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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已成匯豐優先市場
黃碧娟：擴大三地協同效應仍需政策配合

黃碧娟昨出席「粵港澳大灣區」交流研討會
時表示，隨着很多客戶對大灣區的認識逐

漸增加，有見他們已開始制訂大灣區發展策略。
匯豐過去3年重點發展珠三角地區，現時已覆
蓋50個網點，去年珠三角工商金融客戶增長逾
40%，收入亦升逾30%。大灣區已經成為該行的
優先市場，亦是客戶的優先市場，如此積極發展
大灣區，是要滿足客戶拓展業務的需要。

優勢互補 可「1+1+1大於3」
她指出，大灣區的基本概念，是促進區內人
流、物流及資金流，透過這三方面的互動，創造
更多機遇，帶動區內的經濟增長。現在只是個開
始，隨着粵港澳三地更緊密聯繫，可以進一步擴
大大灣區的經濟規模，產生「1+1+1大於3」的
協同效應。而協同效應的其中一個關鍵，是各個
城市之間優勢互補，要擴大大灣區的協同效應，
則需要政策配合，而「規劃綱要」正好為大灣區
內各城市爭取更多時間，互相討論、協調，從而
落實規劃所制訂的策略方向。
去年大灣區的經濟規模已經相當於澳洲，相
信隨着粵港澳三地聯繫增加，區內經濟規模或
可在2030年前達到4.6萬億美元，超越紐約及
東京灣區，相信發展空間很大。香港在金融、
資本市場方面的優勢，再配合香港的人才庫，
可以發展成大灣區知識型商業中心。

港創新科技可融入粵消費市場
還有，近年香港亦加快創新科技發展，未來
將可融入廣東省先進的供應鏈和龐大的消費市
場。不過她指出，有不少企業仍對大灣區採取
觀望態度，而目前三地在勞工法、環保政策等

方面均有差異，這些問題需要一段時間來解
決，亦要有政策上的配合。
事實上，匯豐於去年中舉行的策略發展簡報會

中已提到，珠三角的收入目標將由2017年的2.2
億美元提升至2020年的5億美元，而中期目標為
高逾10億美元。而區內貸款規模亦計劃由2017
年的62億美元，目標於2020年爭取高於100億美
元，中期目標逾200億美元。該行未來將為珠三
角新興中產階層服務，捕捉跨境財富流動商機，
如深港通交易等；捕捉工業升級及國際供應鏈升
級商機和跨境互聯互通活動；發展新業務，如匯
豐前海證券公司的資本業務，以及內地放寬金融
政策帶來的新商機。

工總：深莞優勢助拓智能製造
同場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亦表示，大灣

區規劃綱要提及再工業化，香港有很好的科研基
礎，企業可利用深圳和東莞等優勢，發展更多智
能製造。據工總統計，在貿易戰下有7成廠家打
算留在內地發展，反映內地仍有市場發展價值，
鼓勵企業可發展更多高新科技。而政府撥款20
億元成立的創科創投基金，創新科技署將於今年
10月開始接受第一批企業申請。

專家：完整區域令交流更便捷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穗港澳區域發展研

究所所長張光南亦指出，大灣區的建設實際上是
由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一直在推動，從過去的「前
店後廠」到現在的「粵港澳大灣區」，三地間互
聯互通越來越多，包括城市、區域以及產業的合
作，現時再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成為一個完
整的區域將可令交流更加便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匯豐亞太區顧問梁兆基昨
在大灣區研討會上指出，相比起其他奉行劃一制度的灣
區，大灣區的優勢正正在於兩個制度、三個地區。「若沒
有『一國兩制』，香港只是內地其中一個普通城市，沒有
特色。」香港的人口不夠深圳多，土地又不夠廣州大，對
國情亦不熟悉。而香港的角色是在「一國兩制」優勢下，
利用完善的法制和銀行制度，協助整個大灣區提升，支撐
內地下一階段發展。

貿戰可能令灣區發展更快
梁兆基指出，中美貿易爭端可能令大灣區發展更快，因

中國失去外貿增長的支持，內需便是經濟唯一支柱，而大
灣區是內地主力經濟區域，反而成為經濟主要動力。他預
計，在中美貿易活動減少的情況下，中國對外接軌將更困
難，但因難以全國性開放，故會利用大灣區通過香港對外
開放，令大灣區發展有機會比原先估計更快。
梁兆基承認，若是內地現時對國際市場完全開放和接

軌，香港將失去其優勢發揮的空間。不過，香港人口老化
問題嚴重，愈來愈少勞動人口支撐經濟，以香港約700萬
人為例，有300多萬人付稅，但當中十多萬人付高達8成
稅項，香港想要覆蓋全國的融資需求越來越艱難，故香港
必須透過大灣區引入更多人才，提升整個大灣區經濟，擴
大融資能力，才能支持內地第二階段增長，例如5G的發
展等。

金融科技助打通跨境業務
當被問到大灣區內哪些金融產業可搶先受惠，梁兆基回

應稱，大灣區涉及很多跨境業務，人民最基本生活所需的
零售、繳費及開戶等金融相關業務，將有望透過金融科技
進一步打通，目前香港金融科技發展如火如荼，但仍須政
策配合。另外，過關或可用到人臉辨識技術，他相信未來
2至3年在政策上會推動更多三地資料識別的發展計劃。

匯豐昨舉行「粵港澳
大灣區」交流研討會，
邀請來自粵港澳三地的
嘉賓及講者一同討論及

交流，其中一個專題討論議題為「粵港
澳大灣區規劃的動力引擎」，面對着這
個嚴肅的議題，講者亦不忘放鬆「搞搞
笑」。

當前香港電視新聞記者及主播魏綺珊
於訪問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穗港
澳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光南時，自動
「轉頻道」改用普通話提問，豈料張教
授一開口便是「唔鹹唔淡」的廣東話，
引得全場大笑。而張教授在發言幾分鐘
後表示，「由於平時上課都慣用普通
話，所以都係用返普通話」，現場又響
起另一陣笑浪。

張教授還用了一個很有創意的方式去
解讀大灣區，就是對「大灣區」三字作
出創意演繹：首先，粵港澳的合作過往
是區域、產業、企業及城市的合作，但

現時已升級至國家戰略層面，即代表更
「大」的一個計劃；第二，「灣」代表
了產業升級；第三，「區」是代表9+2
個城市需要一個完整、共同的區域規
劃，讓大家投資、貿易及生活得更便
利。

港澳各擔當不同「聯繫人」角色
香港一向被指在「一帶一路」中的角

色為「超級聯繫人」，原來澳門也有一
個重要角色—「精準聯繫人」。澳門
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蕭志偉在討論會
上指，澳門作為國家經貿平台，擔起
「精準聯繫人」的角色，成為可令中小
企有發揮餘地的平台。他說澳門的問題
在於經濟結構較為單一，少於100人的
企業佔了90%以上，希望透過政府政策
的幫助，讓中小微企可以「走出去」，
「走入大灣區」。又認為，在港珠澳大
橋開通後，粵東和粵西的交流將更加頻
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香港文匯報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昨出席「粵港澳大灣區交流研討會」
時指出，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
下，大灣區發展成為香港經濟尋找新增長
點、促進產業多元發展的契機，呼籲港企
要抓緊當中的發展機遇。另外，他又指，
參與大灣區發展，並不會削弱「一國兩
制」優勢。
聶德權昨表示，當前國際合作關係變化
多端，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前
景不明朗，令環球經濟增長面對下行壓
力。儘管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場和自由貿
易原則，但在經濟全球化之下，香港的傳
統產業無可避免面對嚴峻的競爭。大灣區
這個7,000萬人口、經濟總量達1.6萬億美
元的龐大市場，是國家開放程度最高、經
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正好為香港發展
注入新動能。

促產業多元發展 尋新增長點
他認為，大灣區一方面可以為香港經濟

尋找新增長點，促進產業多元發展；而另
一方面，透過打造大灣區成為優質生活
圈，可拓闊本港居民的生活空間，使大灣
區成為香港廣闊的腹地，因此，香港自身
需要抓緊當中的發展機遇。
社會上有部分人擔憂香港參與大灣區發

展會削弱「一國兩制」優勢，聶德權表
示，其實大灣區「規劃綱要」的六項基本
原則之一，便是「一國兩制」，依法辦
事。中央領導人已多次重申，在推進大灣
區建設的過程中，必定會堅持「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一國兩制」優勢不會削弱
他認為，「一國兩制」既為香港在大灣

區的獨有優勢，更是大灣區邁向國際的重
要基礎。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和國際航空樞紐，善用香港開放便利的營
商環境、優質的專業服務和廣泛的國際聯
繫，與內地的企業攜手開拓海外市場和機
遇，以促進大灣區的經濟發展。因此，保

持「一國兩制」是大灣區建設得以成功的
重要元素。
聶德權續說，過去一年多，港府一直與

中央相關部委和粵澳政府積極磋商，制定
及推出多項發展大灣區的政策措施，務求
便利港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就業和
居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中美貿易
戰陷入僵局，雙方互相出動反制措施，
市場預估兩國緊張關係仍會持續一段時
間。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昨日出
席論壇時認為，「解鈴還需繫鈴人」，
要解決貿易戰，必須了解雙方需要，認
為中國可從金錢、行為和教育，以及國
家信念這三大層面思考，如何去解決貿
易戰困局。
李小加昨出席香港創業及私募投資協會
（HKVCA）舉辦的中國私募投資高峰會
時認為，若金錢能解決兩國的摩擦，對中

國來說並不困難，最大的困難反而是中國
可能要慢慢改變一些貿易上的「壞習
慣」。改變壞習慣不但有利於他人，更可
有利自己。至於教育及國家信念層面問
題，李小加認為，這是中國自身的事，不
需要任何人提出意見。如果美國想干涉甚
至監管中國事務，那是無必要的，這些亦
與美國無關係。

生科領域發展 中美並非敵人
李小加又指，貿易戰可能使企業對業務

發展產生很多考慮，包括業務繼續留在中

國內地、香港，還是到美國或其他地方發
展。但他強調，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大，香
港亦有面向中國市場的優勢。現時中美貿
易關係緊張，中美正在全球化與保護主義
中競爭着，但李小加認為，在生物科技領
域上，中美並非敵人，因為生物科學的敵
人只有一個，就是疾病。
出席同一場合的財庫局局長劉怡翔表

示，中美貿易戰對所有國家均有影響，希
望雙方能開展建設性對話，盡快達成共
識。他又指，各國需維持多邊貿易主義，
而非貿易保護主義。他又表示，中國是全

球第二大經濟體，去年增長6.6%，較大
部分經濟體發展較快。

創投協會：內地市場具活力
香港創業及私募投資協會會長曾光宇表

示，當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有所放
緩，「新經濟」領域在過去幾年中實現大
幅增長。中國市場的活力及其不斷擴大的
規模吸引了眾多市場投資者。作為區域內
最大的行業協會之一，該會將繼續致力於
與協會會員一同開拓思維及實施戰略從而
在新的機遇中提升價值。

李小加：可3層面破貿戰困局

聶德權：灣區為港經濟注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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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專家創意演繹「大灣區」

■■聶德權呼籲港企要抓緊大灣聶德權呼籲港企要抓緊大灣
區的發展機遇區的發展機遇。。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大灣區交流研討會
嘉賓講話撮要

■匯豐大中華區行政總裁
黃碧娟：
從很多客戶的部署可見，大灣區已
成為他們的優先市場。目前三地在
勞工法、環保政策等方面有差異，
這些問題需要一段時間來解決，要
有政策配合。

■匯豐亞太區顧問梁兆基：
中美貿易爭端可能令大灣區發展更
快，因中國失去外貿增長的支持，
內需便是經濟唯一支柱，大灣區是
內地主力經濟區域，成為經濟主要
動力。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
在貿易戰下仍有7成廠家打算留在
內地發展，反映內地仍有市場發展
價值，鼓勵企業可發展更多高新科
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
環球經濟增長面對下行壓力，香港
傳統產業無可避免面對嚴峻競爭，
大灣區正好為香港的發展注入新動
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中

美貿易戰下，商界

加快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尋

求新增長點。匯豐大中華區行政

總裁黃碧娟昨指出，從很多客戶

的部署可見，大灣區已成為他們

的優先市場，該行去年珠三角工

商金融客戶增長逾40%，收入

亦升逾30%，大灣區也已成為

該行的優先市場。匯豐是內地最

大的國際銀行，期待與客戶共同

把握大灣區機遇。

■■梁兆基(右)稱，香港的角色是在
「一國兩制」優勢下，協助大灣區
提升，支撐內地下一階段發展。左
為郭振華。 梁祖彝 攝

,(

■李小加認為，中國可從金錢、行為和教育，以及國
家信念這三大層面思考，如何去解決貿易戰困局。

資料圖片

■■黃碧娟稱黃碧娟稱，，香港可以香港可以
發展成大灣區知識型商發展成大灣區知識型商
業中心業中心。。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