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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團結香港基金「再思香
港論壇：擁抱中西 邁向南北」昨日在港舉行，團結香港
基金會主席、亞洲金融集團主席兼總裁陳智思出席該論
壇時表示，「一帶一路」倡議為香港提供了巨大的機遇
聯繫亞洲新興市場，惟在現今環境下，香港面對不少挑
戰，例如是中美地緣政治緊張等，香港應該思考如何面
對這些挑戰，以及重新思考香港的定位，從而更好地利
用「一帶一路」為香港和新興經濟體連結帶來的機會。
陳智思指出，多年來，無數內地民眾一直視香港為成

功與理想的標準，但現時的情況已截然不同。
他認為，這明確提醒香港必須正視不斷變化的
形勢，以充分發揮自身的角色及「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
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國務院

原參事王輝耀昨在論壇上認為，香港必須在新
形勢下，繼續鞏固好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
說，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即使面臨新常態
和挑戰，也能憑藉其金融基礎設施、政治制
度、法制優勢及集聚的全球高端人才，支持繼
續繁榮發展。
王輝耀指，香港是中西之間的橋樑，香港對於
貿易、文化交流，經濟交流都是非常重要，現在

處於新常態下，有各種各樣變化，而香港憑藉絕佳的金融
結構基礎，仍然是具有獨特優勢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王輝耀：可成RCEP區域經濟重心
他續稱，香港有望成為東盟新中心，促進中國與東盟

連接，而香港也可成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的中心，成為RCEP的區域經濟重心。同時，香
港是全球極具吸引力的地方，可以幫助大灣區匯聚更多
的人才。

陳智思：港遇挑戰應重新定位創新機遇 黃育川：港可為國家創新發展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談及現在
變幻莫測的國際形勢，卡內基國際和平基
金會亞洲項目資深研究員黃育川昨出席團結
香港基金舉辦的論壇時表示，中美緊張局勢
正面對兩種結構性因素影響，包括近年中國
貢獻全球GDP上升至接近美國，成為世界
重要的經濟體之一，對美國構成競爭；第二
是經濟及政治體系差異所帶來的衝突。雙方
採取一連串反制措施，令中國推動「新質生
產力」高科技發展的同時，會降低GDP增
長率。不過，他認為數據反映中國仍有能力
應對，例如把貨品出口至美國以外的國家和

地區。
黃育川續稱，中美緊張局勢將繼續影響中
國內地和香港特區的經濟前景，但香港可以
透過支持內地的創新發展、加強與亞洲及其
他地區的貿易和金融聯繫來作出應對。他又
提及，如果一個國家想要實現增長，單靠基
建創新是不夠，需要更多生產並進行科技創
新，當中資金充裕和擁有良好的法律框架可
以鼓勵創新，而這種創新不僅僅是技術層
面，還關乎整體GDP的增長。

投資研發助快速提升實力
黃育川進一步解釋，發展關鍵在於創

新，尤其對中等收入國家而言，僅僅依賴
基礎設施創新是不夠，必須廣泛促進生產
活動。他認為，創新與財富之間並非直接
因果關係，有錢並不自動帶來創新，而是
需要有法律框架和充足的資金來支持創
新。他稱，投資研發對於快速提升國家實
力至關重要，內地在高科技領域的巨大投
資就是證明，汽車行業未能帶來增長就是
一個例子。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蔡競文）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昨
指出，2025 年環球
經濟仍面對很多不
確定因素，特別是
美國新一屆政府的
經濟政策，香港作
為細小外向型經濟
體難免會受影響。
他預期，美國新政
府將實施擴張性財
政政策，可能增加
當地通脹壓力，減
息節奏或放慢，影響香港利率走勢，港元偏強時間會延長，影響本地貨物及服務的
吸引力，抑壓市民及旅客在港消費。
此外，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上周表示，將於明年上任首日對中國等國家加徵關

稅，陳茂波認為此舉將干擾環球貿易及投資往來，並引發其他經濟體的反制措施，
香港出口特別是內地輸住美國的轉口將會受到影響。

內地強力振經濟惠及香港
然而，陳茂波補充，內地推出措施大力提振經濟，料惠及香港不同經濟環節。他又

指，香港近年致力擴大經濟容量，提升競爭力，包括上周啟用的機場三跑，近年亦致力
開拓東盟及中東市場，努力招商引資，而施政報告亦提出一系列發展經濟措施為本地經
濟注入新動力，相信香港可善用自身優勢，實現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港元或持續偏強恐抑壓消費

●黃育川
認為，投
資研發對
於快速提
升國家實
力至關重
要。

●港元偏強時間或會延長，影響本地貨物及服務的吸引
力，將抑壓市民及旅客在港消費。 資料圖片

陳茂波昨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上
表示，在計及發行債券收入和償還到期

款項後，初步估算2024/2025財政年度的綜合
赤字約1,000億元，高於今年2月底公布財政
預算案時預計的481億元。導致巨額赤字，是
由於過去幾年為應對疫情和外圍環境挑戰，
特區政府推出大規模的逆周期措施，以致財
政儲備下降；同時受地緣政局及全球經濟增
長放緩等因素影響，今年香港資產市場仍然
受壓，政府在賣地、樓市印花稅及利得稅等
收入大減。

本財年財政儲備料降至6331億
這將是特區政府連續3年出現財赤，每年都

出現達千億元的赤字。2022/2023 年度錄
1,223.38 億 元 財 赤， 2023/2024 年 度 亦 錄
1,002.05 億元財赤。政府財政儲備由 2019/
2020年的逾1.17萬億元，減至最新估算2024/
2025年的6,331.7億元，即6年以來累計下跌約
5,377億元。惟陳茂波指出，面對經濟逆境，
政府政策不能「順周期」，反而要更大力度支
持市民和企業，難免導致赤字。即使如此，政
府繼續投入資源鞏固經濟增長勢頭和改善公共
服務，亦繼續提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及其他與經
濟及房屋發展。

續檢視收入開支擬定相應措施
如何滅赤，陳茂波提到，今年初發表的財政

預算案提出了一套全面的財政整合計劃，透過
控制政府開支增長、增加收入，以及發行政府
債券，力求在數年內讓政府回復收支平衡。其
中，政府以身作則推行「資源效率優化計
劃」，削減開支，並繼續維持公務員編制零增
長。面對來年不明朗經濟環境，政府會繼續檢
視收入、開支及財政儲備的水平，同時考慮社
會目前和長遠需要，擬定相應措施和財政安
排，絕對有信心政府財政在未來數年內回復收
支平衡。

續推進北都區等基建項目投入
對於政府近年增加發債，陳茂波指，集資所

得主要用作北部都會區等基建項目投入，不想
因短期經濟周期高低而影響經濟容量擴充和長
期規劃。目前市場處於相對高息水平，政府推
動基建時經過內部測算，雖然基建項目可帶來
一定回報，但基建投資很多時不只參考財政回
報，亦要視乎經濟社會效益，若單純比較財政
回報，會限制利用市場資金推動基建發展。
陳茂波強調，近年發債後，本港債務佔本地

生產總值（GDP）比重亦只由今年 3 月底約
6.5%，增加至約13%至14%，相對全球發達經
濟體仍屬較穩健，無須太憂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預料，
目前的地緣政治格局將持續一段時間，雖然近年香港受地緣政
治和資金流影響而遇到一定壓力，資金難免短期進出，惟國際
資金始終視乎回報率而投資。香港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獨特
國際城市，有能力支持內地企業來港設立總部及「走出去」，
而特區政府亦正推行不少提升市場流動性的建議，相信只要做
好基本工作，本港市場仍具吸引力。
他指，雖然地緣政治令歐美政界對內地及香港均不太友好，但

金融界和商界仍看好中國發展，願意來華投資做生意。事實上，
近期中央推出經濟刺激措施後，港股市場明顯自低位反彈，流入
資金有八成以上來自歐美，當中大部分屬長期投資資金。他認
為，現時歐美仍是香港的主要投資者，香港要鞏固好投資者信
心，令歐美企業高層願意來港發展，相信香港作為國家的「超級
聯繫人」，一定會找到理想發展方向。

金融體系有足夠能力抗衝擊
對於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上台或為全球市場帶來波動，陳茂波
認為，金融市場可能會在美國新政府上台後出現較大波動，但本
港已建立不同預案應對，例如監管機構已實施跨市場的全方位監
控以辨識風險，同時通過金融體系建立強大緩衝，相信有足夠能
力抵禦市場大波動。
被問及政府會否動用外匯儲備買入港股，陳茂波強調，外
匯儲備的流動性非常重要，若聯匯制度在政經環境較波動時
面臨衝擊，會將持有的非本地股票沽出套現，因此外匯儲備
主要投資在非本地金融產品；投資在港股則可能在市場風雨
飄搖時加劇港股沽壓，或影響本地市場。

聯匯制度行之有效 無意變動
他又指，本港的外匯儲備需要用作支持聯繫匯率，而聯匯制

度多年來行之有效，金融穩定維持良好，聯匯在區間運作，目
前無意做任何變動。

港本財年赤字料千億

陳茂波：不會對市民中產下手 續紓困挺經濟保民生

受累新冠疫情及外圍環境變化，特區

政府近年大力推出紓困措施「保企業」

「保就業」，加上賣地、樓市印花稅及利

得稅等收入大減，特區政府最新估算本財

年綜合赤字約1,000億元，較財政預算案

預計的481億元高出1.07倍，連續3年錄

得千億元財赤。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透

露，他與評級機構溝通過，對方支持特區

政府做法，不急於在1至2年內收支平

衡，否則對社會的震盪較大，認為按目前

財政儲備能力，以過渡形式進行財政整合

較為合適。他有信心香港三、數年後可恢

復收支平衡，強調政府在「開源」方面會

盡量減低對一般市民及中產人士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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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
表 示 ，
有 信 心
香港三、
數年後可
恢復收支平
衡。

港
市
場
對
歐
美
投
資
者
仍
具
吸
引
力

冀三數年收支可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王輝耀王輝耀●●陳智思陳智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