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凱認為
只要「一國
兩 制 」不
變，長期來
講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就
會很穩固。

海巖 攝

香港國安法上周正式實施，一些市民

對相關法律條文心有顧慮，專業人士則

擔心香港營商環境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受影響。安永中國主席、大中華區首席

執行官、全球管理委員會成員陳凱上周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則認為，香港真正的市場是中國內地，國際

投資者來港看重的其實是中國內地。本港有着背靠祖

國，及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監管兩大優勢，國安立法

能更好維護「一國兩制」，穩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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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正的市場是內地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去年以來社會衝
突事件頻發的雙重打擊，今年一季度
香港經濟同比下降8.9%，創歷史最大
降幅。香港經濟已連續三個季度萎
縮，何時能夠恢復增長？陳凱認為，
社會穩定後香港經濟氛圍有望恢復，
但香港經濟想「痊癒」仍需解決經濟
轉型的深層次問題。

疫情淘汰很多傳統行業
陳凱表示，酒店、旅遊、零售等受
到很大衝擊，來自東南亞及內地的
「自由行」人群大幅減少，很多零售
店舖關門，失業率或還未達高點。
疫情衝擊下，很多傳統行業可能面
臨淘汰，陳凱認為，這可能對香港經

濟轉型來說是個新機會，「壞事也可
以變好事」。疫情衝擊促使新商業模
式產生，比如，很多零售企業要重新
規劃資金分配，保持資金回籠速度以
支撐其生存運行；傳統實體店舖可能
轉變為類似銀行客戶中心的服務平
台，通過信息共享打造新的生態圈。
如今，香港內部面臨疫情衝擊、社

會不穩定、經濟衰退等風險，外部有
美國制裁、周邊競爭等壓力，可謂風
起雲湧，陳凱比喻此時政府首先要
「坐穩船」、「掌穩舵」，同時也要
主動作為。

港充當大灣區積極角色
陳凱舉例說，大灣區目標是發展成

一個金融中心，要打造綠色金融，香
港有金融平台和法律制度，有很好的
基礎去發展。「一帶一路」工程多是
以基建為主長期投資，對環保、綠色
有很高要求，香
港作為金融平台
可以在其中扮演
重 要 角 色 。 另
外，綠色債券有
很大市場空間，
外國投資者需求
大，中國已是最
大的綠色債券市
場，香港亦可充
當其連接國際市
場的作用。

在此情況下，陳凱認為，政府可以
給予一些鼓勵政策來引領市場，比如
稅務減免、牽頭部分大型項目引導投
資等。

香港宜抓緊契機經濟轉型

■陳凱稱疫情衝擊下，對香港經濟轉型來說是個新機會。

日前人民銀行和香港及澳門金管局發布公
告，擬開展跨境理財通試點。陳凱表示，了解
市場各方及政府正就理財通試點緊鑼密鼓進行
討論論證，理財通落地可馬上為香港銀行業帶
來紅利，見到新的增長點。對於內地來說，中
長期則有利於推動資本流入。
陳凱認為，兩地對跨境理財通需求都很大。
大灣區內所謂「高端家庭」、「高端客戶」很
多，由於內地理財產品結構單一，他們希望購
買香港理財產品。內地金融產品利率相對高一

些，另外內地市場很大，對香港個人投資者以
及國際投資者都有吸引力。由此，理財通對兩
地投資者及銀行業都是互惠的。

期待盡快解決技術問題
不過陳凱認為，理財通要落地發展仍有問題需

解決，需要監管措施的通盤考慮。比如香港居民
每日匯款至內地8萬元人民幣的上限，以及內地
向香港的匯款限制，可能對投資會是一個障礙，
外匯管制也需要一定時間處理。監管制度中客戶

的恰當性也應重點考慮，進行風險評估。
另外，內地監管部門可能對香港金融產品理

解不深、風險評估不清晰，可能阻礙理財通的
快速推進。實際上，兩地基金互認也正因此出
現內地審批流程較慢，北向增長速度較慢。
陳凱預計，理財通落地初期，市場需求或很

踴躍，中長期則要看配套措施是否跟上，包括
對國際投資者能否獲得合理保障。初期將投資
者限制在大灣區內居民，以後可能逐步輻射周
邊逐步推開。

理財通帶給港銀行業新紅利

安永陳凱：

美國近日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及撤銷
港產品出口豁免等所謂制裁香港的措施，
陳凱表示，美國的制裁短期難免會造成市
場的情緒波動，但是長期來看，跨國企業
沒有理由放棄香港這一擁有天然地理優勢
的市場。
在陳凱看來，無論香港國安法還是美國

的制裁，從中長期來看，對香港經濟和營
商環境都不會有太大影響。

要預備制裁擴展至金融業
「香港既有體制不是一屆政府或個人就

能影響的，而是幾代人長期努力而來的結
果。」陳凱同時說，香港是東西方交流、
共通的一個重要平台，與內地及東盟市場
緊密聯繫。美國放棄這麼大的市場，並無
益處。香港有超過1,300家美國企業、300
個區域總部、400個區域辦公室，美國大
企業，尤其是金融類企業的亞太總部基本
都在香港。
陳凱亦擔憂美國制裁擴展到金融業，屆

時影響將大一些。此前美國威脅要港幣與
美元脫鈎，但這並不是美國可以單方面決
定，最終制裁會做到什麼程度仍不可預
期，但亦應未雨綢繆，比如調整以美元為
主的外匯儲備基金，適時多元化增加其他
貨幣、貴金屬等。

美國只是借香港壓制中國
陳凱還直言，「貿易金融制裁短期看好

像很過癮，長期看是雙輸，損人七分，自
傷三分。美國或許也不想真正損害香港這
個平台，只是想借助它衝擊中國。」
短期影響方面，陳凱認為，既然美國已
擺出強硬的不友好態度，勢必會影響市場
情緒和信心，對於資金自由出入的香港市
場會有短期衝擊，可能有一些資金流出。

但從長期看，「中國內地那麼大的市場，誰願意放
棄？香港只要基本面維持穩定，就算資金短期走
了，長期還是會回來。」

國安法讓「一國兩制」更有保障
陳凱對未來外資來港、新股集資等前景亦持樂觀

預期。最關鍵是將香港國安法解釋清楚，在施行中
不極端，穩定市場情緒和信心。如果國安法施行
後，香港治安更好，法制得到彰顯，「一國兩制」
得到保障，外資自然回來。
實際上，近幾月香港金管局報告顯示並未出現大

量資金淨流出，反而有淨流入。京東、網易等企業
來港上市，外國投資者踴躍參與。
陳凱還認為，香港面臨中概股回歸的好時機，美

國《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令在美上市合規成本越來
越高，直接導致中概股回歸，而香港是相比新加坡
和倫敦市場更好的選擇。此時香港國安法能夠解釋
清楚順利實施，將穩定市場信心，會形成一個拉
力，加速中概股回歸在港上市。

跨
國
公
司
沒
理
由
放
棄
中
國

跨
國
公
司
沒
理
由
放
棄
中
國

美
制
裁
無
礙
香
港
長
期
優
勢

■■陳凱直言美國或許陳凱直言美國或許
也不想損害香港這個也不想損害香港這個
平台平台，，只是想借助它只是想借助它
衝擊中國衝擊中國。。 路透社路透社

在陳凱看來，多重因素綜合推動
中央此時通過香港國安法並實

施。一方面，香港回歸以來，在基本
法和「一國兩制」下發展得非常穩
定，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排名一直位列
全球前三，正是有賴於基本法和「一
國兩制」的落實，令香港法治制度得
以維持。但是，去年年中以來發生的
社會衝擊及暴力事件，對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造成衝擊，面臨挑戰。
普通市民都感覺到不安，顧慮香港的
長期穩定是否會受到衝擊。另一方
面，在回歸之初基本法就明確特區有
責任進行國安立法，澳門在回歸十年
後的2009年就已完成，但香港一直未
獲推進。

港府需溝通解說平息擔憂
如今香港國安法落地，陳凱認為，

對維護社會安定、經濟和諧發展會產
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有些市民也擔
憂，比如執法機關是否能夠正確地實
施相關法律。
在陳凱看來，應該對整個法案有信

心，此時最重要是溝通和解說。政府
需要進一步溝通，除通過媒體宣講
外，應與不同界別對話，多借助專業
團體的能力，以工作坊等形式，多聆
聽、多表達、讓市民放心。
市場上對於香港國安法可能影響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擔憂至今不
減，作為經濟界專業人士的陳凱對此
並不同意。「只要『一國兩制』不
變，長期來講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會很穩固。」陳凱指出，香港
長期賴以成功的優勢正是「一國兩
制」下的「兩制」，香港其實是彈丸
之地，真正的市場在中國內地，國際
投資者看重中國內地，香港就好像一
個重要的緩衝點，用國際準則和慣例
對接內地和西方，讓國際投資者看得
懂、風險可控。

「一國兩制」及兩大優勢
陳凱分析，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一個獨佔優勢是背靠祖國。「內
地是最大的市場，大灣區內擁有龐大
的高端人口群體，比如跨境理財通的
落地，短期內就可以為香港銀行業帶
來紅利和新增長點。」另一優勢則是
金融監管全球首屈一指。經歷過多次

金融風暴衝擊的香港能屹立不倒，離
不開自身非常完善的監管體系。
陳凱還認為，未來大灣區不是單獨

的「9＋2」城市，而是一個城市群，
可以利用大灣區推動香港金融業。大
灣區要建設成國際金融樞紐，香港是
一個重要支點。「若發揮好包括大灣
區在內的協同效應，香港國際金融地
位會進一步提升。」
他舉例說，香港有完善的監管和法

律制度，深圳有科技優勢，人工智
能、雲計算、區塊鏈數據領先，有豐
富的大數據資源和應用場景，香港作
為金融平台，與深圳的技術優勢互相
融合、產生協同效應，再加上中央先
行先試的政策支持，新經濟生態圈前
景巨大。

陳凱簡歷：
安永中國主席、大中華區首席
執行官、全球管理委員會成
員，負責安永在大中華區的所
有業務，在金融服務諮詢及審
計領域擁有30年的經驗。目前
安永大中華區有29個辦事處及
超過20,000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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