴大對香港開放。支持在CEPA框架下適
當降低香港金融企業在前海設立機構和開展金融業務

的准入條件；支持香港金融機構和其他境內外金融機
構在前海設立國際性或全國性管理總部、業務運營總
部，加快提高金融國際化水準，促進前海金融業和總
部經濟集聚發展。

區內減按15%稅率徵收所得稅
國務院還決定在國家稅制改革框架下，支持前海在

探索現代服務業稅收體制改革中發揮先行先試作用。
相關具體措施包括：在制定產業准入目錄及優惠目錄
的基礎上，對前海符合條件的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
收企業所得稅。產業准入目錄及優惠目錄分別由發展

改革委、財政部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對在前海工作、
符合前海規劃產業發展需要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
才，取得的暫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按內地與境外個人所
得稅負差額給予的補貼，免徵個人所得稅。

允許港人設獨資醫院國際學校
國務院還就加強法律事務合作，支持前海建設深港

人才特區，建立健全有利於現代服務業人才集聚的機
制，營造便利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支持前海在深港兩
地教育、醫療等方面開展合作試點，加強電信業合作
出台了相關具體措施。例如，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經
批准在前海設立獨資國際學校，其招生範圍可擴大至
在前海工作的取得國外長期居留權的海外華僑和歸國
留學人才的子女；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前海設立獨
資醫院。

國務院批准前海「先行先試」開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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