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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五園」成港企外闖新商機
「一帶一路」開拓多個境外經貿合作區

雖然環球經濟飽受新冠疫情影響，但

國家的「一帶一路」仍給業界帶來大量商

機，其中「四國五園」更是對接港企的試

點。香港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與港府

「一帶一路」辦公室昨合辦首場線上交流

會，以善用境外經貿合作區，開拓「一帶

一路」新商機為主題，助力港企尤其是中

小企了解和進駐東南亞經貿合作區，以便

更好地「走出去」，把握新機遇實現新發

展。國家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副

司長李永軍致辭時表示，國家支持香港企

業進入經貿合作區發展，支持內地和香港

企業共同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在境外拓

展更多經貿發展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責任編輯：荊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環球
低息環境令銀行業業績受壓，畢馬威
最新報告顯示，本港所有持牌銀行在
計提減值損失準備前的經營利潤，由
前年的2,870億元降至去年的2,320億
元，按年跌約19%。畢馬威中國香港
金融服務合夥人馬紹輝昨表示，低息
環境持續加上疫情帶來的經濟不確定
性，料港銀的盈利能力年內將繼續受
影響，同時銀行將更關注管理成本，
或透過拓展理財業務等增加手續費收
入等。

低息令銀行淨息差下降
畢馬威報告稱，雖然去年整體經濟
充滿挑戰，其中香港經濟去年收縮了
6.1% ，但本港銀行業仍表現出較強的
韌性。至於銀行業表現方面，與前年
相比，去年所有受訪持牌銀行的平均
淨息差下降了41個基點，十大持牌銀
行的平均淨息差從前年的1.71%降至
去年的1.38%。該行認為，在美聯儲
加息決定落地之前，料港銀行業的淨
息差前景可能仍充滿挑戰。
由於低息環境不利銀行業表現，馬
紹輝認為銀行為抵消這方面的影響，
早前已透過削減成本以提升盈利能
力。根據該行調查顯示，去年銀行總

經營支出僅從前年的2,040億元小幅增
長至去年的2,050億元，比起前年錄得
130億港元大減， 不過成本控制仍不
足以抵消去年低息環境帶來的影響，
期內十大受訪銀行的總經營收入跌了
11.8%，而總經營支出升了0.2%。

理財通開通初期料受惠不多
問到跨境理財通「通車」後，預期
多久才可以反映在銀行業業績上，畢
馬威中國中資金融機構主管合夥人方
海雲回應時指，監管機構早前才公布
有關跨境理財通最新指引，相信銀行
仍需時研究，他亦相信理財通「通
車」初期，參與的投資者和產品或會
受到限制，故認為年內措施對銀行盈
利的影響並不明顯，但相信長遠將為
香港銀行帶來更多機會，以及有助擴
大客戶基礎。
另外，畢馬威今年發表的香港銀行

業報告首次涵蓋虛擬銀行。本港首批8
間獲發牌的虛銀，去年已全部投運，
但均處於燒錢階段、尚未盈利，馬紹
輝認為虛銀開業初期仍專注於對營銷
推廣活動等領域的投入和支出，以力
求擴大客戶群體，不過他相信隨着虛
銀開始拓展貸款及財富管理服務等，
看好虛銀未來整體虧損有望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 佐丹奴（0709）表示，
日前與位於烏茲別克共和國塔什干的Prof
Brands LLC（「Prof」）簽訂了獨家特許經
營協議，作為佐丹奴在烏茲別克的獨家特許
經營商，並隨即在烏茲別克開設門市。

Prof加入特許經營
根據合約承諾，Prof被賦予在烏茲別克各

地開設佐丹奴門市的獨家特許經營權。 佐

丹奴會繼續拓展其全球業務，而此舉亦標誌
着佐丹奴在拓展中亞時取得的突破。
佐丹奴執行董事兼海外市場發展部主管羅

學文表示，集團在30多個國家建立佐丹奴
品牌，很高興並歡迎Prof Brands LLC 加入
佐丹奴的國際特許經營的大家庭，對海外拓
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此次合作將佐丹奴品
牌引入烏茲別克，集團相信Prof在烏茲別克
擁有打造國際消費品牌的豐富經驗，是有能

力令合作取得成功。
Prof Brands LLC的董事總經理兼資深商

人 Kayumjon Khaydarov 表 示 ， Prof
Brands 感到很自豪能在烏茲別克代表佐丹
奴；該公司一直在中亞發展業務，已與幾家
著名的國際品牌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而該
公司與佐丹奴的合作使該公司首次踏足時尚
服裝領域，期待將佐丹奴的體驗帶給烏茲別
克新興的消費客群。

李永軍介紹，經過多年發展，境外經貿合作區日益
成為企業「抱團出海」、有效規避風險的重要

「走出去」平台。目前納入國家商務部統計的境外經貿
合作區約有100個，覆蓋46個國家，涵蓋了加工製造、
資源利用、農業產業、商貿物流、科技研發等多種類
型，累計投資超過460億美元，入區企業達約5,300多
家，為當地創造共約39萬個就業崗位。
他指出，內地和香港企業能通過加強對接合作、搭建

交流平台、創新運營發展、加強金融支持、提供人才支
撐等方式，發揮兩地企業各自優勢。香港企業能夠在法
律、金融、航運物流等領域為合作區提供專業服務，十
分支持港企積極參與合作區的建設發展。

疫情無礙中馬經貿合作
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經濟商務處公使銜參贊張佩東
介紹，中國是馬來西亞最大貿易夥伴國，馬來西亞是中
國在東盟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已連續5年是馬製造業
領域第一大外資來源地。疫情衝擊下，兩國經貿合作仍
在全方位、立體化地逆勢成長。

中泰雙邊貿易創新高
中國駐泰國大使館經濟商務處公使銜參贊王立平也指
出，中國已連續8年成為泰國最大貿易夥伴，泰國是中
國在東盟第三大貿易夥伴。即便疫情肆虐，2020年中泰
雙邊貿易逆勢增長，達到986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越來越多的中國大企業在泰投資建廠，一批批大型專案
相繼投產，疫情下生產經營平穩運行，中泰之間的投資
合作已逐步形成多層次、多管道、全方位的合作格局。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兼貿易處負責人劉亞軍介紹，特
首林鄭月娥在2020年施政報告中已指出，初步選定
「四國五園」以試點形式，推動有興趣的香港企業與合
作區對接。試點得到國家商務部的支持，包括可通過中
國駐有關國家使領館的經濟商務參贊處，協助香港企業
與合作區對接磋商。
據悉，「四國五園」是指內地企業在馬來西亞、泰
國、印尼、柬埔寨四國設立的馬中關丹產業園、泰中羅
勇工業園、中國印尼經貿合作區和華夏幸福卡拉旺產業
新城、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5家有代表性的境外經貿合
作區。下周二還將舉辦「四國五園」第二場線上交流
會，屆時將圍繞印尼、柬埔寨兩國的投資營商環境和重
點合作園區做推介。

畢馬威料港銀年內續受累低息

香港文匯報訊 國航（0753）昨日公布
今年5月主要營運數據，客運運力投入
（按可用座位公里計）同比上升90.1%，
旅客周轉量同比上升 113.1%。國內客運
運力投入同比上升 91.3%，旅客周轉量同
比上升113.7%；國際客運運力投入同比
下降2%，旅客周轉量同比下降9.1%；地
區客運運力投入、旅客周轉量同比均大幅
上升。平均客座率為75.5%，同比上升
8.2個百分點。其中，國內航線同比上升
8.1個百分點，國際航線同比下降3.4個百
分點，地區航線同比上升57.3個百分點。
貨運方面，貨運運力投入（按可用貨運

噸公里計）同比上升1.7%，貨郵周轉量

（按收入貨運噸公里計）同比上升
25.4%，貨郵運輸量同比上升 29.9%；貨
運載運率為36.3%，同比上升6.9個百分
點。2021年5月集團共引進1架ARJ21飛
機、3架A320NEO飛機。
截至2021年5月底，集團合計運營727

架飛機，其中自有飛機293架，融資租賃
224 架，經營租賃210架。

香港文匯報訊 北京市政府上市窗口公司
北京控股(0392)昨天表示，北京市國資委與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達成初步共識，通過引入
後者作為北京控股集團的戰略投資者，進一
步深化股權合作，旨在更好落實長江經濟帶
國家發展戰略和首都綠色高質量發展。
北控集團為北京控股的控股股東，北京控
股稱預期集團進行的股權合作事宜對上市公
司的業務營運並無重大影響。北京控股主營
業務涵蓋城市燃氣、城市水務及固廢處理等
公用事業板塊，該股昨天收低1.9%，報28.4
元。

泰中羅勇工業園：
中企在當地創4萬職位

佐丹奴進軍中亞 烏茲別克開店

長江三峽集團
成為北控母企戰投

香港工商界走進「四國五園」線上交流會發言

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
合作司副司長李永軍：

在境外疫情持續蔓延背景下，
合作區在疫情防控、復工復產
方面的優勢充分體現。

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
經濟商務處公使銜參贊
張佩東：

中國已連續5年是馬製造業領
域第一大外資來源地，除製造
業和大型工程承包專案以外，
還涵蓋新能源、電力、石化、
交通、金融、電子商務、商貿
物流等多個領域。

中國駐泰國大使館經濟商
務處公使銜參贊王立平：

2020年，在全球疫情大流行背
景下，中泰雙邊貿易逆勢增
長，達到986億美元，創下歷
史新高。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兼貿
易處負責人劉亞軍：

國家商務部與港府一直致力於推
進「內地+香港+『一帶一
路』」國家三方合作，支持香港
參與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待疫
情好轉之後，主辦方還將組織有
意向的港企赴相關園區實地考察
調研，推進業務合作。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一帶一路」專員葉成輝：

港企可在金融投資、保險及財
務策劃、仲裁及爭議解決、專
案監理等多個專業服務領域作
貢獻，在不同階段協助建設和
營運境外經貿合作區，進而助
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
展格局。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兼貿易處負責人劉亞軍(右)表示，國家商務部與港府一直致力於
推進「內地+香港+『一帶一路』」國家三方合作，支持香港參與境外經貿合作區建
設。左為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帶一路」專員葉成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借着
「一帶一路」的東風，泰國的泰中羅勇
工業園對中資企業的吸引力與日俱增。
據該工業園總裁趙斌昨日介紹，自中泰
2005年簽署合作備忘錄以來，工業園開
發至今已成功吸引167家中資製造型企
業、30多家商業服務型配套企業入駐。
園內企業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40,000
個，隨着發展步伐持續推進，未來這個
數字或可突破100,000個。

中資累計投資逾40億美元
泰中羅勇工業園開發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5年，是由中國華立集團與泰國安美
德集團在泰國合作開發的面向中國製造
業的現代化工業區。園區位於泰國東部
海岸、靠近泰國首都曼谷和廉差邦深水
港，總體規劃面積12平方公里，包括一
般工業區、保稅區、物流倉儲區和商業
生活區，主要吸引汽配、機械、家電等
企業入園設廠。截至目前園區企業已累
計投資逾40億美元，累計產值則逾180
億美元，為泰國經濟作出貢獻。
趙斌表示，為吸引中資企業前往投

資，泰中羅勇工業園可為客戶提供一站
式服務，包括協助客戶向泰國投資促進
委員會（BOI）進行投資政策的諮詢，

以及申請投資辦廠的優惠政策；向客戶
提供在泰企業註冊登記的相關諮詢，以
及協助辦理具體手續。此外，在入園企
業建造廠房時，園區可協助客戶安排設
計，施工招投標，申請廠房建築許可證
等程序。
在泰國經營的主要成本方面，他表示

泰國的企業所得稅率是20%，增值稅是
7%。羅勇府當地最低工資為一日335泰
銖，僱主需承擔的社保金繳納為5%。

中策橡膠泰國員工佔九成
泰中羅勇工業園企業代表、中策橡膠

（泰國）總經理陳華亦表示，泰國橡膠
資源豐富，有利公司業務發展。公司於
2014年10月入駐當地發展，現時約有
4,300名員工，當中約90%是泰國員工，
年收入約為7億美元。她強調，公司視
員工為家人，管理層會與員工進行交
流，藉以維持良好的工作氣氛，提升員
工的忠誠度，同時促進中泰文化融合。
除了位於泰國的泰中羅勇工業園外，

位於馬來西亞的馬中關丹產業園，亦有
相關代表出席昨日的線上交流會，介紹
了園區建設、運營及園區內產業發展招
商的有關情況，和分享在當地的投資經
驗。

●泰中羅勇工業園總裁趙斌 ●中策橡膠（泰國）總經理陳華

國航5月客運運力升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