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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香港是中轉站 今日依舊是橋樑

陳
經
緯
：

全國政協經濟
委員會副主任、
全國工商聯副主
席、香港中國商
會主席、經緯集
團主席陳經緯在
接受本報專訪時
表示，「一帶一
路」是世界上跨
度最長的經濟大
走廊，蘊藏了巨

大的發展機遇和潛力，呼籲港澳同胞和海外
華僑華人及其社團積極參與到該戰略中，並
使其成為一種自覺的行動，充分發揮其特有

優勢和獨特作用。

香港力爭成樞紐
他提到，不僅是中國內地，香港目前也面

臨着轉型升級的問題，共建「一帶一路」，
既可以服務國家戰略，又能給香港自身發展
帶來新的契機。「香港有條件為 『一帶一
路』做出特殊的貢獻，以重要的中介角色協
助內地，並進一步成為國家建設『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的樞紐，成為內地和香港企業
聯合走出去的基地。」他認為，香港 「跳
板、橋樑、窗口」的作用，短期裡內地省市
還不能夠取代，在「一帶一路」戰略中，香
港作為轉口港的功能還可以進一步延伸。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途徑超過4,000萬
華僑華人聚集、佔全球華商總資產約30%的東
南亞地區，這也就意味着華人華僑在其中發揮
的作用至關重要。陳經緯指出，海外華人華僑
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獨特資源，是連接中國與
周邊國家的天然橋樑和紐帶，「他們熟悉駐在
國的社會、法律、文化環境與風土人情，對祖
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也很熟悉。」
談到他個人是否準備投身「一帶一路」建

設時，陳經緯表示，早在「一帶一路」戰略
剛剛露出意向時，他就購入了泰國部分土
地，準備興建商貿城，打造中國與東盟產品
互銷的交流交換平台，為「引進來」和「走
出去」提供便利。

海外華僑應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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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代表委員們紛紛建言，有的認為香港「跳板、橋樑、窗口」的
作用短期內無可取代，「轉口港」的功能可藉「一帶一路」進一

步延伸；有的希望香港利用好其在人民幣離岸中心、融資和資產管
理、專項服務等方面的優勢，支持「一帶一路」框架下「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的籌建和營運；有的建議香港與內地相關省市應到「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聯合路演，推動香港貨品、服務和投資進入海外市
場；有的提出發揮香港的漁業資源，設立南沙海洋產業合作區，為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提供產業抓手……儘管各有側重，他們均認
為，香港作為內地與海外歷史最悠久的中轉站，需積極融入國家戰
略，以釋放更多活力、發揮樞紐作用，爭取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中實現共享共榮。

海陸共同開發 分享「絲路紅利」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對本
報表示，「一帶一路」自提出以來就得到了積極回應，但對陸上「絲
綢之路經濟帶」的迴響及實施速度，均遠遠大於「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較快，一方面是由於陸上各接壤
國早有不同形式的經濟合作機制，和大量的邊境貿易、人員往來；另
一方面則是因為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以鐵路、公路等交通項
目作為強有力的啟動抓手，讓相關各國能夠即時分享到「絲路紅
利」。相比之下，圍繞海洋資源的權益爭奪則愈演愈烈，尤其是中國
與海上絲路沿線各國在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過程中，還不
曾找到一個具體產業作為抓手，從而有效啟動各方力量。
對此，他建議，應在廣東南沙建設國家級的「21世紀海上絲路經濟合

作區」，以海洋經濟及藍色產業作為紐帶，並運用粵港兩地在漁業方面
的傳統優勢，以「南沙海洋經濟綜合實驗區」和「國家科技興海產業示
範基地」作為「21世紀海上絲路經濟合作區」建設的首期目標，以遠洋
漁業作為抓手，在最短的時期內切實調動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尤其是
東盟10國的積極性，共同啟動海上絲路的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
因此，他認為，只有通過對海洋經濟的共同開發，才能將「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的建設落到實處，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同樣
也需要抓手，在南沙設立海洋產業合作區，則可以以遠洋漁業為抓手，
在最短時間內調動沿線國家、尤其是東盟10國的積極性。因南沙擁有珠
三角最後一塊廣達800平方公里可供規劃開發的土地，他建議，選擇南
沙開設中國海上經濟合作區或者自貿區，在區內設立世界級的海洋經濟
合作論壇及海洋經貿洽談會的永久會址，可以獲得更便利的條件。

籲建常設機構 升級藍色產業
蔡冠深建議，應在南沙設立海上絲路各國海洋經濟合作聯席會議辦
事處，作為前述合作論壇及經貿洽談會的常設機構，並充分利用南沙
作為自貿區的政策優勢，在當地重點開展有關海洋的商務服務、休閒
旅遊、科教研產和高新科技等，建設有利發揮港澳台優勢的區域性海
洋商貿服務基地、與港澳台配套的世界知名的旅遊度假基地、海洋產
業科教研產平台等，並進一步將其建設成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
澳經濟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深化改革開放和科技創新的先行區、促
進我國海洋經濟產業升級發展的新平台。
在此產業園中，他認為，首先應該啟動的是南沙國際漁業合作示範
園，集中排名香港、內地前6位的水產企業的實力，在廣東尤其是廣州
市政府的支持下，將其建設成佈局合理、具有漁業特色的國際合作示
範園，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收穫前期利益，樹立標杆。同時，
在該產業園的建設中，還能夠利用中國消費群龐大、國人高端海產消
費能力迅速提升的優勢，建設以南沙國際水產品批發市場為核心，大
型冷庫、大型倉庫和水產品檢驗檢測、冷鏈物流、跨境電商等配套設
施和服務齊全的，集國內外採購、進出口、倉儲、展示、交易、配
送、融資於一體的現代化國際漁業交易平台，從而吸引國內外優質水
產品貨源及有實力的水產品企業進駐。

全國政協委員黃
揚略於兩會期間建
議，在「一帶一
路」戰略框架下，
國家可因時制宜，
賦予香港新的功能
定位，以充分凸顯
和發揮香港在金
融、資訊、渠道、
管理、人才等方面
優勢，促成香港作

為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橋頭堡和助推器，同時
給香港帶來新的生機活力和繁榮穩定。他指

出，大量內地企業會將業務擴大至海外，內地
過剩產能也將轉移到「一帶一路」沿線合作項
目中，在此情況下，內地不論民企和國企，對
通過香港融資以及獲取專業服務的需求，只會
有增無減、越來越大。他相信香港與內地合作
的範疇和規模會不斷加強、加大，其所擁有的
國際認可的專業服務人才也將服務於「一帶一
路」框架中。

積極帶動民生領域進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對本報表示，在
「一帶一路」發展過程當中，香港可以擔當起
更加積極的角色，從而帶動香港的發展，惠及

香港普通民眾，帶動民生領域的進步。他續
指，香港在國際視野和制度上的優勢非常明
顯，應該繼續發揮作用，在「一帶一路」中促
進雙向雙贏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工商銀行副行長張紅力建

議，應該充分發揮金融作為國家軟實力的先行
優勢和引領作用，集中金融力量辦好「一帶一
路」這件大事，將「創新思維、創業心態」貫
徹到底。在輿論引導上，他建議處理好境內離
岸證券交易市場（國際板）與香港資本市場的
關係，強調互利共贏的關係而非零和博弈關
係，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等渠道讓香
港共享利益。

全國兩會已進入第五天，觀察港區代表委員們的話題，「一帶一路」始終是高頻率熱詞。當前香港經濟

面臨轉型升級的變局，開拓新路是不二選擇，而「一帶一路」這條具有全球價值的現代經濟合作走廊，恰

恰為香港提供了更富潛力、更高增值的契機。香港如何在「一帶一路」戰略中把握機遇、實現多贏，是當

前的迫切課題，成為港區代表委員建言獻策的責任所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兩會報道

「一帶一路」成香港增值契機

林
健
鋒
：

全國政協委
員 林 健 鋒 表
示，香港特區
應利用「一國
兩制」、「高
度自治」的政
策優勢及獨特
的地理位置和
健全的法律制
度等條件，抓
緊 「 一 帶 一

路」的機遇、強化角色。他建議香港可藉
此機會，與沿線國家進行互訪、商談自貿
協定、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等，開拓新的

商機。他認為，特區政府應與內地各主要
大城市的地方政府，特別是「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沿線的地方政府，建立高層
次、有專職部門負責的溝通平台，加強信
息的互通機制。而在此平台上，他還建
議，香港與內地相關省市，應到「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聯合路演，為香港貨品、服
務和投資進入海外市場，創造更加有利的
條件，同時亦能加強對於「一帶一路」戰
略的海外宣傳。
此外，他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
貿和航運中心，可以為更多「走出去」
的內地企業提供多元化的金融和法律等
專業服務，使得有關企業的運作可以充

分與國際接軌。內地可通過香港這一平
台，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
貿聯繫。

簡化港粵通關手續
林健峰續指，為配合未來廣東自貿區的發

展，加強香港各大碼頭、機場及鐵路等基礎
運輸設施的建設和配套，簡化口岸通關手
續，使得物流、人流、資金能夠釋放出更大
活力，以配合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此
外，他認為，香港可以爭取利用其融資和資
產管理方面的優勢，來支持「一帶一路」框
架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籌建和
營運。

香港應強化角色闢商機

內地過剩產能外移 香港服務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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