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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ECFA港浙台經貿論壇今開幕
華商聯會長許榮茂：拓三地民企合作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第三屆後ECFA港浙

台經貿論壇」定於今日下午假四季酒店盛大開幕。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林豐正，全

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楊崇匯，特區政府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等將出席主禮。此次論壇是繼台

北、杭州舉辦之後首次移師香港。主辦方之一的世

界華商聯合促進會，其會長許榮茂在接受訪問時表

示，是屆論壇希望為實踐陳雲林會長提出的「兩岸

經濟一體化」新主張，以及面對當前國際國內經濟

嚴峻形勢下，共商兩岸三地如何在後ECFA時代合作

走出困境、抱團取暖、共同抵禦外來風險，冀兩岸

三地攜手早日走向經濟發展的春天。論壇將匯聚兩

岸三地300位精英共話合作商機。

專訪當日，許榮茂剛風塵僕僕趕回香港，辦公室外，維港
的夕陽正紅。談起2010年始，由香港民間社團—世界

華商聯合促進會（下稱「華商聯」）以及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
聯合會、台灣工商協進會三家共同舉辦首屆論壇，許榮茂開
門見山地稱：「我們的目的就是，多講民間經濟合作的新空
間。」

兩岸民間經貿交流重要平台
許榮茂解釋，後ECFA時代，兩岸三地經貿發展合作面臨新

趨勢和發展，政府指明方向，實際仍要靠民間力量推動和實
踐。這幾年，兩岸經貿合作不少，但以國有企業為主，民間
經貿合作狀況仍有待改善，論壇啟動之初，港浙台三方的目
標就是以民營企業為主、推動民間資本合作，增進互相了
解。前兩屆論壇，華商聯牽頭把兩岸民間商會力量聯繫到一
起，論壇機制運作正常，現已成為兩岸民營經濟商務談判、
經貿交流的重要平台。

探索陸資入台難 冀雙向互惠
談及兩岸經貿相互投資規模不平衡的問題，許榮茂不諱

言，論壇的三個主辦方於兩年前開始，就一直探索雙向互惠
的可行性，台商進入大陸所有領域都是「零障礙」，惟台灣對
陸資進入的審批相對限制，至今進入台灣的大陸企業很少，
大陸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到台灣投資仍有困難，對台灣
亦不夠了解，但論壇三方正在努力推動兩地民間經濟整合互
惠。許榮茂說：「論壇是架起一個平台，讓更多人了解兩岸
合作的新空間、新領域，共同探索如何挖掘這方面的潛力和
商機。」他表示，此次亦請來三地知名專家、學者和企業家
發表真知灼見，冀能對兩岸民間經濟合作提供好的建議。
「鑑於當前國際、內地經濟形勢嚴峻，中國經濟已成為世

界經濟的重要力量，該是民營企業走出去的時候了！」許榮
茂堅定地說，國家「走出去」戰略提出幾年，真正走出去的
以國企為主，民營企業走出去要具備技術領先、資本雄厚和
對全球經濟的了解和準備，現在前兩個條件成熟，民企也迫
切需要更了解世界和全球經濟需求，這便需要一個平台組織
大家多走走、多看看、多了解。較歐美市場，台灣相對更容
易為內地民企所了解，兩岸三地合作走出困境，抱團取暖共
同抵禦外來風險，是論壇希望達到的主要目的之一。

王建民劉憶如蔡冠深黃茂雄赴會
是屆主題為「拓展兩岸三地民間經濟合作新空間」，華商聯

執行會長兼秘書長劉永碧稱，此次論壇邀得中國社科院台灣
問題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劉憶
如等理論家主講，同時結合兩岸三地的商界成功人士蔡冠
深、黃茂雄、南存輝、李秀 等座談商界實踐經驗，共同探
討兩岸三地合作的新空間。論壇還將安排青年專場，邀請兩
岸三地的青年商界精英，共商如何在後ECFA時代繼承和拓展
兩岸經貿合作與發展。她表示，論壇從首屆開始就致力於打
造以兩岸三地企業家為主體、聚焦兩岸經濟合作、服務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機制化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身為成

功商界人士，許榮茂不僅僅滿足於搭建
兩岸三地的交流平台，他亦是兩岸經濟
合作發展的先行者。兩年前，他與港、
台知名企業家趙藤雄、黃茂雄、郭炳
湘、李兆基率先在促進兩岸經濟交往及
投資便利化等領域先行探索，開展南京
高科技產業園項目；去年又在福建平潭
島開發現代服務業項目，兩者都在實踐
中推動 兩岸和平與發展，構建兩岸經
濟利益紐帶，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
面做出貢獻。
「我想從民間經濟角度，從做實事的

角度出發，緊緊抓住經濟槓杆，推動兩
岸關係的不斷深化發展。」許榮茂躊躇
滿志地表示，兩岸經濟如何一體化，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需要兩岸三地企業家
攜手共建。目前南京的高新科技園正在
攜手兩岸及全球雲技術企業共同打造
「中華雲谷」，平潭的項目亦進行得如火
如荼。他介紹說，平潭是大陸距離台灣
最近的島嶼，平潭綜合實驗區已成為海
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先行先試的窗口，他
與同仁冀打造現代化濱海城市綜合體，
力爭成為海峽西岸經濟一體化的示範
區。
許榮茂平靜地稱，兩個項目都是為兩

岸友好交流、和平統一做循序漸進的鋪
墊工作，也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讓更多企業來參與。他亦希望借助是次
論壇的平台，讓兩岸三地的企業界人士
更多了解這些項目、參與建設。

論壇首移師香江
冀整合三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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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洪祝書記（左二）在第二屆論壇與浙台港三地會長許榮茂、駱錦明、

鄭宇民合影。

■江丙坤(右二)接受華商聯致送紀念品，由許榮茂、郭炳湘、張閭衡代表

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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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合作交流會浙江論壇現場。

■趙洪祝書記（左）與范徐麗泰在第二屆論壇開幕

式上。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左六)與出席首屆論壇的浙港企業家合影。

■第二屆論壇上，趙洪祝書記向台灣嘉賓致贈禮品並合影。

■首屆論壇上，江丙坤、饒穎奇等與訪台團成員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拓展兩岸三地民間經濟合作
新空間──第三屆後ECFA港浙台經貿論壇」首度移師香港，
世界華商聯合促進會會長許榮茂亦看好港浙台三地的聯合優
勢，冀在歐美經濟堪憂的現狀下，整合三地優勢，共尋大中
華經濟圈的崛起。
談及香港優勢，許榮茂稱，香港的國際貿易、融資平台作

用不可取代，特別是在兩岸三地以至大中華經濟圈、東北亞
地區。目前全球經濟萎縮，民間資本融資困難，可利用香港
的融資作用令企業做大，這一過程中也需要很多專業人才，
香港在金融服務、法律、會計、稅制等方面人才濟濟；同
時，香港對世界的輻射力亦是企業走出去的重要途徑。

利用文化平台聯繫全球華僑
他稱，大陸近年在技術、管理發展迅猛，龐大的市場和資

源更日益受到關注，台灣的優勢在於對世界的了解以及領先
的高新科技，如果三地資源和市場整合起來，力量不可忽
視，將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強的競爭力，可以為大中華經濟
圈的崛起發揮強勁作用。因此，是次論壇必然關注兩岸三地
的合作，以及企業界的更多訴求。他說，華商聯也因應需
要，在組織百名浙江企業家訪台交流之後，多次主辦「文化
的力量」等活動，組織兩岸企業家赴浙江、黑龍江等地，冀
借助文化的力量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社會和諧，以至世界經
濟的發展與和諧，利用文化平台把全世界的華人華僑聯繫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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