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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行業最受惠大灣區
總商會調查：經濟規模料十年內媲美東京灣區

全球各大灣區對比全球各大灣區對比
東京灣區東京灣區 紐約灣區紐約灣區 舊金山灣區舊金山灣區 大灣區大灣區

人口 (百萬 ) 43.5 23.4 7.2 66.7

人均人均GDPGDP (( 20162016年年，，美元美元 )) 4141,,000000 6969,,000000 9999,,000000 2020,,000000

範圍（1,000 平方公里） 36.8 17.4 17.9 56.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馮氏集馮氏集團利豐研究中心團利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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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雖然受訪的商界人士普遍看
好大灣區商機，但亦坦承有不少因素至今仍阻
礙其發展，包括區內多個城市的經濟角色互相
重疊、保護主義抬頭以及若干高管存在「害怕
變革」的思想。《報告》認為，區內地方政府
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在於廣泛議題上加強合
作。這包括經濟政策、環境和運輸問題以及監
管協調。

指經濟角色重疊 缺協調合作
《報告》披露，59％的受訪者認為大灣區
城市具有互補性。但同時有64％的受訪者表
示，大灣區城市的經濟角色存在相當程度的重
疊。這一點反映了過去幾十年來，大灣區內的
許多城市常常在同一行業中進行競爭，缺乏區
域協調與合作。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1/4的受訪者認為這些城
市是可相互替代的，16％的受訪者認為大灣區
城市既不能互補，也不能互相替代。一半的受
訪者表示，角色的劃分在某程度上是存在的。
然而，只有13％的受訪者表示大灣區各城市
之間的角色存有明確分工，因此各方在提高大

灣區區內的協調與合作範疇仍需努力。

憂政府之間和內部溝通斷層
《報告》又稱，雖然不難看出城市間加強
合作帶來的諸多裨益，但真正實施起來不容
易。調查結果顯示，阻礙大灣區發展的挑戰有
三，一是保護主義抬頭（60% 的人將其作為
第一、第二或第三大挑戰），其次是地方政府
之間和內部的溝通斷層（53%）。而受訪者反
映的第三大擔憂，就是怕該發展過度依賴政府
的預見和規劃能力（被 47% 的人視為第一、
第二或第三大挑戰）。

高管最關注「害怕變革」因素
此外，更多的香港受訪者（34%）把「害怕

變革」 視為一項威脅，而持此觀點的內地受
訪者僅為 18%。此外，高管或以上職位的受
訪者（32%）比中級或以下管理人員（21%）
對「害怕變革」這一因素更為關注。另一方
面，中級或以下管理人員將「城市之間的關
係」作為大灣區面臨的最大挑戰（44%），而
持此觀點的高管人員僅為 31%。

保護主義是最大挑戰

畢畢馬威和香港總商會昨公佈馬威和香港總商會昨公佈《《大灣區規大灣區規
劃劃——驅動成功的關鍵驅動成功的關鍵》（》（簡稱簡稱《《報報

告告》），》），有關調查分別在今年有關調查分別在今年66月和月和77月間進月間進
行行，，訪問了來自本港訪問了來自本港、、廣州廣州、、深圳及大灣區其深圳及大灣區其
它城市合計它城市合計614614位企業管理層位企業管理層，，當中香港佔三分當中香港佔三分
之二之二，，廣州和深圳分別佔廣州和深圳分別佔1515%%及及1313%%；；行業涵行業涵
蓋製造蓋製造、、分銷分銷、、電子商務電子商務、、零售和物流等等零售和物流等等。。
調查發現香港受訪者對大灣區的競爭力最感調查發現香港受訪者對大灣區的競爭力最感
樂觀樂觀。。更多在香港有業務的受訪者更多在香港有業務的受訪者（（4141%%））認認
為大灣區能在十年內與東京灣區媲美為大灣區能在十年內與東京灣區媲美，，比在中比在中
國內地有業務的人高國內地有業務的人高（（3434%%）。）。

騰訊騰訊：：可成最多元灣區經濟可成最多元灣區經濟
《《報告報告》》引述騰訊引述騰訊（（07000700））高級公共政策研高級公共政策研
究員陳創前指出究員陳創前指出，，大灣區可能不止是媲美紐約大灣區可能不止是媲美紐約
和東京和東京、、甚至可成為全球最多元化的灣區經甚至可成為全球最多元化的灣區經
濟濟。「。「大灣區最大的優勢是很多基礎設施和能大灣區最大的優勢是很多基礎設施和能
力已經到位力已經到位，，不需要從零開始不需要從零開始。」。」他預期大灣他預期大灣
區可以充分利用本港的金融服務業區可以充分利用本港的金融服務業、、澳門的娛澳門的娛
樂休閒業樂休閒業，，以及深圳的科技創新專長以及深圳的科技創新專長，，而東而東
莞莞、、廣州等內地城市也可為該區提供強大的製廣州等內地城市也可為該區提供強大的製
造業支持造業支持。。

畢馬威籲提高區內合作水平畢馬威籲提高區內合作水平
有份負責調查的畢馬威中國南方區首席合夥有份負責調查的畢馬威中國南方區首席合夥
人施展芳亦認為人施展芳亦認為，「，「大灣區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大灣區的主要目標之一是
提高區內的合作水平提高區內的合作水平。。這包括釐清大灣區這包括釐清大灣區
內各城市的核心競爭優勢內各城市的核心競爭優勢，，並探索它並探索它
們之間優勢互補的方法們之間優勢互補的方法。」。」他他
建議建議，，香港可以繼續增強其香港可以繼續增強其

在金融和專業服務領域的優勢在金融和專業服務領域的優勢，，深圳可以利用深圳可以利用
其在高科技製造和創新方面的專長其在高科技製造和創新方面的專長，，而廣州和而廣州和
東莞則可以發揮它們的製造能力東莞則可以發揮它們的製造能力。。因此因此，，大灣大灣
區有能力成為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城市群區有能力成為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城市群。。
談及大灣區的優勢時談及大灣區的優勢時，，畢馬威中國香港區管畢馬威中國香港區管

理合夥人劉麥嘉軒昨於記者會上表示理合夥人劉麥嘉軒昨於記者會上表示，，有有3939%%
的受訪者認為大灣區最能吸引投資的因素是資的受訪者認為大灣區最能吸引投資的因素是資
金流通性金流通性，，其次是人員流通其次是人員流通、、服務流通和信息服務流通和信息
流通流通。。她相信香港可以利用自身金融基礎設她相信香港可以利用自身金融基礎設
施施，，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加強香港作為區域內加強香港作為區域內
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和作用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總商會總商會：：港三大優勢須加強港三大優勢須加強
同場的香港總商會副總裁同場的香港總商會副總裁((政策及商務政策及商務

發展發展))陳利華則認為陳利華則認為，，大灣區發展對香大灣區發展對香
港而言是一項港而言是一項「「先鋒計劃先鋒計劃」，」，而而
為了充分利用這一規劃所提為了充分利用這一規劃所提
供的機遇供的機遇，，本港必須把工本港必須把工
作重點放在三個方作重點放在三個方
面面，，包括最具競包括最具競
爭優勢的行爭優勢的行
業業，，即國即國
際 金際 金
融融

、、航運與物流航運與物流、、離岸人民幣交易和爭議調解離岸人民幣交易和爭議調解；；
其次在其次在「「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之下衍生的獨特性質如法之下衍生的獨特性質如法
治精神治精神；；最後善用地理位置優勢最後善用地理位置優勢，，加強與世界加強與世界
各地聯通的能力各地聯通的能力。。
《《報告報告》》又披露又披露，，在大灣區發展最受益行業在大灣區發展最受益行業

的調查方面的調查方面，，結果顯示有結果顯示有6868%%受訪者認受訪者認
為貿易與物流是最受益的行業為貿易與物流是最受益的行業，，其次其次
有有6262%%及及6060%%受訪者分別認為是金受訪者分別認為是金
融服務及創新技術的研發最受融服務及創新技術的研發最受
益益，，有有5252%%受訪者則選擇專受訪者則選擇專
業服務業服務，，另外同樣有另外同樣有2828%%
受訪者認為製造業及旅受訪者認為製造業及旅
遊與展覽業同樣受遊與展覽業同樣受
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隨着港珠澳大橋

最快今年年底通車，國家的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發展

規劃，愈來愈受財金界人士重視。昨日一份對港、

穗、深及大灣區其它城市共614位企業管理層的調

查顯示，80%人表示支持此跨區域戰略，52%至

68%人認為貿易物流、金融、創新研發及專業服務

此四行業將最受惠。逾1/3人認為大灣區的經濟規

模十年內可媲美東京灣區，32%及28%人甚至認

為可挑戰三藩市灣區或紐約灣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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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關鍵在於優化合作模式
大灣區的發展對香港來

說，可謂是一項主要優先
工程，何止是調查中指出

的對本港最具競爭優勢的行業，即國際金融、
航運與物流、貨物貿易及製造業等有利，大灣
區合作亦可望能夠幫助香港解決近年來在一些
領域遇到的瓶頸問題。這包括廢物管理、住
房、教育和年輕人的機會，以及老齡護理。

各具獨特長處經濟結構
作為亞洲最具活力的經濟區域，大灣區將成為

未來幾年中國內地的一個重要增長動力。近幾十
年來，大灣區城市各自發展自己的獨特長處、經
濟結構和需求。同時，由於區內城市受不同海關、
法律和行政制度規管，跨境流動的改善將在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機構之間加強合作及協調。

港應制定整體發展戰略
因此，大灣區的發展成功將有賴各方的合

作及協調，關鍵是要找出可統一和優化該區城
市經濟的合作模式。為協助企業了解這些情
況，總商會的報告建議港府應設立一個大灣區
辦事處去提出建議、制定策略和政策方向。大
灣區辦事處將負責釐清香港在該區發展和經濟
增長方面的潛在參與作用，並與區內政府進行
協調，及向公眾發佈官方的有關大灣區信息。
同時，香港應制定一個整體發展戰略，以制定
一個全面的策略為目標，深化與深圳和大灣區
其他城市的區域合作，才能有利這一戰略的實
施。 ■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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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利華(左)認為，大灣區發展
對香港而言是一項「先鋒計
劃」。旁為劉麥嘉軒。 馬翠媚攝

■■隨着港珠澳大橋最快今年年底隨着港珠澳大橋最快今年年底
通車通車，，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發展規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發展規
劃愈來愈受財金界人士重視劃愈來愈受財金界人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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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調查的一大亮點是，報告還附有
對6間來自不同行業公司的詳細專訪，
其中有5間的市值達到千億元以上規
模。它們之中既有華潤集團、招商局集

團這樣的傳統大型國企，也有順豐、騰
訊這類高速增長的著名民企，此外還有
在香港經營多年的老牌外企太古集團，
它們都看好大灣區的商機。

國企看法

華潤：5年內增投逾千五億
華潤集團披露，在大灣區的投資額達480億美

元，分佈在不同新舊經濟領域，包括醫療保健、製
藥、房地產、餐飲、零售、科技和公用事業等。在
未來五年，華潤計劃至少增加投資200億美元(約
1,560億港元)，但投資方向將會有重大轉變。
華潤戰略管理部高級副總監余忠良表示，公司將

集中關注新經濟範圍，每個項目都會與創新有關。
內地經濟改革轉型的一個重要環節是開發電子商
務、金融科技、可再生能源、生物製藥、廢物管
理、醫療保健、醫療設備和財富管理等領域，這些

都是華潤的重點發展行業。

招商局：需盡快建協調機制
招商局集團戰略發展部副部長吳少華建議，大灣

區需要盡快建立協調機制，統籌區域發展。一方
面，要發揮中央政府在建立整體合作框架、協調落
實區域重大合作發展事項上的作用。
另一方面，要發揮合作平台的作用，調動政

府、企業、行業商會等機構的積極性，推動區域
間的合作，不斷探索改善合作環境。他又建議，
政府仍應該提供一些刺激措施和資金，促進創新
技術開發。

外企看法

民企看法

太古：多個領域業務可加強
太古集團擁有五個核心業務部門：航空、房地
產、工貿、餐飲和海運服務。公司相信大灣區的發
展將產生新投資機會，令公司在這些領域的業務進
一步加強。
集團指出，雖然內地許多行業都已經遵從CE-
PA，對香港企業開放投資，但仍有幾個行業不接
受來自香港的投資。例如，當香港的航空公司在
內地投資相關業務時，仍然是被視為外國公司。
假若能夠取消這些投資限制，將可以增加流入大

灣區的資本。

Twinkle ：樂意區內設零售店
Twinkle Baker Decor 的創辦人葉致欣表示，「我

們當然樂意在大灣區開設零售店，但問題是，我們
無法在當地找到合適的糕點廚師和品嚐專家。」她
指出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借助香港，因為香港有眾多
世界一流的餐廳和糕點商店，可以幫助培訓區內極
短缺的新員工。此外，如果香港的食品安全標準能
夠在內地得到認可，或者反過來也一樣，公司的業
務發展將更加平穩順暢。

順豐：須貨物融通人才融合
戰略管理處副總監彭輝表示，為了實現大灣區規
劃的潛力，地方政府必須把重點放在兩個方面：貨
物的融通和人才的融合。
要達到貨物的融通，將需要區內海關管理、流程

和標準的融合。區內融合的關鍵並不只是向香港學
習，而是需要各城市官員共同努力，去建立一個可
以解決邊境管制、貨幣和立法差異的海關系統。要

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發展區域人才庫。

騰訊：相關政策法規要跟進
騰訊高級公共政策研究員陳創前表示，基礎設施
和政策方面的區域一體化對成功實現大灣區規劃相
當重要。要實現這一構想，適當的金融、物流、製
造和技術基礎設施只是其中一個要素。相關的政策
和法規也要跟進，以確保人員、商品和服務能夠在
區域內自由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