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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宇：伊斯蘭國家設辦事處 加強引資與貿易

【大公報訊】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許正宇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
員提問時表示，投資推廣署及貿發
局將在2024至2025年度內，於包括
伊斯蘭國家的 「一帶一路」 沿線各
增設兩間顧問辦事處，加強招商引
資和貿易推廣工作。

對於立法會議員提問，如何
吸引伊斯蘭國家投資者來港，許
正宇回應指，現時香港在全球的
貿易網絡涵蓋128個國家，當中包

括多個伊斯蘭國家。為促進包括
伊斯蘭債券在內的伊斯蘭金融市
場在香港的發展，特區政府已採
取具體措施，建立有利於伊斯蘭
債券發行的平台，包括分別在
2013年及2014年修訂法例，為發
行伊斯蘭債券提供與傳統債券相
若的稅務架構。

此外，許正宇指出，特區政府
先後在於2014年、2015年及2017
年，三度容許在政府債券計劃下發

行共30億美元（約234億港元）的
伊斯蘭債券，向國際市場展示香港
伊斯蘭金融平台的優勢，以帶動更
多發債機構及投資者參與香港資本
市場。

特區政府將於本月24和25日與
貿發局合辦 「亞洲金融論壇」 ，許
正宇表示，當中設有 「伊斯蘭金
融：原則、實踐與全球影響」 的討
論環節，就有關伊斯蘭金融市場的
發展進行交流。

首季GDP料升2.1% 就業平穩
【大公報訊】香港大學發表最新的

「香港宏觀經濟預測」 ，預期2024年第一
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上升2.1%，
2024全年增幅料介乎1.9%至2.7%之間，
較不少金融機構的預測悲觀。

外貿反彈首季出口估計升5.5%
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

亞太經濟合作研究項目指出，預料2024年
第一季香港出入口可望扭轉去年跌勢，部分
原因是去年同期的基數較低所致，預料

2024年第一季香港貨品進口及出口將分別
錄得5.8%及5.5%增長，就業市場預期保持
平穩，失業率維持在2.9%水平。鑒於利率
高企打擊消費及投資意欲，引發環球經濟放
緩，因此預期2024年上半年經濟增速將較
緩慢。

報告又指出，2023年上半年經濟恢復
至2.2%增長，2023年下半年經濟增長加
快，第三季錄得4.1%增長，主要由內部需
求帶動，預期2023年第四季香港經濟增長
4.5%，2023年全年預計增長3.3%。

《綠皮書》題目涵蓋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聯繫匯
率制度的利與弊、香港收入不均
貧富懸殊的情況、人口老齡化對
醫療開支的影響、如何有效減少
公屋輪候時間、人才去留問題、
香港發展知識產權商業化及提升
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的重要性等。

其中不少筆墨提到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的角色及聯繫匯率的去
留。從歷史角度看，有人可能認
為2019年上半年是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的最高點，並將如
同世界各地和亞洲許多其他金融
中心一樣，香港的角色也會衰落
及被其他金融中心取代。然而，
港大認為，對香港來說，2019年
並非高峰時期，而是轉捩點。

助力人幣國際化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嘉里基金

教授（法學）DouBlas Arner表
示，香港要增強其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角色，當務之急在於維持
和鞏固現有優勢，包括資本、資
訊和人員的自由流動，輔之以穩
定的法律、貨幣、金融和監管基
建。香港作為資本市場，需要聚
焦集資和投資所需的新客戶，同
時招徠有能力、更廣泛投資的內
地及國際機構投資者。另外，香
港應加強多極化支付和財資管理
框架，從而受惠於內地未來的發
展及資金出入，並在支持人民幣
國際化、利用其他貨幣進行貿
易、金融及投資，以及提升香港

作為新興多極金融體系中的樞紐
角色方面更上層樓。

聯匯制度利大於弊
社會上一直議論紛紛，

認為聯匯制度或會無以為
繼，而在中美兩國經濟政治
摩擦不斷之際，或應加以調整
甚至替代。港大經管學院副院
長鄧希煒認為，維持聯繫匯率的
唯一風險，是美國政府無理地制
裁本港金融機構，不容許持有或
兌換美元，但相信會發生的機會
極低。而本港主動放棄聯繫匯率
的風險大過好處，並不是深思熟
慮的決定。對於有意見指港元可
掛鈎人民幣，《綠皮書》指出，
若然處理不當的話可能引致系統
性金融風險，港元市場容易成為
更直接的投機目標。若出現此一
情況，特區政府就需要以更多的
外匯儲備維持港元幣值，以免在
金融系統中埋下隱患。

對於香港未來經濟及樓市前
景，王于漸指出，香港為高度開
放經濟體，今年環球經濟並不樂
觀，香港亦不會好。對於市場最
樂觀預期美國最快於3月或年中減
息，他認為過分樂觀，並直言美
國通脹能否回落至2%仍是未知之
數。他期望隨着內地經濟政策進
一步放寬，經濟好轉下，香港明
年（2025年）經濟可望受惠。樓
市方面，辣招稅令市場沒有流通
量，於經濟不景的情況下，不容
易 「回春」 。

港大經管學院昨日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4》，就香港
八大範疇提出分析及建議。對於香港疫後經濟及投資市場恢復未如
預期，《綠皮書》中提到，香港的角色本質是作為中介，因此需要增
加與內地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持續的金融和經濟聯繫走廊的聯繫，同
時尋求新興潛在機會領域。對於有意見指香港應開徵新稅項，香港大學
首席副校長王于漸於記者會上表示，這是逆水行舟，不利香港吸引人才
及資金發展。

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

❹❹聚焦香港收入不均聚焦香港收入不均
•為了減輕收入

不均現象，特區政府應
該在公共房屋方面增加投
資，並通過調低進入門
檻，擴大高技能服務

的就業機會。



【大公報訊】疫情間嚴格
的出入境措施，加上有部分人

移居海外，香港無可避免的出現人才流失
的問題。不過，港大《綠皮書》根據專業
人士網絡平台LinkedIn及特區政府的數
據，發現香港在面臨人才流失之餘，人才
流入量亦甚高。相對於離港人口，來港人
口年齡較大，教育程度較高，但在全球人
脈網絡和種族多元程度方面則有所不及。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鄧
希煒指出，根據分析，流入香港的人才來

自內地者居多，
來自美國等地區
者亦有，但主要
是美籍亞裔。現

時市場所指稱的人才流失之說未免以偏概
全，事實上，相比於其他主要大都會，香
港對環球人才依然極具吸引力。

不過，他坦言歐美人才流失較多，而
香港需要保留亞洲國際城市的特色，他指
出，若香港需要發揮有別於內地其他城市
的特色，才能成功吸引外國人來港居住及
工作。在有關數據中，青年屬移民意欲最
高的社群，皆因大多社會地位未穩，而事
業發展仍在探索路上，難免對未來感到困
惑。他建議，為減少這類外流移民，特區
政府不妨以挽留這一社群為長遠目標，採
取一系列措施，如提供持續進修津貼或海
外獎學金，條件為必須在進修後回港工
作。

【大公報訊】航空業與香港的
各行各業息息相關。不僅是零售、
飲食和酒店業，服務業也是其中重

要的一環。港大請來了國泰前
行政總裁陳南祿就香港航空發
展提供建議。陳南祿於《綠皮
書》中指出，要確保香港未來
保持作為領先航空中心的角
色，關鍵因素之一繫於內地。

內地旅客與運力增長空間大
陳南祿指出，內地增長速度非常

快，香港必須繼續加強與內地的聯繫，
這將取決於特區政府和本地航空公司所

擔當的有效角色、航空樞紐的實力，以及旅客的
利益。內地是香港的一個龐大市場兼航空腹地，
其影響力舉足輕重。相對於現時的美國，中國的
航空旅客和航空機隊規模還大有增長空間。

被問到近期國泰經營情況並不理想，港大經
管學院副院長鄧希煒直言，國泰面臨的問題較全

球領先的航空公司更加困難。
他解釋稱，香港是最遲開關

的地區，加上其他表現
良好的航空公司得

到政府大力支
持，如新加坡
航空，但香港
作 為 自 由 市

場，未必得
到政府大力
支持，故遇
到的挑戰較
多，亦需要
更多時間解

決問題。

【大公報訊】隨着人口老化問題愈趨嚴
重，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王于漸認為，醫療問
題是香港未來最大挑戰，遠遠大過其他如房屋
及貧富懸殊等問題，是香港急切需要解決的問
題。港大《綠皮書》中指出，至少直至2028
年，香港醫療衞生開支的增長速度將超過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速度。

《綠皮書》中指出，香港若能在30年內實
現每年淨流入約5萬個年輕家庭，估計醫療衞生
開支佔GDP的升幅在2040年才得以放緩，下降
到7%水平。否則，在缺乏外來移民抵銷人口老
齡化問題的效應下，此一比例將於2040年升到
9%。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院長兼臨床教授貝

大為表示，
未來的五年裏，
香港醫療衞生開
支的增長速度
預計將持續高
於GDP的增長
速度，進一步擴大醫
療衞生在整體經濟中
的比重。眼下的當務
之急是商討醫療衞生
體系的最佳方案，以應對人口老
齡化和不斷增長的醫療衞生開
支，同時避免公共醫療衞生服務退步。若對改
革躊躇不決的時間愈長，難度就愈大。

•由於香港角色本質是作為中介，因此需要增加與內地
和世界其他地區（包括歐洲、北美和東盟東亞，

特別是RCEP地區）之間持續的金融和經濟
聯繫走廊的聯繫，同時尋求識別新興的

潛在機會領域（如中東、非洲和
拉丁美洲）。 鄧希煒：獎金及進修津貼留人才

❷❷人才得失與香港前景人才得失與香港前景
•香港可考慮制定挽留年輕一代的勞工
政策。如提供持續進修津貼或海外

獎學金，條件為必須在進修
後回港工作。

陳南祿倡深化與內地合作
強化航空樞紐地位

❻❻強化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的重要性強化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的重要性
•確保香港未來保持作為領先航空中
心的角色，關鍵因素之一繫於內地。
必須加強聯繫內地，增加航空樞

紐的實力，以及更好保障
旅客的利益。

❶❶香港結構演變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香港結構演變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

•醫療衞生體系改善方案，必須涵蓋多方面：通過疾病預防和
全面基層醫療以免染病入院之需；提高現有醫療資源的使
用效率；引入新藥物和新技術；協助市民計劃和支付
長期護理；推動整體醫療保險市場在醫療融資方

面發揮作用；通過抵押收入或社會保險
來融資開源。

❼❼人口老齡化對香港未來醫療衞生開支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對香港未來醫療衞生開支的影響

❸❸知識產權商業化知識產權商業化
有利香港經濟高質發展有利香港經濟高質發展

•香港在知識產權商業化方面進展仍有
不足。必須思考如何更有效率地把市
場做大，從而調動各持份者將香

港建設成為區域知識產權
貿易中心。

港大對香港經濟八大範疇觀點

王于漸籲醫療改革 憂開支增長超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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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❽利用數據和算法減低公屋輪候時間利用數據和算法減低公屋輪候時間
•善用數據分析和參考諾貝爾經濟學
獎得主阿爾文．羅思的市場機制設
計，改善公屋配對，並讓過渡

性房屋充分使用。

❺❺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損益評估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損益評估
•中美經貿摩擦使聯匯制度好處有所
削弱，但只屬短暫，對聯匯制度的

堅持能為投資者對港元穩定
性的信心注入強心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