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昨出席「央視財經論壇」致辭時
指出，金融服務是資金融通和流動的基礎，
是新時代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近年
以來有不少學者和專家指出，金融市場快速
膨脹，衍生出「脫實向虛」的泡沫風險，最
終可能反而窒礙經濟發展。香港可以繼續作
為內地市場和投資者與國際接軌的橋頭堡，
協助國家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深化金融改
革，為國家邁向高質量經濟發展的過程
中，作出重要的貢獻。

研同股不同權 配合新經濟
他續指，港府一直致

力提升金融服務業的監
管水平，防範系統性風
險，以及維護市場的公
信力和投資者的信心。
政府留意到在創新科技
帶動的全球經濟新格局
下，不少顛覆傳統模式
的新經濟企業，例如互

聯網、科技、醫療和生物科技公司，都會
傾向採用「同股不同權」的架構，讓企業
創辦人和主要管理層在籌集資金推動企業
發展的同時，也可以繼續主導公司長遠的
策略發展。面對這個趨勢，香港的相關監
管機構現正密鑼緊鼓研究相關安排，讓香
港的上市平台可以與時並進。當然，在研
究任何新安排時，必須確保投資者得到合
適的保障、金融市場的素質不會動搖。

李彤：港所長受惠國家所需
中銀國際首席執行官李彤昨在論壇上亦

指出，香港將能多方面受惠內地金融發
展。香港是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粵港澳
大灣區中最核心的城市之一，相信能與京
津冀城市群作出呼應。正所謂「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於1993年首間中企青島
啤酒就利用香港上市平台進入國際市場，
現時已有超過1,000間中企在香港上市，港
股市值由20年前的3萬多億增加至30多萬
億港元，增加了10倍，中企透過香港作融
資後，再生產及拓展業務，兩者可以相輔

相成。

國企重組改革將帶來新機遇
李彤續指，市場陸續出現公共私營合作

制項目(PPP)，香港可透過資金或各種產品
去介入國企重組或改革，例如早前中聯通
進行改革，香港的資金也有參與。至於香
港正探討推出創新板，目的是在於為資本
市場增加新經濟的成分，在鄰近的珠三角
地區的科技發展積極，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亦能為其提供服務，當中有不少發展
機遇。
還有，中國由2013年開始倡議的「一帶

一路」項目，目前態勢非常好，中東一些
大企業和歐洲企業都對香港資本市場很感
興趣，在過去兩年，香港的IPO市場是全
球第一，加上能提供一些專業的金融服
務，金融規範亦是備受國際認同。她認
為：「香港在內地實體經濟的參與會愈來
愈多，亦會參與更多國企重組改革，預計
未來10年20年30年，香港在世界的舞台將
有更精彩的呈現。」

陳茂波：港續為內地經濟發展作貢獻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252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重  要  新  聞A4 ■責任編輯：劉錦華 ■版面設計：張景光

內地金融應服務實體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馬翠媚、

岑健樂、周曉菁）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新時代要有新氣象，

更要有新作為」，內地必須把發展經濟的

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由大公報與央視財

經頻道合辦的「2017央視財經論壇」昨在

港舉行，出席論壇的嘉賓均認為，國家邁

向新時代，新時代面臨大轉變，對金融服

務的發展和監管都提出了新要求，但有基

本的一點，就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主題

不能改變，金融服務不能脫實向虛。與此

同時，金融監管也應該指向為實體經濟服

務的方向。

在 論 壇 結 束 之
前，主持人邀請四
位嘉賓用一個漢字

預判中國經濟發展形勢，以及對明年
金融發展的期待。

「穩」中求進 創「新」思維
李彤期盼明年「穩」中求進。她說，

今年披露的各項經濟數據都表現不錯，
但經濟內部發展仍面臨諸多問題。尤其
在結構性改革中，從以往追求速度變為

追求質量，希望金融體系、經濟結構都
能在穩健基礎中提升進步。

自謙「小學生」的蔡鄂生求「新」。
他認為，新經濟、新時代已經到來，金
融行業在不斷發展的同時，業內人士應
培養創新思維，借新觀念真正落實、踐
行一些有助實業發展的措施。

「實」業興邦 大力「改」革
王冬雷從自身行業出發，題一語雙

關的「實」字，「實業興邦，實業強

國 」 ， 目 前 國 家 的 政 策 亦 脫 虛 向
「實」，金融行業要服務於實體經
濟。他代表實業界的心聲，呼籲金融
機構可以與實業企業一起合作，做大
做好實體經濟。

吳華新則更為激進，望通過「改」
即大力改革、變革，實現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他建議，監管機構和金融
機構要考慮到服務不同階層、規模的
企業，盡力維護不同企業間的相對平
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一人一字對明年經濟期盼

■左二起：吳華新、王冬雷、蔡鄂生、李彤
寫下對明年的期盼。 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全
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董事長姜在忠在論壇致辭時指
出，在後金融海嘯年代，全球經濟

增長低迷、復甦勢頭乏力、實體工
業經濟不振以及反全球化浪潮的複
雜背景下，由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
的「發展實體經濟、推進工業現代
化、提高製造業水平，不能脫實向
虛」的思路指引十分重要，為內地
實體經濟與製造業發展撥開迷霧。
姜在忠指出，「供給側改革」能使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
用，提高供給效率，能為實體經濟提
供合適的服務，促進實體經濟與金融
系統的良好循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將受惠於習近平總書記於十九
大報告所明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以
及國家着力發展實體經濟、提升經濟
質量的戰略需求，相信香港在金融、
法律等方面的優勢，將因此會更加鞏
固。

姜在忠：港將受惠內地力挺實體經濟 齊竹泉：港金融優勢要更好發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中央電
視台財經頻道總監齊竹泉在論壇致辭時
表示，當今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持
續，國內經濟「三期疊加」的挑戰依然

嚴峻，內地經濟發展還面臨許多必須攻
克的困難和問題。尤其值得高度關注的
是，經濟運行中脫實向虛的傾向。比
如，各種形式加槓桿的問題，打着「金
融創新」幌子推動泡沫積聚的問題，利
用監管空白「打擦邊球」嚴重套利的問
題，以互聯網普惠金融為名行龐氏騙局
之實的問題，等等，都使金融領域處在
風險易發高發期，嚴重威脅着中國經濟
的健康發展。
齊竹泉說，一年一度的央視財經論壇已經

是第八屆，今年論壇確定「實體經濟發展中
的金融力量」這一個主題，「就是要更好地
發揮香港在金融創新、金融監管、對外貿易
等方面的優勢，集中兩地金融精英的智慧，
圍繞金融更好的服務經濟發展、圍繞守住不
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來建言獻策，更好地
促進經濟與金融良性循環。」

蔡鄂生：新金融快速出現，監管機構要按照整體需
求調整角色，改變思維方式跟上新時代。

李 彤：若以路網形容內地金融環境，有些行人
(金融消費者)被過度服務，但有些則完
全得不到服務，客戶體驗也不太好，不
過路網已在陸續完善中。

吳華新：製造業與金融是密不可分的雙胞胎。

王冬雷：「房地產金融化」現象令不少中小企瀕臨
生死存亡的關頭。

論壇嘉賓一人一句說話

隨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面對經濟結構調
整及產業轉型升級帶來的新機遇與影響。

這場主題為「實體經濟發展中的金融力量」的央
視論壇，邀來原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中銀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李彤、永榮控股集團有
限公司總裁吳華新和雷士照明董事長王冬雷作一
場深度對話，探討金融監管方向以及該如何服務
實體經濟。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中央電視台財經頻道
總監齊竹泉出席論壇並致辭，來自香港與內地的
金融界人士、專家學者及企業家代表等逾200人
出席了活動。

部分融資不能流到實體管道
在對話中，李彤提到，現在內地很多企業都面
對「融資難、融資貴」的情況，融資過程也繁
複。早前有調查指，民企500強中有100家都認為
融資困難，相信對更小的企業更是難上加難。同
時銀行普遍認為國企信用較良好，相對較易獲得
融資。而一些企業在得到融資後不作業務拓展，
反而去購買理財產品，做一些表內外的「層層疊
疊」，令政府放的「水」不能流到實體經濟的管
道，而部分國企出現負債率高、槓桿高的情況。
李彤以「路網」來比喻整個金融體系，金融消

費者有如行人，銀行、小貸公司等就像公車、小
摩托車和自行車。她認為，現時內地金融環境
中，有些「行人」被過度服務，但有些則完全得
不到服務。不過，原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不太贊
成這種類比，認為各類交通工具的功能有所不
同，不能相提並論。

金融與實業需達到協同效應
蔡鄂生評價改革以來的金融體系為「早晚高峰
有堵車，但整體比較通暢」。同時他強調，金融
監管的目的是加強防範，但最本質的目的仍是服
務於實體經濟，擴大、鞏固實體經濟的發展。李
彤認同金融必定要服務實體經濟，金融與實業需
要達到協同效應。

時間與資金錯配增企業壓力
作為企業代表的王冬雷認為，現時金融系統的

主要問題是時間與資金的錯配增加了企業的融資
成本。「很多實體企業中，固定資產設備的投資
與回本期往往長達數年，但銀行批予的商業貸款
大多只是6至12個月的短期貸款，在時間上對企
業資金鏈構成壓力。」

房產金融化現象扼殺中小企
王冬雷又提到，現時實體企業與中小企業很難
取得商業貸款，就算得到金額亦不多，而且年利
率往往達雙位數字，嚴重侵蝕企業利潤與生存空
間，猶如「在寒冬臘月下苦苦等公車的老人」。
他以自己公司與其上下游生產商為例，指公司營
業作風比較保守，負債率比較低，但融資時年利
率亦至少達6%-7%，其中小企商業夥伴融資年
利率更達10%甚至15%以上，遠高於國企與房地
產商，批評「房地產金融化」的現象令不少中小
企瀕臨生死存亡的關頭。
另一企業代表吳華新形容「製造業與金融是密
不可分的雙胞胎關係」，兩者發展同樣需要對方
的推動。他同樣提到現時民企普遍面對「融資
難、融資貴」等問題，建議政府放寬一些金融服
務牌照的申請，改善民企融資高昂成本問題的同
時，亦可以壯大企業發展，促使金融更好地服務
實體經濟。（相關新聞刊B3）

央視論壇眾專家獻策 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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