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灣區將成中國增長龍頭
專家獻策香港把握商機 倡推「灣區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在昨日的「金紫荊香港國際金融周」論壇

上，多位專家圍繞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機遇這一主題，就本港探索

與國家戰略發展的契合價值，探討未來資本投資價值的所在，出謀獻策。廣

發証券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沈明高提出「灣區通」概念，即金融服務

實體經濟的通路，讓引進來的海外資金精準地支持內地的製造業升級，支持

資源重新整合，並認為大灣區會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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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高昨表示，如果中國要着力發揮金融
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大灣區是潛力最

大的，一方面有來自香港及澳門便宜的資
金，也有亞洲創新的龍頭，他建議盡早落實
「灣區通」，即在這個灣區範圍內真正發揮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打通通道，讓引進來的
海外資金不要再流入房地產，而是精準地支
持內地的製造業升級，支持資源重新整合，
為重資產企業進行輕資產化。

港可更好配合國家所需
所謂「灣區通」，是「金融通」的對應。
金融通即港股通，滬股通、深股通、債券通
等從金融的角度打通內地和香港的關係。據
沈明高上周四在另一論壇闡述，「灣區通」
的重點在於實體經濟，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的通路，他認為「金融通」和「灣區通」結
合在一起，香港可更好配合國家的發展需要
及發揮所長。香港可以通過「灣區通」來打
造大灣區製造業升級和內地老百姓、海外投
資者大類資產配置的生態系統：一是通過資
源重新整合帶動大灣區製造業升級；二是通
過資本市場開放和整合，來提高人民幣作為
資產全球配置地位，一方面令內地的老百姓
能夠持有海外的資產，另一方面也讓海外投
資者能夠按照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或者中國
GDP的佔比來配置人民幣的資產。
沈明高昨日指出，落實「灣區通」後，大
灣區的經濟體將會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龍

頭，「一帶一路」的「發動機」。他續指，
大灣區的發展必定是重要策略，廣發証券亦
會積極地參與當中，計劃正在醞釀中，一些
合作才剛開始，他有信心相信「灣區通」遲
早會推動起來。灣區內的金融方面應要連
接，這涉及很多金融的創新，例如如何將香
港的資金引入內地的實體經濟，這方面亦需
要政策的推動。

避免同質化達共同目標
另外，香港中國金融協會副主席、香港大

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亦認為，大灣
區跟其他外國三個灣區比起來「通得不
夠」，其他灣區是一國一制，所以人流、資
金流、物流都相通，發展會較快，但大灣區
是「一國兩制」，內地的金融開放仍在逐步
開放當中，很難一步就達到「灣區通」這個
目標，但十九大報告已提到自由貿易港的概
念，實際上是加大了開放的強度，大家可以
拭目以待。
宋敏又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相對其他大灣

區具有更多元化的產業，有亞洲最好的金融
中心、亞洲最好的創新中心，以及高端的製
造業，但最重要的是提升區域融通聯通層
次，實現路通、人通、商通、財通、政通，
以產、學、研、企的深度合作為主要載體，
加快構建區域科技創新體系，達到互補的效
果，避開產業同質化競爭，達成共同發展的
目標。

■廣發証券首席經
濟學家沈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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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中
國金融協會副主席、香港大學中國金融研
究中心主任宋敏昨出席論壇時就粵港澳大
灣區作專題演講，他提到舊金山灣區的定
位為科技灣區、東京灣區則是產業灣區、
紐約灣區為金融灣區，但粵港澳大灣區則
是同時具備科技、產業及金融等多元化灣
區，這是很難得的優勢。他認為，對香港
的定位而言，香港的產業發展需依託中國
經濟開放，服務內地的企業「走出去」，
國外的企業「走進來」，並為內地特別是
珠三角的創新和產業升級提供金融支持。

有利深化港澳與內地融合

宋敏提到，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支
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
地與香港、澳門互利合作。他認為，粵
港澳大灣區具有關鍵戰略地位，南接東
南亞、南亞，東接海峽兩岸經濟區、台
灣，北接長江經濟帶，西接北部灣經濟
區，區位優勢突出，在「一帶一路」建
設中將發揮內外聯動、海陸統籌的重要
支點和樞紐作用。大灣區有利於深化港
澳與內地融合、帶動泛珠三角區域的發
展、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為中國引
領新一輪創新發展和新型全球化提供重
要的空間載體。他建議，大灣區內資源

要素和產業各方面優勢的高度整合，進
一步提升區域市場一體化水平。

產業鏈完善 金融體系創新
他指出，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

示，粵港澳地區的創新指數位列世界第
二，粵港澳大灣區高校數量較多，共計
173所，雖不及紐約灣區的227所，但多
於東京灣區的120所和舊金山灣區的73
所。香港高校的實力尤其雄厚、國際影
響力巨大，在世界前50名的大學中佔有3
至4個席位。深圳與香港作為「創新集
群」領軍企業眾多，例如華為、騰訊、
中興、萬科、格力、順豐、大疆等。
他續指，近5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

利數量已經超過舊金山灣區，而且差距有
擴大的趨勢。深圳是創新型經濟的「龍
頭」、「主引擎」和「領頭羊」，其研發
開支佔GDP達3.5%，是新加坡的1.7倍、
香港的5倍。在產業配套方面，深圳已經
形成完整的產業鏈，製造一個機器人，在
矽谷集齊零部件需要一個星期，而在深圳
只需一個下午，成本相當於矽谷的1%至
5%。在資本市場支持方面，深圳構建了
支持創業創新的金融體系，形成了創業、
創新、創投鐵三角，截至2017年6月，深
圳VC(風險資本)/PE(私募股權投資)機構近
5萬家、註冊資本約3萬億元，深圳的創投
機構數量約佔全國三分之一。

■香港中國金融協
會副主席、香港大
學中國金融研究中
心主任宋敏指，粵
港澳大灣區具備科
技、產業及金融等
多元化灣區的優
勢。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達文 攝

宋敏：大灣區具多元化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廣發証
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於論壇上表示，
目前內地人均GDP達7,000美元，約等於
1957年的日本與1987年韓國的水平，正
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關口，而未來5至
10年將是內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關鍵時期。

生產成本仍具競爭力
沈明高認為，如果中國複製日韓兩國
的路徑進行結構性改革，那麼在2049年
建國100周年時，內地人均GDP最高可
達3.8萬美元，達至小康水平。為達成此
目標，當局需在2049年前採取措施，避
免資產價格泡沫突然破滅，引發系統性
金融風險，藉以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
此外，他認為當局除需要有序控制未

來房價增速外，更要協助製造業升級轉
型，以維持競爭力。他高度評價「美麗
中國」與「供給側改革」方針，透過清
除過剩產能與高污染工業，降低對重工
業的投資，以改善內地經濟體質。

港股後市料跑贏A股
談及內地工業競爭力方面，沈明高指

「很多人認為內地的生產成本已經超越
美日德等老牌工業大國，那絕對是錯
誤」，他表示內地一小時平均人工成本
接近10美元，只是上述國家的25%至
50%，雖然一線城市的成本接近發達國家
水平，但二三線城市仍有很強的競爭

力。
在論壇後的訪問上，沈明高表示，A股

受制於經濟結構調整，經濟與股價增長
有限；而港股受國際資金追捧，在外圍
經濟環境基礎良好下，再加上A股加入
MSCI指數與「大灣區」概念、帶動北水
南下的共同影響下，港股表現會較A股
好。至於內地放寬外資投資金融業，他
認為有外資加入促進競爭是好事，因為
這是大勢所趨，亦能藉此契機促使金融
業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推進人民幣國
際化。而香港亦能從此受惠，因為金融
市場交投會更多，形容香港是「得天獨
厚」的地方，但他認為香港在創科方面
較落後，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在創科研發
上，配合內地的最新發展。

廣發証券：未來五年是經濟關鍵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中國郵政
儲蓄銀行董事長李國華昨於論壇表示，商業
銀行於新時代的歷史關鍵期，應該主動適應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客觀要求，圍繞實體
經濟的新變化、新需求，聚焦主業、加大創
新，增添和激發經濟發展新動能。他強調，
須要做好以下5大重點。

助「雙創」企業做大做強
李國華表示，商業銀行首先要創新產品及
服務模式，助力創新型國家建設。他指出，
創新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一
方面，銀行要對創新型企業提供支持，推動
「雙創」企業做大做強。另一方面，銀行內
部亦要加強創新，摸索新的融資模式，優化
業務流程，逐步探索無形資產評估和抵質押
模式，加快建立投貸聯動、產業基金、股權
基金等新型融資方式，為新經濟企業提供綜
合化、多元化金融服務。
第二要推進「三農」服務升級，支持鄉村
振興戰略。李國華表示，郵儲銀行多年來不
斷加強體制創新，打造專注專業、垂直高效
的為農服務體系。下一步，該行將繼續加快

小微特色支行建設，引導全行資源投向普惠
金融服務領域；持續加大「三農」、小微信
貸投放力度，加大資源投入，服務農業農村
現代化。

大力支持「帶路」佈局
第三要聚焦重點地區，促進區域協調發

展。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
區、貧困地區的資源配置，亦要大力支持西
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以及中部地
區崛起相關專案，積極服務京津冀協同發
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國家戰略。
第四要大力支持「一帶一路」建設，推動

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銀行業要持續加大對
「一帶一路」重大工程、重點專案的支持力
度，拓展「一帶一路」沿線網路佈局，支持
企業走出去，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全方
位、多產品的綜合金融服務支持。第五要全
面實施綠色發展戰略，積極佈局綠色金融。
當中包括大力支持綠色、低碳、迴圈經濟，
從信貸規模、財務支撐、績效考核等方面向
節能減排、綠色環保產業傾斜，打造綠色銀
行。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董事長李國華指董事長李國華指，，商商
銀於新時代的歷史關銀於新時代的歷史關
鍵期應主動適應建設鍵期應主動適應建設
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客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客
觀要求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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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儲行：商銀應聚焦主業加大創新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
(右)、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左)出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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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活動人士觀看現場的企業簡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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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林廣兆
出席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
(左)和昨天出席論壇的嘉賓握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