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
會會長陳曼琪表示，「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文化、風俗、宗教都各有差
異，讓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時候都會面
臨投資、經營風險。而法律是幫助企
業走出去的好工具，能夠預先控制，
規避一些風險。
香港的律師服務優勢，一直有口皆

碑。陳曼琪表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
法律服務中心能集中提供許多境外的
法律查明服務。同時，也有擁有許多
不同國家的語言專才。基於這些專業
資源的背景，在服務大灣區企業走出
去的時候，香港可以做好一個「超級
聯繫人」的角色，聯絡各國各地不同
的語言文化，或者法律專才。

降低聯營門檻
當下，結合大灣區發展機遇，香港

律師服務不但可以做聯絡人，也要做
一個積極的參與人。陳曼琪認為，最
重要的不僅是讓香港律師能夠單獨協
助內地企業走出去，更要借助大灣區

發展機遇成功探
索三地聯合，以
大灣區聯合團隊
的名義幫助企業
在海外發展遇到
問題時，爭取更
大話語權。
對此，陳曼琪

有兩點建議。首
先，期盼大灣區可以突破現有機制，
擴大內地與港澳專業資格互認範圍，
拓展「一證三法」的律師法律人，讓
專業律師在大灣區內可提供三地的律
師服務。
其次，在合夥聯營方面粵港方面要

進一步融合，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降低門
檻。比如，成立一個精品律師所的大聯
盟，主要針對中小型律師行。為三地中
小型律師所提供平台做認識同專業的配
對，若配對成功，便可在大灣區享有租
金、稅務的優惠。如此讓法律界在大灣
區內發展更加平衡，更好地服務企業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

孟加拉的投資環
境最初艱苦到什麼
程度？顏寶鈴說，
一 天 可 以 停 電 30

次。這意味着對電腦、機器的損耗率
很高。不過「天上掉餡餅」這樣的好
事，顏寶鈴遇上了。

去年6月，當地一位電力老闆主動
提出，出資幫助顏寶鈴工程建設相關
電力設備，並承諾三個星期內免費幫
她從五公里外將電輸送到工廠。而這
個徹底解決用電難的免費餡餅，價值
至少3,000萬元人民幣，並已於去年
7月28日得以拉閘開通。然而，顏寶
鈴至今也沒見過這位「雪中送電」的
企業家。

關切當地勞工 企業深獲認同
對於當地企業家的善舉，顏寶鈴多

方打聽了解，方知是這位電力公司老
闆看到帽子工廠這些年對當地發展的
貢獻，以及對員工的關愛而深受感
動。她表示，孟加拉工廠所在的村
莊，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她的工人。過
去五年來，她會定期組織高管團隊前

往探望員工，派米派油。
「看着他們太苦了，會有同理心、同情

心。」顏寶鈴說，這幾年，她每次都會從深圳
或者香港攜帶幾十公斤糖果去孟加拉。 有時
到員工家裡探望，他們會熱情準備好可樂、礦
泉水，我們就會派小紅包給小朋友。

在這樣的日常互動中，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
加強。「孟加拉的罷工文化很濃郁。但罷工事
件從未出現在自己的工廠。」顏寶鈴說，去年
孟加拉大選期間，一邊是5,000多家的工廠工人
罷工大遊行；另一邊，自己的工人自發早上7

點半就上班。「一問原因，原來他們考慮
到大罷工帶來的交通困擾，擔心正常時
間上班會耽誤工廠進度。」 聽到這樣
的回答，顏寶鈴感慨萬千。

國內的企業去「帶路」發展，首
先要能夠做到民心相通。顏寶鈴相

信，多一點真正的互動，文化、語
言、宗教等帶來的隔閡都會逐步消

除。如此才能再談企業穩步發展，做強
做大。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飛達帽業控股有
限公司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顏寶鈴，
第一時間研讀倡議後，興奮地意識到
其中蘊含的巨大商機。正巧，她的一
個朋友向她引薦了一位孟加拉老闆。
「第二天那位孟加拉老闆就飛來香
港商談，晚上就趕着飛了回去」，顏
寶鈴立即意識到，從香港去孟加拉一
天就能往返，跟香港飛上海、北京一
樣。但當她真的決定去孟加拉投資
時，卻遭遇到公司其他高管的一致反
對。畢竟，此前從香港去孟加拉投資
的企業少有成功，且當時投資預算需
要3億元（人民幣，下同）。

外國法律突變 企業無所適從
最終，顏寶鈴決定先走一步試試，
向集團申請5,000萬元資金。事實證
明，顏寶玲的選擇是對的。 5年時間
過去了，她在孟加拉的帽子工廠，把
一個400多人口的小村莊發展成現在
超兩萬人的專業小鎮。顏寶鈴笑着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就像當年大批湖
南、江西人來廣東深圳、東莞工廠務
工聚集到一個鎮區一樣。
在工廠穩步壯大的同時，新問題也
出現了。孟加拉的《勞動法》只有孟
加拉文版本，當地政府在法律法規實
施上突然的改變，常常讓企業措手不
及。今年6月，顏寶鈴的第二期廠房
將投入運營，企業規模化發展，對法
律等專業服務的需求會更加強烈。

顏寶鈴：灣區擔服務「帶路」重責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深知除
了做好自己的企業之外，她有責任有義
務幫更多到「帶路」投資的大灣區及內
地企業發聲。今年兩會上，她帶來的議
案基本上都是圍繞「帶路」服務。
顏寶鈴表示，大灣區綱要公佈
之後，香港及大灣區的城市還承
擔着服務「帶路」倡議落實推進
的重責，享譽世界的香港專業服
務業，如何幫助更多走出
去的企業，在像孟加拉這
樣法律法規有待完善發展
的國家更好地投資興業，
是當務之急。
「特別是過去五年，不

少從灣區走出去的企業，都在當地開始
規模化發展，如何有效防範和化解風
險、爭議是大家尤為關心的事情。」
顏寶鈴的擔憂得到了李慧珍的認同。

李慧珍：迫切需要專服機構
李慧珍是廣州三玲摩托的副總裁。

之前她帶着企業勇闖非洲市場，公司
於坦桑尼亞的產品，在當地的市場佔
有率一度超過六成。2017年，正當李
慧珍準備高歌猛進拓展更多非洲國家
市場時，卻遭遇合作總代理「仿冒」
出售假冒偽劣產品搶奪市場，導致
企業年度報表首次大幅虧損。
親赴坦桑尼亞探明真相後，李慧
珍開啟了長達一年多時間的
海外維權之路。曾一度陷入
求告無門的李慧珍表示，接
下來企業在「帶
路」地區和國家
還要繼續拓展市
場，對於通曉
國際法律服務
和仲裁的專
業服務機構
的需求將變
得 更 為 迫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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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倡港專業機構助化解風險爭議代表委員倡港專業機構助化解風險爭議

律師界冀擴兩地執業範疇律師界冀擴兩地執業範疇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下，未來高
新技術企業、總部企業、世界500強企業
等企業主體對高端服務的需求將大規模釋
放。」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曉華
介紹說，隨着大灣區融合發展成為主基
調，期盼突破現有障礙，讓取得了居住證
的香港律師來大灣區也可以和內地律師一
樣享受同等執業範疇。
2016年，粵港聯營律師事務所的開設
區域放開，從廣東自貿區擴展到廣州、
深圳和珠海三市。如今大灣區綱要的發
佈，對於法律服務業而言，大灣區內的
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併購、跨境金融、
跨境貿易、知識產權以及爭議解決等法
律服務領域都表現出強烈的整體性機

會，市場需求旺盛。

王曉華：「先行先試」律所合作
立足大灣區，王曉華的律所發展也日

趨規模化、國際化。王曉華透露，目前
律所已在日本東京設分所、在泰國曼
谷、美國洛杉磯、馬來西亞設立辦公
室，可提供漢、英、日、德、法、韓等
多語言的一體化法律服務解決方案。
客觀來講，現有規定和限制，使得律

所走出去發展，都必須與當地聯營。先
從大灣區內部來講，目前香港律師北上
發展，只能服務「非訴訟業務」，而香
港的大律師在內地刑事案件中，只能以
公民身份代理出庭。

「公民身份代理出現，意味着只能做
義務服務，不允許收費。」王曉華坦
言，現有開放政策實際上形同虛設。反
過來，內地人去香港職業發展，也需要
住滿7年拿到居留權才能從事一樣的律
師服務。
「比如說，港澳居民取得居住證以後，
是否可以享受和內地一樣的律師執業範
疇。」王曉華呼籲，粵港律師專業服務可
在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機遇下「先行先
試」，開放三地律師執業及律所合作。其
次，也可在大灣區內設置協調仲裁規則體
系，完善多元化糾紛爭端解決機制，可促
進三地民商事領域的司法合作。
此外，可以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司法合

作平台，協調公檢法系統設立司法聯席
會議機制，進一步幫助三地解決司法合
作中遇到的問題。而對於企業遭遇法律
糾紛，王曉華建議，企業可多使用仲裁
程序，利用大灣區現有的爭端解決機
制，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貿仲香港、
南沙國際仲裁中心、深圳國際仲裁院等
處理各類糾紛。

灣區企業灣區企業闖闖
法律服務法律服務拓拓

「一帶一路」倡議五年多來，粵港澳大灣區企業

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投資已蔚然成風。

隨着掘金企業規模的發展壯大，遇到的糾紛和涉及

法律方面的問題也迅速增加。兩會上，來自港區的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紛紛建議藉助《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大灣區綱要」）的

政策優勢，清除企業赴「帶路」投資遭遇的法律服

務盲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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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鳴：風險管控是關鍵
據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協會《中資
企業海外安全風險評估報告》不完
全統計，2018年中資企業在海外遭
遇各類重大安全風險事件共413例。
其中，刑事治安風險事件146例；政
治風險、地緣戰略風險、合規風險
事件89例、79例、67例；還有社會
風險、疫情和自然災害風險及極端
安全風險等。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

展智庫主席屠海鳴認為，風險管控能
力是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提高企
業風險防範和管控化解能力，關係
到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的積極
性。
屠海鳴發現，內地對企業「走

出去」的服務較為欠缺，一些國家
則積累了豐富經驗。比如，日本企業
對外投資前，會與企業俱樂部、海外
大使館、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

構）、JICA（國際協力機構）、JST（日
本科技振興機構）聯繫，獲取信息。
「投資項目啟動後，他們會進行投

保，管控風險，還會建立風險應對事
項清單。」屠海鳴表示，整體來說，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項目投資額一般
較大，投資回報期長，工期長，不少
項目位於高風險國家。
今年全國兩會，屠海鳴建議，政府

應該推動編撰《保險投保指南》等資
料手冊，鼓勵企業通過香港的專業顧
問機構，對項目進行全周期風險管
理。也呼籲政府部門定期舉辦「對外
投資企業交流研討會」，交流內容包
括建立風險管理機制的重要性及具體
方法、預防及減少損失的建議、目標
國對外資進入和行業准入法律的說明
等，並及時宣傳發佈，讓有意出海的
企業更好地了解風險、管理風險、規
避風險。

陳曼琪盼擴資格互認

■■ 如何消除灣區及內地企業赴如何消除灣區及內地企業赴
「「帶路帶路」」投投資遭遇的法律服務盲資遭遇的法律服務盲
點點，，成為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成為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
員的熱議話題員的熱議話題。。圖為顏寶鈴在孟圖為顏寶鈴在孟
加拉的工廠定期為當地員工派米加拉的工廠定期為當地員工派米
派油派油。。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廣州三玲摩托副總裁李慧珍邀請非
洲律師為自己在坦桑尼亞維權。

受訪者供圖

■ 內地企業去「帶路」發展，首先要能夠做到
民心相通。圖為顏寶鈴派紅包給當地員工的孩
子。 受訪者供圖

■顏寶鈴在孟加拉的工廠曾為用電難所困擾，
獲當地企業家免費拉電纜支持。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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