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日日

6060日日

◆根據世貿的《關於爭端解
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美
方須在10日內就香港提出
進行磋商的要求作出回應。

◆如雙方未能在60日內透
過磋商解決爭端，特區政府
有權採取進一步行動，要求
在世貿爭端解決機制下設立
專家組，審議爭端。

特區政府向世貿申訴程序

美國要求港貨改標示為何不合理？
◆不符合世貿有關產地來源的規例，無視
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

◆美國政府以政治凌駕經濟，而不是以事
論事

◆美國政府單方面行動，行為舉止野蠻

港貨改標示影響有多大？

◆若不依美國「規則」港商或面臨懲處，
例如罰款

◆因為更改標示，將會增加港商營運成本

◆削弱港商與美國做生意的信心，不利雙
方經濟發展

◆引起市場混亂，無助保障美國消費者的
利益

◆美國日後或會得寸進尺，進一步損害中
國的利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美國早前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要求香港生產的商品

出口到當地時，不可標記為「香港製造」，需改為標記

「中國製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表

示，就美方的新規定，特區政府決定根據世貿爭端解決

機制啟動程序，要求世貿處理本港就美國對香港貨品產

地來源標記的投訴，這是本港首次利用世貿機制主動向

另一成員國作出投訴。是次啟動程序，不涉外交問題，

只在基本法賦予香港高度自治經貿範疇及單獨關稅地區

的權力，確信國家必然會支持香港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考玲

A6 新聞財
經

■責任編輯：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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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維權 向世貿投訴美國
就逼改港貨來源地標示 批美破壞多邊貿易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岑健樂） 商經局局長
邱騰華昨交代輸美港貨標籤被美強硬要求由
「香港製造」改為「中國製造」的進展，他表
示美方過往6星期的反應令人失望，港府已根
據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正式啟動程
序，要求世貿處理香港對美國的投訴。對於政
府的行動，廠家紛紛表示支持港府向世貿申
訴、捍衛自身合法權益。

李秀恒：美損多邊貿易制度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秀恒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美國要求更改標籤「唔會直接整死
人，但覺得好煩」，故支持港府做法。他表示
至今仍不清楚美國政府，將如何執行此一標
準，因為部分印有「香港製造」的貨品，正在
美國的進口商與零售商手中，不知道11月10日
措施正式生效後，是否需要立刻更改標籤。
為免影響生意，與美國發生糾紛，他表示，

現階段已有廠商將輸美港貨，貼上「中國製
造」的標籤，但他批評美國單方面的做法極不
合理，亦可能會令美國消費與市場產生混
淆，破壞以規則為本的多邊貿易制度。
他認為美國此舉是對中國的政治打壓，但隨

着美國總統大選將至，若特朗普連任失敗，情
況或有改變。

另外，他又稱不希望見到中美貿易衝突加
劇，但如果美國一意孤行，預計中國或有反制
措施。

吳宏斌：美國不能自把自為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亦表示，美

國此舉令人討厭，因為現時有不少生產工序自
動化，將來源地標籤在貨品上，而部分貨品已
經入箱運往美國，若要更改標籤，將大幅增加
營運成本。他擔心美國若成功迫使輸美港貨不
准使用「香港製造」的標籤，改為「中國製
造」，美國日後或會得寸進尺，進一步損害中
國的利益，故他支持港府做法，「唔可以俾美
國自把自為，話晒事」。廠商會發言人補充
指，廠商會對美國的做法表示遺憾，支持特區
政府訴諸世貿的爭端解決機制，捍衛香港作為
獨立關稅區的權利和維護港商利益。

葉中賢：冀世貿盡快審議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希望世貿盡快審議

爭端，冀美國尊重以規則為本的多邊貿易制
度，撤回是次產地來源標籤規定，以促進兩地
經貿關係良好發展。他又指工總將繼續密切留
意事態發展，為受影響香港廠商提供適切
支援。

業界支持港府捍衛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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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 香港經
濟在今年第二季觸底後，整體表現在今
年第三季開始改善。政府統計處公布，
今年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GDP)預先估
計數字，按年實質跌3.4%，跌幅較第二
季經修訂後的收縮9%，顯著收窄5.6個
百分點，主要由於去年同期基數低，以
及內部及對外需求逐步改善。經季節性
調整後按季比較，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
實質顯著上升3%，終止連續五個季度
收縮的情況，反映香港整體經濟正在逐
步復甦。政府發言人表示，這主要由於
內地經濟穩健擴張帶動外圍環境改善，

本地經濟氣氛在季度後期隨着新冠疫情
趨穩有所好轉，以及金融市場活動暢
旺。除非新冠確診個案再度急升，本地
經濟活動應在今年餘下時間繼續復甦。
兩個多月前，港府對今年的經濟前景仍
較悲觀，將全年經濟預測由收縮4%至
7%，向下修訂至收縮6%至8%。

經濟年內料繼續復甦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廖群指

出，這兩個多月來經濟有較大的改善，
特別是在內地經濟反彈的帶動下，外圍
經濟環境有所改善。此外，隨着疫情受

控，香港的防疫措施逐漸放寬，帶動經
濟復甦。

全年GDP料下跌4%
然而，第三季經濟活動仍然明顯低於

衰退前的水平。廖群認為，第三季經濟
表現雖然超出市場預期，但擺脫經濟衰
退的格局仍言之尚早。「第四季已過了
一個月，從目前情況來看，對比第三
季，10月的表現再進一步改善，但預計
香港今年GDP仍要收縮4%至5%。」
根據政府預先估計數字，第三季本地

生產總值實質按年下跌3.4%，較第二季

9%的跌幅明顯收窄。經季節性調整後按
季比較，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實質上升
3%，終止連續5個季度收縮的情況。按
主要組成部分分析及按年比較，受惠於
許多主要市場，尤其是內地的進口需求
恢復，整體貨物出口在第三季重拾增
長。不過，由於訪港旅遊業仍然停頓，
服務輸出繼續急挫，第三季與上年同期
比較實質下跌34.8%，而第二季的跌幅
為45.6%。私人消費開支跌幅收窄，但
第三季仍然顯著下跌7.7%，原因是消費
情緒於7月和8月受第三波疫情打擊，
在季度後期才有所好轉。

港GDP勝預期 上季初值收縮3.4%

邱騰華指出，特區政府曾於9月16日正式向美國政府提出交涉，
強烈反對美方的新規定，又要求美方立即撤回有關規定，惟美

方在過去六個星期的反應令人失望。
他指出，香港特區駐世貿常設代表在10月13日(日內瓦時間)的世貿
全體理事會會議上，亦清楚表達香港強烈反對美方新規定的立場。然
而，在過去六個星期，美方對特區政府的要求並沒有作出任何實質的
回應，至今仍未撤回新規定，換言之新規定將於11月10日實施。強
調香港和美國都是世貿成員，大家需尊重世貿的規定。
邱騰華並指出，根據世貿機制，美方需要在特區政府提出磋商的通
知後十天內作出回應，亦要在三十天內與香港進行磋商。如果雙方未
能在六十天內透過磋商解決爭端，特區政府有權採取進一步行動，並
要求在世貿解決爭端機制下，設立專家小組審議爭端。

確信國家支持香港維權
被問及港府正式向美國政府提出交涉的決定，有否通知中央政府，
邱騰華稱相關決定並非外交問題，指經貿範疇是香港根據基本法下，
擁有高度自治的範疇，香港現時的做法是行使作為世貿單獨成員的權
利，無須依靠其他成員的幫助，他確信國家必然會支持香港維護自身
權利的做法。相關新規定將於11月10日實施，邱騰華指出雖然本港
出口到美國的貨品佔總出口少過0.1%，但新規定對港商仍有影響，
而特區政府不會建議廠商以違反世貿規定的情況下，作出申報產地來
源，他相信廠商會考慮到如何申報才能合乎不同出口地的要求。

國際廣泛認同「香港製造」
對於美國禁止香港生產的產品使用「香港製造」標記，邱騰華批評
美國單方面、不負責任地試圖削弱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做法極不
合理，亦混淆市場，破壞以規則為本的多邊貿易制度。故此特區政府
昨日通過向美方發出通知，啟動在世貿機制下向美國採取行動的正式
程序，特區政府會繼續據理力爭，捍衛香港利益。
邱騰華重申，香港的獨特地位一直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尊
重，所享有的經貿地位跟其他世貿成員一樣。在香港產品上標以「香
港製造」的標記，多年來獲國際接納，這既符合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
位和世貿規定，亦為消費提供清晰正確的產地來源資訊。

■特區政府
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
邱 騰 華 表
示，特區政
府已根據世
貿爭端解決
機制，正式
要求世貿處
理香港對美
國的投訴。

中通社

美方須在30日內與香港進
行磋商。

3030日日

美國早前不合理地要求「香港製
造」的輸美產品，必須在11月9日
後標籤為「中國製造」，商經局局
長邱騰華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決定
向世貿投訴，藉組織的機制解決爭
端，是香港首次利用世貿機制主動
投訴其他經濟體。香港作為單獨關
稅區地位的安排，是基本法賦予的
權力，是「一國兩制」的基本原
則。本港作為世貿組織164個成員
之一，有權依照世貿及國際規則標
示商品的產地，這種合法權益並非
美國單方面可以任意改變或剝奪。
特區政府必須盡一切努力向世貿組
織討回公道，維護香港的合法、正
當權益，反擊美國的霸凌行徑。

要求將「香港製造」標籤為「中
國製造」，是美國總統特朗普7月
簽署所謂《香港自治法案》的後續
行動，企圖藉此打擊本港對美國的
出口，並以此作為抹黑香港國安
法、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工具。美
國提出此蠻橫無理的要求後，香港
一直根據世貿的精神和原則尋求雙
邊對話，今年9月已向美方提出交
涉，要求美方撤回上述要求，並在
世貿框架外透過雙邊商討解決，惟
美方一直沒有回應，令人失望。美
方這種以大欺小的行為沒有把香港
嚇倒，特區政府正式向世貿作出投
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為根據世
貿規則，美方需要在10日內回應、

30日內與香港磋商，如雙方未能在
60日內透過磋商解決爭端，特區政
府有權要求世貿設立專家小組審議
爭端。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在「一
國兩制」下享有體制上優勢，例如
可以參加國際組織、享有商貿自主
性、擁有獨立關稅區地位。因此香
港是世界貿易組織 164 個成員之
一，香港的產品、貿易政策有自主
性。根據世貿規則，成員的貨品的
產地標識應受到相關規定的保障。
香港的國際貨物貿易量達到全球第
七位，在香港產品上標以「香港
製造」的標記，多年來獲國際廣
泛認可。正如國家商務部發言人
高峰所強調的，香港單獨關稅區
地位的法律基礎源自世貿組織協
定，並非是美國或其他某個國家
「恩賜」。

美國的要求不但無視香港的特殊
地位，也與世貿及國際規則不符，
貶損了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亦
公然違反了世貿的「非歧視待遇原
則」及「貿易自由化原則」，造成
了不必要混亂，損害港商和美國消
費者的利益。因此，特區政府為維
護香港合理權益而向世貿組織投
訴，據理力争，完全是合理、合法
的舉動。這種堅決捍衛香港權利和
維護港商利益的行動，理應得到香
港市民的一致支持。

盡一切努力維護「香港製造」正當權益
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昨在中共中央首場新聞發布會

上表示，「十四五」時期，中央將進一步支持香港鞏
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國家前所
未有地將科技創新放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作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香港要因應國
家新戰略、做好新定位，核心關鍵就是發揮「一國兩
制」優勢，以大膽制度創新引領產業創新、更好融入
灣區，香港下一步可在吸納全球頂尖創新人才、推動
以金融支持創科發展、促進知識產權交易等方面，大
刀闊斧進行制度創新實踐，以主動作為把灣區打造成
全球創科引擎、完成國家重託。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將科技創新擺在第一位，把科
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擺在各項規劃
任務的首位、進行專章部署，未來中國，高質量發展
是主題，供給側改革是主線，改革創新是根本動力。
國家對新的戰略機遇期的重大戰略部署，既意味着國
家在科技創新上的投入將大大增加、國際創科合作將
大大加強，也意味着國家將推進服務科技創新的重大
制度變革，在投資、人才、機制等方面作出制度創新
安排。這對香港在服務國家戰略中尋找新定位、獲得
新發展有重大啟示。

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昨日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表述，
實際上給了香港下一步如何發展的諸多「貼士」，包
括穩固提升香港作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經濟發
展基礎良好獨特優勢，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
「一帶一路」功能平台，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支持港澳
同世界各國各地區開展交流合作等。香港要做好這些
服務國家科技創新的大文章，至少可在三方面主動作
為、大膽推進制度創新。

一是打通國際創科人才自由行走大灣區的制度障礙，
助力國家吸納國家頂尖創科人才和團隊。國家主席習近

平昨向第三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作視頻致辭時表示，
中國將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
略，願同全球頂尖科學家、國際科技組織一道，加強重
大科學問題研究，加大共性科學技術破解，加深重點戰
略科學項目協作。國家科技部長王志剛昨亦表示，中國
不會關起門來自己搞創新。林鄭特首近期接受本報訪問
時透露，正與深圳商議推出「聯合政策包」，吸納海外
創科人才回流香港深圳。這無疑是制度創新的正確一
步，但要吸納全球頂級創科人才和研究團隊，香港制度
創新的步伐必須邁得更大一些。

二是在金融支持創新上敢闖敢試。本港近年進行上
市制度改革，在吸納同股不同權企業、未有盈利生物
科技公司、海外上市中概股返香港二次上市等方面取
得不俗成績，下一步如何與滬深創科板互動發展，如
何配合國家金融開放政策發展創投風險基金，如何大
力發展金融科技等，仍需香港有制度創新大手筆。

三是打通制度關卡將香港優勢產業專業服務與灣區
融合發展。香港一直致力於發展成為亞太地區首屈一
指的知識產權交易中心、國際仲裁中心，香港浸大、
中大、科大等已主動與灣區合作辦學，將香港創科體
系、優質科研、高素質大學教育等與灣區資源對接，
下一步如何與灣區合作，發展全球知識產權交易、仲
裁中心，發展全球創科教育中心，仍需香港進行大膽
制度創新。

特首林鄭月娥11月初將率領5名政策局長赴北京，
然後轉往廣州和深圳，分別與當地市領導商討粵港澳
大灣區及港深合作事宜。特首赴京固然需要爭取中央
給予更多惠港政策，但站在國家奮力奪取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歷史關口，特首赴京更應展
現香港大力推進制度創新、服務國家科技創新的雄心
和魄力，更應帶上香港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大力
推進制度創新的新思考、新政策、新行動。

大膽制度創新 更好融入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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