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讀香港國際貿易優勢（2023年數據）

大公報記者胡若璋、黃寶儀、何玫整理

近88224億
•商品貿易總額8822396
（百萬港元），是全球第
六大商品貿易中心

6成以上

•人民幣存款餘額9392億元，較
2022年末上升12.4%，佔全球
離岸人民幣資金池6成以上

2177間
•按母公司所在地分
析，2023年，內地駐
港 公 司 數 目 最 多
（2177間），其次是日
本（1403間）、美國
（1273間）、英國（641
間）及新加坡（477間）

4388間
•按在香港的主要業務範圍分
析，2023年，從事進出口
貿易、批發及零售業的駐港
公司數目最多（4388間），
其次是金融及銀行業（1659
間）和專業、商用及教育服
務業（1304間）

468000人
•母公司在海外及內地的駐港公
司數目達9039間，在香港的總
就業人數約為468000人。初創
企業數目創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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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偉文：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4月試行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胡若璋、何玫博鰲報道

作為世貿組織的創始成員之一，香港在全球貿易中擔當
重要的角色。二○二二年，香港是全球第十大商品貿

易經濟體系，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位列全球第四，對外直
接投資流出金額位列全球第七。27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
司司長陳國基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 「全球自由貿易
港發展」 分論壇並致辭。他表示，香港享有背靠祖國、聯通
世界的獨特優勢。要通過積極開拓環球合作關係和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兩大方向，鞏固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
策略定位。

兩大方向鞏固提升港貿易中心地位
陳國基博鰲論壇致辭：積極開拓環球合作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要聞A 3 2024年3月28日 星期四

人行行長：正制定《金融穩定法》

▲3月27日，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 「全球自由貿易港發展：夥伴 開放 合作」 分論壇在海南博鰲舉行。 中新社

從博鰲看亞洲經濟動能

資料來源：國是直通車

潘基文：共同應對全球挑戰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聯合國第八
任秘書長潘基文在博鰲亞洲論壇
2024年年會分論壇上發表視頻致辭
時表示，2024年年會的主題是關於
挑戰與責任，希望世界各國關注當
前面臨的共同挑戰，肩負起責任，
團結協作，發揮政府界和企業界的
作用，應對氣候變化、貧困、不平
等以及增長停滯等全球挑戰，不要
逃避責任，盡自己的一分力，讓世
界更加安全、繁榮、可持續。

林毅夫：中國是世界增長引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在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
上表示，談世界經濟不能不談中國
經濟。 「如果中國經濟增長5%，中
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還將上升1
個百分點，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增
長的主要動力源。」

余偉文：亞洲需要強大債券市場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在 「深
化亞洲金融合作」 分論壇上表示，
增強亞洲金融體系韌性，需要通過
宏觀經濟政策確保基本面穩定。除
利率和貨幣政策外，也要進一步完
善財政政策、外匯政策、資本流動
政策等各類政策工具。亞洲需要建
設強大的債券市場，這對於整個區
域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至關重要。

潘功勝：開展IMF份額佔比改革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在 「深化
亞洲金融合作」 分論壇上表示，亞
洲國家應合作推動IMF份額改革，
盡快實現份額佔比調整，更好反映
亞洲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地
位，特別是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
國家的話語權。

▲3月26日，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
新聞發布會暨旗艦報告發布會在海南博
鰲舉行。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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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胡若
璋、何玫博鰲報道：博鰲亞洲論壇2024
年年會正在舉行。27日，香港金融管理
局總裁余偉文在 「深化亞洲金融合作」
分論壇上表示，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
網絡mBridge項目預計4月進入 「最簡可
行產品（MVP）」 階段。

當下，亞洲各個經濟體正在推動央
行數碼貨幣的發展，其使用痛點在跨境
支付。余偉文發言時強調 「mBridge項
目並不是一個概念設計，而是能實際減
少交易成本和時間。這是進展最順利的
跨境的央行數碼貨幣的結算體系，不僅
是在亞洲，而且在全世界是一個先
例。」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展和經濟增

長，是今年年會一大焦點。余偉文在發
言時提及亞洲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增長
非常強勁。投資方面，過去10年亞洲各
經濟體擴大本土機構投資者，將有助填
補資本外流出現的缺口。 「上一次出現
資本外流時，本國的投資者迎難而上，
所以我希望進一步增強來自養老金和保
險的資金。」 貿易方面， 「我們有60%
的貿易是區域內貿易，且在服務貿易方
面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余偉文建議
提升亞洲經濟體之間的互聯互通，包括
推動快速支付系統、二維碼掃描支付的
使用等，讓旅遊者更加便利。 「如果我
們能夠進行更多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
對於各個國家的本幣非常有幫助，能夠
支撐匯率，避免匯率過度的動盪。」

【大公報訊】據證券時報網
報道：27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潘功勝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
年會 「深化亞洲金融合作」 分論
壇並致辭。

潘功勝表示，中國國內金融
安全網的建設，為亞洲經濟體提
高經濟韌性和繁榮提供了重要保
障。潘功勝指出，中國歷來高度
重視主動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國
內金融安全網的建設始終秉承
「事前防範金融風險過度積累，
事中、事後快速高效處理風險」
的理念。具體來看：

一是強化金融機構公司治理
和風險管理。穩健的金融機構是
金融安全網的堅實基礎。本世紀
初，中國主動對幾家國有大型銀
行實施改革重組並取得成功，幾
家大型銀行已成為中國金融體系
的中流砥柱，有力支撐了中國經
濟持續、較快增長。二是加強金
融監管。金融監管是金融安全網
的第一道防線，中國根據金融市

場和金融體系的變化，實時優化
調整金融監管體制。促進宏觀審
慎管理、微觀審慎監管、行為監
管等各司其職，相互配合，形成
合力。三是強化處置資源保障。
中國目前有存款保險基金、保險
保障基金、證券投資者保護基
金、金融穩定發展基金等，均有
一定規模資源。四是發揮好最後
貸款人職能。中國人民銀行在大
型銀行的改革重組，金融風險的
處置和系統金融風險的防控當
中，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有
力地維護了中國的金融穩定。五
是強化金融穩定的法治保障。中
國正在制定《金融穩定法》，着
力構建權責對等、激勵約束相容
的風險處置責任機制和科學合理
的風險處置成本分攤機制。

潘功勝表示，亞洲金融安全
網的建設，要各方團結協作、積
極建設，中國人民銀行願與各方
充分交流，共同構建更有效的金
融安全網。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中
國市場的機遇大於挑戰，長期向好的基
本面、超大市場規模、不斷釋放的內需
等，帶來了巨大發展空間。」 香港太古
集團主席白德利（Guy Bradley）在博鰲
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期間受訪時表示，
太古深耕中國市場的決心堅定不移。

作為一家在中國深耕多年且經營多
元業務的外資企業，白德利表示， 「我
們始終認為中國市場的機遇大於挑戰，
長期向好的基本面、超大市場規模、不
斷釋放的內需等，帶來了巨大的發展空
間。」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成都太古

里、廣州太古匯、北京頤堤港、上海興
業太古匯及前灘太古里2023年零售銷售
額分別上升31%、33%、15%、27%、
29%及79%，國泰客運航班恢復至疫情
前的70%。

目前，太古在內地的投資總額已經
超過1430億港元，並在粵港澳大灣區、
長三角、海南自貿港等區域不斷投入。
「太古深耕中國市場的決心堅定不
移。」 對於未來，白德利表示，太古將
始終堅持在中國的長期發展和投資，除
在優勢業務領域不斷加大投資，還積極
拓展新的投資領域。

太古集團：堅定不移深耕中國市場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26
日，世貿組織（WTO）公布了中國訴澳
洲風塔等三種產品相關措施世貿爭端案
的專家組報告。世貿組織裁決澳方對華
風塔、鐵道輪轂和不銹鋼水槽等三種產
品採取的反傾銷措施違反世貿規則。中
方稱，對世貿組織專家組作出的客觀、
公正裁決表示讚賞。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26日晚說，
中方認為，專家組裁決是清楚和明確
的，澳方對中國企業相關產品採取反傾
銷措施的歧視性做法是錯誤的。中方希
望澳方尊重裁決，盡快糾正違規做法，
取消有關徵稅措施，並在其他貿易救濟
措施中嚴格遵守世貿規則，與中方相向

而行，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中
澳經貿關係健康發展。

外媒報道，澳貿易部長法雷爾發表
聲明稱，澳政府接受世貿組織專家組的
裁決。澳方將與中國接觸，並採取措施
落實專家組的調查建議。此前，澳反傾
銷委員會3月15日發布對華風塔反傾銷措
施日落覆審終裁公告，決定於4月16日到
期終止該措施。中方3月21日對此表示歡
迎。中方表示，中澳兩國在清潔能源領
域有巨大的合作空間。中方願與澳方加
強合作，共同致力於應對全球氣候變
化。同時，希望澳方與中方繼續通過對
話與合作，解決貿易領域分歧，早日終
止其他對華貿易救濟措施。

WTO裁定澳對華風塔等反傾銷措施違規

陳國基強調，香港與全球貿
易夥伴的關係，建基於《基本
法》賦予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
的獨特地位。香港堅定支持自由
貿易，在世界貿易（世貿）組織
和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等多邊和
區域的層面，推動自由貿易，消
除貿易障礙，促進經濟增長。

強化「超級聯繫人」角色
第一，是積極開拓環球合作

關係。香港跟世界各地的貿易夥
伴建立並維持經貿關係，在兼顧
歐美市場的同時，也全力拓展東
盟、中東、中亞、非洲等新興市
場。一方面，香港不斷擴展香港
的全球經貿網絡，至今已經簽訂
八份自貿協定，便利香港的貨物
和服務進入內地和國際市場。另
一方面，致力跟不同的海外經濟
體簽訂投資協定，至今已達到24
份，以加強雙向投資流動和促進
本地經濟。 「有關協定既加強全
球投資者的信心，確保其在香港
的投資獲得保障，也讓香港投資
者在海外的投資同時得到保
障。」

第二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國家依託其龐大規模的市場
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
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
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
資合作質量和水平。在國家新發
展格局中，香港充分發揮自身國
際化的優勢，參與並助力國家全
面開放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
其中，特區政府致力強化香港作
為國家與世界之間的 「超級聯繫
人」 和 「超級增值人」 兩大角
色，尤其是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和 「一帶一路」 倡議，增進大

灣區與東盟之間的商貿往來，從
而提升國家及香港在國際經貿上
的戰略地位，更好應對單邊主義
和保護主義的挑戰。

陳國基強調，特區政府會繼
續把握全球經濟重心東移和國家
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機遇，鞏固提
升香港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在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至推動全球
自由貿易合作方面，發揮更大的
作用。

瓊港優勢互補 互利共贏
在出席專題論壇前，陳國基

與海南省省長劉小明會面。陳國
基表示，香港與海南的經貿關係
素來密切，不少港資企業在海南
開展業務，香港亦是海南最大外
資來源地和重要貿易夥伴。他期
望瓊港兩地繼續貫徹優勢互補、
互利共贏的原則，利用香港高度
國際化的獨特優勢，把握海南自
由貿易港的發展機遇，協助海南
企業走向全球。

陳國基還與香港菁英會主席
林智彬和常務副主席黃進達，以
及多位擔任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
年會志願者的香港青年交談，了
解他們的工作和感受。他欣悉香
港菁英會過去多次組織香港青年
到海南參與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發揮所長並增廣見聞。

他亦欣悉各位香港青年志願
者在今年年會取得豐富工作經
驗，並加深對海南以至國家高質
量發展的認識。陳國基鼓勵香港
青年結合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
多到內地不同省市交流和實習，
深入了解祖國的歷史文化與現實
國情，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24份協定

•與海外經濟體簽訂24份
投資協定，為香港企業
及投資者提供法律保障
和更優惠的准入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