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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險企可為「帶路」保駕護航
太保：服務內企「走出去」加快登上國際舞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一帶一路」戰略推

動內地企業積極「走出去」，中資保險業在協助企業

拓展海外市場的過程中，發揮了愈來愈大的保障作

用。中國太平保險集團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王廷科昨

於「2017金紫荊香港國際金融周」論壇上表示，「一

帶一路」建設需要內地保險業的保駕護航；保險業更

需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加快登上國際舞台

的步伐。他認為集團可以發揮四大作用，分別是保障

設施聯通、支援貿易暢通、參與資金融通，以及推動

民心相通。

王廷科表示，「一帶一路」沿線輻射國家眾多，自然環境及市
場條件差異巨大，地緣政治和經濟關係錯綜複雜，投資與貿

易均將面臨較多的政治、經濟、自然災害乃至法律風險、違約風險
和信用風險。故他認為，「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內地保險業的保駕
護航，業界更需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加快登上國際舞台
的步伐。

保障設施聯通 支援貿易暢通
「中資企業無論是依托『一帶一路』機制開展跨境合作，或是多種

形式的『走出去』，皆離不開保險業的風險保障與服務。」王廷科強
調，集團願意擔負起「一帶一路」保險服務先行者的責任，加強專業
保險保障能力和金融服務能力建設。未來繼續運用好香港發達金融市
場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把握好「一帶一路」為金融和保險業帶來的
巨大戰略機會，服務好包括香港企業在內的國內企業「走出去」。
具體而言，集團在「一帶一路」戰略中願發揮四大作用。首先，
集團願做「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設施聯通」保障者，在能源、資
源、裝備和工程等風險比較集中的合作領域，提供涵蓋工程險、財
產險、能源險、僱主責任險、政治與恐怖風險等風險管理和解決方
案，讓「一帶一路」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者免去後顧之憂。其次，
願做「貿易暢通」服務者，為中資企業的海外商業貿易活動提供種
類豐富、保障齊全的貨運險、船舶險、車輛險，以及意外險等多種
跨境保險服務；為「帶路」沿線人民提供多種靈活多樣、服務貼心
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保險產品。

參與資金融通 推動民心相通
第三，願做「資金融通」參與者，中國太平保險正在通過債權、
股權、股債結合、股權投資計劃，以及資產支持計劃等方式，全方
面和多渠道地直接或間接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第四，願做「民
心相通」推動者，例如集團曾贊助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范長江
行動」，幫助香港青年了解祖國的金融保險業發展。

■■王廷科指王廷科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內地保建設需要內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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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岳衡倡港建「一帶一路」國際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中國中車（1766）董事長劉化龍
昨於論壇上表示，期望該公司的產品與技術能進一步國際化，實現
「世界的中車」，塑造製造業的「中國名片」。為達成此目標，公
司將繼續貫徹「智能製造」，推動創新，向高級製造業更進一步，
有信心公司每年業務有增長，預料後年將是產品交付高峰期。

「五本」優勢吸海外買家
劉化龍表示，中國中車的產品現已在全球103個國家與地區使
用，12月中更將首次把相關產品與技術，套用於美國波士頓的地鐵
上，真正做到「走出去」。為進一步拓展業務，公司將會提供產
品、技術、服務、資本，以及管理「五位一體」的一條龍方案，服
務全世界，達至優勢互補。此外會以共建共享的「中車模式」，拓
展海外市場，使產品擁有「五本」優勢，即製造、採購、用工、維
修保護與管理均以本地化的方式運行，更貼近當地市場需要，吸引
更多海外買家。
在劉化龍看來，當前全球經濟呈現回暖向好走勢，但深層次結構
矛盾並未有效解決，中企出海不能只做產品「銷售員」和設備「維
修工」。他強調，期望透過實施「五位一體」與「五本」政策，達
成「世界的中車」目標。公司現已在全球26個國家與地區，設立超
過70家境外子公司與辦事處，聘用當地員工，加強公司與世界的聯
繫。

研新功能智能化列車
談到「智能製造」，推動創新以達至「走出去」的目標時，劉化
龍指公司正研發智能化列車，期望列車的窗戶，同時可作為電子屏
幕使用，料此項新功能可以在2022年、北京舉行冬季奧運會期間
推出市場。在推動創新方面，他透露公司已設有13個海外研發中
心，及於內地設立11個國家級設計中心和20個企業技術中心，過
去數年投入於研發的資金接近600億元人民幣。

中車：一條龍方案服務全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中
資證券業協會會長譚岳衡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作為世界
重要的金融中心，必須時刻向前邁
步。資本市場未來應在三個方面作
出努力，分別是：大量引入新經濟
公司以扭轉市場老化局面、牽頭成
立大灣區開發銀行，以及建設「一
帶一路」國際板。他認為，1993年
港股找到了青島啤酒（0168）等國
企，令港股得到了20多年的蓬勃發
展，「下一個20年我們有需要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找到第
二隻『青啤』。」

籲引「帶路」企業來港上市
身兼交銀國際董事長的譚岳衡指

出，港股今年指數表現雖然不錯，
但交投量相對A股或外國主要市場算
是偏低，這主要由於港股結構已老
化，新舊行業失衡所致。在引入更
多新經濟企業上市方面，本港已在
討論中，這點值得肯定，但在「一
帶一路」的起步發展上，則可以更
積極一點。
香港在「一帶一路」的角色被視

為「超級聯繫人」，但在譚岳衡看
來，這個角色已沒過去那樣強烈，
香港的定位應該像其他內地省市
般，不只做連繫人，更要成為參與
者和建設者。香港要以金融領域、
專業服務和海外網絡等優勢，吸引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企業及項
目來港上市及發債。

力吸「帶路」項目在港融資
過去港交所其實一直努力在全球

各地推介路演，但真正願意來港的
跨國企業並不多，這主要因為外國
公司與香港市場的關係並不多。不
過「一帶一路」的政策扶持了沿線
國家的企業及基建項目，香港身為
中國其中一個集資中心，這層關係
就跑出來了。
他建議，香港要吸引「一帶一

路」項目在港開展融資，可考慮推
出以「一帶一路」項目公司為主體
成分的國際板，保持公司註冊在
外、營運在港，為佈局在「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項目提供專項融
資。「一帶一路」國際板既能引導
資金投入沿線建設，又能擴充香港
融資市場國際化內容，為香港金融
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挖掘新的增長
點。
他續稱，雖然回報不會在短期內
看到，但回顧一下H股的發展，當
時市場亦很抗拒。現在回看，如果
沒有H股就沒有今天香港這個金融
中心，所以港股非常需要找到「第
二隻青啤」。

引主權債加快發展香港債市
債券融資層面上，譚岳衡認為要

加快發展香港債市，首先要引入
「一帶一路」國家政府作為發債體
的主權債，因為主權債的信用相對
較高，較容易獲國際投資者接受。
例如交銀國際今年曾為馬爾代夫發
行了兩億美元的主權債，並受到市
場歡迎。
第二步可選擇一些已獲亞投行和

絲路基金等開發機構提供貸款的發
展項目來港發債。他直言，發展
「一帶一路」的融資項目不能依賴
商界去推動，因為他們不願意面對
太大風險。他認為應該以政府為單
位去推動，又透露港府已看到目前

環境，期望在「一帶一路」業務開
展上，能早日看到起步。他相信，
「一帶一路」國際板將是未來20年
香港融資平台發展的新動力。

倡牽頭成立大灣區開發銀行
談及大灣區時，譚岳衡指出香港

缺乏一個開發性的金融機構，若在
大灣區的建設中，由香港牽頭成立
大灣區開發銀行，就能以低成本、
高效率吸引到境外資金。他總結
說，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
化就是命脈，若做得不足夠，香港
就會喪失特色。

■譚岳衡認為香港應牽頭成立大灣區開發銀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中核電：核電應發揮「國家名片」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一帶一路」

戰略為核電產業帶來巨大商機。中國核電董事
長陳樺昨於論壇上表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
國家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了「一帶一
路」重大決策部署，為內地核電「走出去」創
造了難得的歷史機會和良好的發展時機；在國
家戰略的支撐下，核電更應發揮「國家名片」
的重要作用。

產業漸與市場接軌
陳樺致辭時表示，當前世界核工業的發展呈現

出明顯的分化，一方面傳統發達國家市場趨於飽
和、技術優勢日漸削弱；另一方面包括中國在內
的新興國家核電市場需求廣闊、技術進步加速。
同時核電產業逐步與市場接軌，資本運作、經營
管理以及多元業務在公司日常運作中的佔比逐漸
變大，共同構成了核能發展的新時代特徵。

安全優勢日益突出
在這一形勢下，中國核電產業的優勢日益突

出。陳樺表示，迄今為止該公司已創造了「140堆
年安全無事故」的核電運行業績。目前，公司的8
台在建核電機組的安全質量均處於受控狀態，17
台在役核電機組周圍輻射水平始終保持在天然本底
範圍內，沒有對環境造成可察覺的不良影響。此

外，迄今未發生國際核事件分級（INES）2級或以
上級別的運行事件，各項運行指標均達到WANO
中值以上，部分運行指標達到先進水平。
近年不少海外地區在發展核電時掀起爭議，主

要源於民間對核安全存疑。陳樺談到該話題時指，
集團採取多種措施確保核安全萬無一失，包括精心
培育核安全文化，參照國際上核安全文化研究的最
新成果，充分考慮在國家核安全局、能源局、科工
局聯合發佈的《核安全文化政策聲明》的基礎上，
形成具有中國核電特色，且便於所有員工理解和執
行的卓越核安全文化十大原則。以及通過核安全文
化的灌輸，真正達至從「要我安全」到「我要安
全、我保安全」的轉變。

■陳樺指，核電產業正逐步與市場接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