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撾首都萬象老城區，夜晚沿街而設
的食肆充滿煙火氣，吸引市民和遊客。老 撾

▼越南工人合力在河內龍邊大橋上進行
鐵路軌道維護工作。越 南

▼遊客在柬埔寨暹粒外的吳哥窟排隊等
候入內參觀。柬埔寨

責任編輯：邱家華 美術編輯：賴國良

港擬再發綠色債 設人幣美元歐元三幣種

港與阿布扎比合作 促進相互投資

▲劉凱旋（左）和Ahmed Khalifa Al Qubaisi透過視像簽訂備忘錄。

大公報記者 李 信

為協助港商拓東盟市場，行政長官李
家超於本月率團出訪老撾、柬埔寨

及越南等東盟三國。香港貿發局研究總
監范婉兒表示，老撾經濟正緩慢恢復，
加上中老鐵路開通促進其鐵路運輸轉運
角色，而且柬埔寨經濟增長較快，預料
大力推動電子機械、藥物醫療、高科
技、能源、綠色等相關行業發展，至於
越南則在可再生能源設備方面有需求，
需要大量資金，而香港在很多方面都能
滿足三國需要，存在很大商機。

貿發局：幫助內企走出去 便利東盟企業融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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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9890萬
年齡中位數：32.8歲
人均GDP：4324美元

GDP：4337億美元
GDP增長：5%

•越南是香港的第七大貿
易夥伴、第五大出口目
的地和第八大進口來源
地，雙邊貿易額高達
315億美元，是2013年
的2.5倍，過去10年平均
增長9.6%

•香港是越南第三大外來
投資者

•過去30多年經濟保持高增
長，GDP年均複合增長超過
6%

•預計到2030年，中等收入
人口佔總人口約70%

•政局相對穩定
•人力素質不錯，工資低廉、
人民勤奮，識字率高且易受
訓練

•與十多個國家與組織簽訂自
貿協定，有利產品出口

•沒有外匯管制，資金進出容
易

•實行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政
策，經濟高度自由化

•獲歐美日等28個國家和地區
給予普惠制待遇（GSP）

•政局相對穩定

人 口：1690萬
年齡中位數：27.1歲
人均GDP：2460美元

GDP：419億美元
GDP增長：5%

•香港是柬埔寨第七大外
來投資者

•雙邊貿易額8.9億美元

無紙證券市場制度明年底實施



香港近期
綠債情況

2024年2月
•發售以港元、
人民幣、美元
及歐元計價的
數 碼 綠 色 債
券，總值約60
億元

2023年2月
•發售首批代幣
化綠色債券，
總值8億元

2021年11月
•發售50億元離
岸人民幣綠色
債券；發售30
億美元等值的
美元及歐元綠
色債券

東盟三國經濟
基本數據

（2023年數據）

東盟三國與香港
經貿關係

善用中資工業園區 港商安心東盟設廠

東盟三國營商
優勢

•人力充足
•澳洲、歐盟、日本、新西
蘭、俄羅斯和瑞士等國給予
關稅優惠

•礦產資源豐富，水力發電資
源充沛

•政局相對穩定及治安良好

人 口：760萬
年齡中位數：24.4歲
人均GDP：2004美元

GDP：152億美元
GDP增長：3.7%

•香港與老撾的貿易額為
1690萬美元

•香港出口老撾的產品
中，最多是電子

•老撾出口香港產品中，
最多是成衣

面對歐美市場不
景氣，近年特區政府

力推港商拓東盟市場，但
不少港商反映，對當地環境感到人生路不
熟，希望相關部門能提供更多支援。事實
上，自中美貿易戰以來，許多港商已在東
盟設廠，以便分散風險，惟當中遇到不少
困難，例如對當地營商文化、申請牌照、
勞工法、環保要求不熟識等，因此吃了不
少虧。其實，不少中資企業在東盟設立了
工業園區，不但管理質素較佳及收費具透
明度，最重要是大家便於溝通，能減少很
多誤會。對此，特區政府應考慮在優勢的
中資工業園區，成立香港分區，讓港商可
以用最便利、安心的方法在東盟設廠。

事實上，早年特區政府曾邀請多間中
資代表，向港商介紹它們在東盟的中資工

業園區，當時港商反應十分熱烈，反映大
家都想進駐一個管理水準好的園區，才能
專心生產。可惜有關工作似無以為繼，故
當局應考慮舉辦東盟投資展，邀請優質園
區承辦商、各地專業服務企業，各東盟代
表，一次過匯集起來，方便港商找到合適
的服務。

除了投資設廠外，不少港商有意將產
品銷往東盟，但亦因不熟識市場及欠缺人
脈，始終無法取得佳績。對此，特區政府
可用兩招助港商，一是要求貿發局品牌廊
在東盟各國加設分店，並定期舉行實體及
網上推介活動，讓港產品可打開知名度。
二則是推廣貿發局或其他展覽公司，在東
盟舉辦香港產品展覽會，向當地代理商、
入口商及零售、批發界推介港產品，以便
打開銷路，才是長久之計。

【大公報訊】投資推廣署昨日與阿
布扎比工商總會簽署諒解備忘錄，承諾
共同促進兩地在投資推廣上的交流及合
作關係。備忘錄由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
旋和阿布扎比工商總會行政總裁
Ahmed Khalifa Al Qubaisi透過視像簽
訂，旨在促進相互投資、分享雙方在吸
引外來投資的經驗及投資推廣的優良作
業模式，並就促進兩地外來投資的事宜
提供支援。

劉凱旋表示，簽署備忘錄標誌着香
港和阿布扎比在投資推廣合作的一個新
里程。香港擁有高效可靠的商業平台，

聯通內地及世界各地；阿布扎比是海灣
地區的龍頭經濟體，亦是世界外來直接
投資重要來源地。阿布扎比、阿聯酋以
及亞洲的公司可善用香港作為世界 「超
級聯繫人」 的角色，劉凱旋強調，雙方
應加強合作把握這兩個區域日益增長的
商機。

Ahmed Khalifa Al Qubaisi表示，
雙方旨在善用兩地市場多樣且蓬勃的投
資機會，促進商貿合作和交流，裨益兩地
經濟發展。他提及阿布扎比工商總會最近
推出的 「Gateway to the World」 計
劃，達成的合作協議將為計劃加添動力。

【大公報訊】據外媒消息，特區
政府已委聘銀行發行綠色債券，所涉
幣種包括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並在
本周二起就潛在發行事項組織一系列
的固定收益投資者電話會議，金管局
將代表特區政府進行發售。

鞏固綠色金融樞紐地位
香港近年不斷推動綠色及可持續

金融，特區政府在2018年推出綠債計
劃，隨後數次擴大該計劃的範疇，立
法會在今年5月通過決議，將包括綠債
計劃在內的兩項債券計劃的最高借入
總額提升至5000億元，進一步鞏固香
港作為綠色及可持續金融樞紐的地
位。

從債券發行角度看，去年在港安
排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總額達299
億美元（約2333.5億港元），佔亞洲
超過三分之一的市場份額。截至去年
底，特區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下共發行

約240億美元等值的綠色債券，包括不
同幣種及年期的機構債券及零售債
券，募集所得的資金獲分配至70多個
政府綠色項目，包括綠色建築、廢物
管理與資源回收、能源效益及節約能
源等。

今年2月，特區政府宣布在政府綠
色債券計劃下成功發售以港元、人民
幣、美元及歐元計價，總值約60億元
的數碼綠色債券，繼2023年2月發行首
批代幣化綠色債券後，再次發行數碼
債券。

近年多地政府在港發債
而用於海洋經濟及海洋保護項目

的藍色債券在香港同樣有發行。海南
省人民政府在2022年起連續兩年赴港
發行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其中
部分屬於藍色債券；深圳自2021年起
連續三年在港發債，其中在2022年首
次引入藍色債券，受到市場歡迎。

根據該局調查顯示，近九成受訪內地企業冀
走出去，當中逾六成期望透過香港平台或選用香
港專業服務，以配合企業拓展國際業務。因此，
有信心未來可吸引更多海內外企業，使用香港金
融服務進軍東盟市場。

已有約90東盟企在港上市
范婉兒表示，過去新加坡、日本及韓國等經

濟體，都是東盟的主要投資來源地，但近年內地
及香港的企業明顯加大對東盟的投資，形容現時
是內地投資東盟市場的 「蜜月期」 ，有信心香港
未來會有更多空間，為兩地貿易提供稅務安排、
風險管理等服務。據該局與建銀國際早前調查顯
示，隨着越來越多東盟公司有意到海外上市，香
港作為享譽全球的國際金融中心，已成為實現這
一目標的熱門地點。據悉，香港是目前最受東盟
企業歡迎的海外上市地，已有約90間東盟企業在
港上市。

除香港外，美國和新加坡也是東盟公司到海
外上市的熱門地點。就這兩地而言，紐約證券交
易所和納斯達克是東盟較大規模公司的首選上市
地，尤以大型科技公司為然，而新加坡交易所則
對地理位置較近的馬來西亞之公司較有吸引力。
總體而言，與東盟以外的證券市場相比，香港對
東盟公司最具吸引力，選擇來港上市的東盟公司
不但數量最多，涉及的行業和規模也多種多樣。

另外，談及老撾、柬埔寨及越南三國的優
勢。該局指出，越南是東盟第四大經濟體，經濟
增長速度也是名列前茅，加上社會穩定且擁有龐
大的年輕人口，一直是港商和大灣區企業拓展海
外生產線的熱門地點，情況在近年的 「中國+1」
策略推動下更為明顯。2023年，越南是香港的
第七大貿易夥伴、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和第八大進
口來源地，雙邊貿易額高達315億美元，是2013
年的2.5倍。

港商投資宜聚焦高增值產業
柬埔寨方面，力爭2030年達到中高收入水

準，故柬埔寨制定了五年發展策略，以加強服
裝、鞋類和旅遊用品等關鍵製造業的附加價值和
競爭力。 「老撾、柬埔寨她們明確表明，要離開
最不發達國家的情況。這代表什麼？需要將產業
鏈、產品增值，這些不論在產品設計或者市場推
廣，很多也是香港做得非常好、很有優勢的地
方。」 她又說地緣政治加上全球邁向減碳目標，
企業需要重整供應鏈，香港可作為平台為東盟企
業提供稅務安排或者風險管理等專業服務，推動
當地經濟發展。

自中美貿易摩擦以來，許多廠家需在東盟另
設新廠，而老撾、柬埔寨及越南政局相對穩定，
成為考慮的對象，而且近年已有很多廠落戶柬埔
寨及越南，令當地勞動力供應開始緊張，若現時
才決定在當地設廠，或已過最佳時機，必須發展
具增值的產品，才能在當地立足。

港發揮橋樑功能 增強內地與東盟經貿

無紙證券市場
諮詢總結重點

①完成立法程序後，
將於2025年底實施

②2030年底前分批過
渡至新制度

③將予制訂更詳細時
間表，確保有序過
渡

下一步工作
①就無紙證券市場相
關費用上限諮詢公
眾

②與市場參與者進行
溝通，介紹新制
度、影響及參與步
驟

③制訂指引列明發行
人責任；提供範本
條文供發行人用於
修改章程

【大公報訊】證監會昨天
就在香港實施無紙證券市場而建
議制定的附屬法例、守則及指
引，發表諮詢總結。建議無紙證
券市場制度明年底實施，在
2030年底前分批過渡至新制
度，證監會指出，無紙證券市場
措施將免卻人手和紙本文件程
序，從而提高香港金融市場基建
的營運效率。

設5年過渡期
據了解，證監會因應市場

意見，建議一個5年時限，目標
今年底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法例，
在完成相關立法程序後，明年底
實施無紙證券市場制度。原屬法
律可與無紙證券市場制度兼容的
公司，須在2030年底前分批過
渡至新制度。制度將涵蓋香港公
司股份，亦包括在內地、百慕達

及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公司的股
份。

不過，為了確保有序過
渡，證券將按次序參與，發行人
的股份過戶處將與香港中央結算
公司及聯交所合作，協定每個發
行人的特定期限，將制定一個更
詳細的時間表。而且證監會將制
訂發行人指引，重點闡述發行人
參與無紙證券市場所需準備步驟
及持續責任。因應公司可能需要
修改章程或細則以確保與無紙證
券市場兼容，指引將包括範本條
文供發行人參考。

此外，證監會其後會就某
些與無紙證券市場相關的費用設
置上限，包括由股份過戶處收取
的轉讓費用、去實物化費用，以
及為設立一個供登記人管理無紙
化證券新設施而收取的費用，並
會另行再諮詢公眾。

新聞分析
李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