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易) 16年
前，美國《財富》雜誌在香港主權
移交時預言「香港將死」，及後香
港歷經亞洲金融風暴，沙士肆虐，
全球金融海嘯等考驗。日子過去
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優勢是
否尚存？香港歐洲商務協會主席奧
森(Jens-Erik Olsen)接受本報專訪時
不諱言，高租金令本港愈來愈難吸
引外國人才，長遠恐拖累航運等服
務業發展。他又指外界高估「佔中」
作用，暗示部分團體藉此做文章。

歐商會由12個歐洲國家商會組
成，與歐盟合作溝通，致力推動歐
盟商務訊息交流。此外，他們也邀請歐洲官員、政
客和商人訪港，聽取本地商會關注問題。作為這個

「商會中的商會」主席，奧森表示，「一國兩制」令
香港得以同時保持與國際及中國內地良好關係，相
信憑借卓越的法治及應變能力，可建立獨特「身份
屬性」。

背靠中國「跑贏幾條街」

不少人習慣將香港與新加坡、東京、上海等城市相
提並論，其中同是「亞洲四小龍」的香港與新加坡，
又素有「瑜亮情結」，相惜相嫉。歐商會前任主席彭
博倫(Paul Brough)認為，日本本身已自成市場，故對香
港威脅甚少；反而是新加坡在吸引外企建立地區總
部、上市、基金管理等方面很有競爭力。惟他認為，
香港最大優勢是背靠中國內地市場，「就憑這點，香
港可以跑贏新加坡好幾條街」。

彭博倫續稱，儘管上海也對香港構成競爭，但香
港只要保持現有體系正常運作，完全可成為亞洲頂
級金融中心，帶動一連串效應。「與其說香港是頂
級國際金融中心，我覺得它更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商
業中心。如果你吸引跨國公司來港投資，他們在這
裡建立區域總部，下一步會發生甚麼？銀行來了，
會計師來了，律師來了，每個人都來了。」

多建國際學校 改善環境

他透露，目前，有約200間跨國企業亞太總部在香
港，為本港金融市場帶來許多機遇。

彭博倫承認，隨㠥中國經濟騰飛，愈來愈多外企
跳過香港直接與中國內地建立商業聯繫，亦有不少
跨國公司將業務重點轉移到上海。惟他認為，香港
的優勢仍在法律、人才等軟實力，未來多年仍保持
卓越競爭力。「中國有很多人才，很多商業精英，
唯一弱點是企業管治能力」。他呼籲港府建造更多國
際學校，警惕環境污染，並簡化機場入境手續以吸
引更多國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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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 須克四憂

港膺歐盟重要投資地

跳板難取代
引資全球第三

英商會最新《年度商業信心調查》顯
示，商會成員對本港未來1年的樂觀

指數，由去年71%升至今年84%；未來5年營
商環境信心由85%升至89%；多達96%商會
成員滿意本港營商環境。

「佔中」無助引國際投資

不過，夏偉邦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提醒
本港存在不少隱憂。他指，人口老化產生的
勞動人口缺口，將導致政府稅收減少，社會
福利及醫療支出上升，長遠恐令香港失去經
濟增長動力。加上港府計劃
於2016年前減少逾4,000個國
際學校學額，意味屆時需靠
輸入專才填補職位，對社會
構成壓力。他又批評，港府

有利跨國企業的政策，最終都因「官商勾結」
的指控變成空談，擔心市場自由度受限。同
時，他又認為，「佔中」無助吸引國際投
資，他相信港府也會根據本港實際情況推行
政改。

英語水平有下降趨勢

來港逾20年的夏偉邦，與香港結下深厚情
誼。他指若單看警察、消防員、救護員等，
16年來表面上變化不大。但近年愈來愈多內
地人湧入香港，「街上聽普通話的機會比英
語更多」，令他擔心港人失去英語優勢。數據
顯示，僅47%商會成員認為現時政策有助提
高畢業生外語能力。「在中國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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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演角色「商務整合商」

有外商不滿本港近年過度關注中國內地，
亦有不少人認為香港只是中國門戶，或是外
企進入中國內地的跳板，對此夏偉邦並不認
同。他指香港的真正角色是中國乃至亞洲的
商務整合商（business integrator），通過大規
模提供金融、專業、法律服務，為中國內地
及世界架起橋樑。他又強調，香港不可輕視
韓國、越南等鄰近國家的貿易夥伴關係，

「這逾300家選擇香港作為亞洲總部的英國企
業，除了中國之外，還做整個亞洲生意。」

夏偉邦不認為香港是內地城市主要對手，
強調香港應明確自身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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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稱自己也曾長居上海，感受到滬港兩地差
異巨大，經濟功能互補，不會構成競爭。

夏偉邦認為，香港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最
大挑戰來自如何保持統一監管體系、維護金
融交易信用，以及保持法治、言論自由。他
預計本港未來5年將增強與發展中國家的經
貿聯繫，同時強化人民幣離岸中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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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政府早前計劃於2016年前，幫助

1萬個新型企業打入國際，香港英商會亦

會協助部分企業進入香港。目前本港有

逾千間英國企業，分布金融服務、專業

服務、法律、建築、教育等各領域，當

中渣打、匯豐等在港交所作第二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本港依靠簡單
稅制及低稅率、資訊自由流通性及地理位置等
優勢，成為海外及中國內地企業倚重的商貿樞
紐。去年環球投資市場動盪，聯合國貿易及發
展會議近日發表《2013年世界投資報告》指
出，全球去年外商直接投資（FDI）錄得18%下
降，本港FDI更減少22%，但金額仍達750億美
元，在全球FDI排名較2011年跳升一級，位列全
球第三。

調查：22%公司有意擴充

據投資推廣署統計，2012年在港經營業務的
海外及內地公司共有7,250家，較去年增加

4.3%，相對2011年則錄得62.3%增長，創歷年新
高（見表），顯示香港持續是海外及內地公司發
展亞洲業務的重點據點。其中3,883家公司將地
區總部及地區辦事處設於香港。儘管環球經濟
情況尚未明朗，當中仍有22%公司表示可能在
未來三年擴充在港業務。

按地區統計，來自美國及日本的公司數量持
續高企，分別有1,388家及1,218家；來自內地的
公司數量有大幅增長，自2001年起增長101%，
達853家；英國公司亦為數不少。四個地區合共
佔外資公司總數約55%。此外，來自台灣及新
加坡的公司有顯著增加（見表）。

作為亞洲外貿批發零售港口，香港吸引力正
不斷上升，按行業統計，本港
外資公司從事行業的頭三位，
依次為「進出口貿易、批發及
零售業」、「專業、商用及教育
服務業」和「金融及銀行業」，
佔比分別達45.5%、18.6%和
15.9%。而「運輸、倉庫及速遞
服務業」及「建造業」則分別
佔7.8%及3.8%。

稅制資訊自由最重視

投資推廣署就本港吸引外資
來港的有利因素，向有關公司
作出調查，受訪公司認為「簡
單稅制及低稅率」與「資訊自
由流通性」最為重要，對本港
有利程度評級分別為73%及
69%，可見本港所提供的市場
優勢受到外資公司重視，亦解
釋外資公司紛紛選擇來港的原
因。至於第3位及第4位重要性
事項則是「廉潔政府」與「政
治穩定及安全性」，有利程度評
級為61%和60%。

其他有利因素方面，「地理
位置」、「自由港地位」與「法
治及司法獨立性」位置前列，
有利程度為64%、64%和62%，
但重要性地位僅佔據第10位、
11位和5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易) 歐商
會指出，本港為投資者提供高效
率營商環境和基建設施，包括優
秀環球電訊系統、高效率港口與
機場設施、不受外匯管制的穩定
貨幣、低稅率政策及健全法律及
司法制度，歐盟企業亦受惠。截

至2011年6月1日，共454間歐盟企
業以香港作為地區總部，此外，
在港開設地區辦事處和本地辦事
處的歐盟企業分別有695間及670
間。

歐盟在香港涉足多個行業，大
型 企 業 包 括 A d i d a s 、 巴 斯 夫

(BASF)、拜耳材料科技(Bayer
MaterialScience)、德國郵政敦豪
(Deutsche Post DHL)、 愛立信
(Ericsson) 、 漢高(Henkel)、宜家
(IKEA) 、路易威登(LVMH) 、馬
士基(Maersk) 、 馬莎百貨(Marks &
Spencer)、諾基亞(Nokia)等。

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兩位歐商會前任
及現任主席經已先後到中國內地及香港發展。
奧森(Jens-Erik Olsen)1992年來港加入通貿亞洲公
司，領導公司成為亞洲領先的商業船舶經營業
者。其後，他創辦船舶諮詢公司Eight Ships
Limited，並在2002年出任香港丹麥商會主席，
現為環境保護運動委員及國際商會聯盟珠三角
委員會主席。

至於出生於英國的彭博倫(Paul Brough)，於
1983年加盟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畢馬
威中國(KPMG)，後成為該公司地區高級合夥
人，專責銀行保險業，幫助跨國企業進入中
國，並協助內地公司投資海外。2005年9月至
2008年10月，彭博倫受香港金融管理局委託，
接管匯業銀行香港地區業務，後為美國雷曼兄
弟8家香港公司的清盤人。

兩任主席服務香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香港英國商會行政董事夏偉邦(Christopher

Hammerbeck)去年接受本報專訪時曾表示，香港回歸至今最大成功在於「屬

於中國，某種程度又游離在外」。一年過去，他再度接受本報專訪，指本港營

商環境並無大改變，香港仍尊享「中國門戶」之便利優勢，看好香港繼續成

功。但他提醒，人口老化、官商勾結的指控日趨嚴重、港人英文水平下降，

以及「佔中」等，會成為吸引國際投資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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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怡和皆英商會成員

英商會成員最滿意項目
1、地理位置 (100%)

2、公共治安 (100%)

3、稅收系統 (99%)

4、自由港地位 (99%)

5、基礎設施 (97%)

6、通訊 (96%)

過去1年滿意度降幅最大項目
1、低成本勞動力 (下降12%)

2、高質素人才 (下降9%)

3、商業租金 (下降4%)

4、住宅租金 (下降4%)

數據來源：英商會2013年《年度商業信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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