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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劉遠

香港—東盟高峰會2024」 昨日在港舉行，深入討論了
東盟與香港的合作前景及相關機遇。行政長官李家

超表示，希望於短期內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設立第四個東盟經
濟貿易辦事處，另重申香港已全面準備好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

港拓東盟 擬吉隆坡設經貿辦
特首：已全面準備好加入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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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提起陝西，大家或會
即時想起兵馬俑等名勝古蹟，但其實當
地農業資源豐富多樣，更有不少令人垂
涎欲滴、聞名全國的食品。為了讓香港
市民有機會一嘗陝西美食，陝西特產
（香港）公司將流曲瓊鍋糖、澄城水盆
羊肉、蕎面餄餎，以及甑糕等特色食品
引進香港，許多人品嘗後均讚不絕口，
相信只要加強宣傳，將大有市場。陝西
特產（香港）董事長景哈利表示，現時
已引入6款陝西食品，並在部分連鎖式超
市U購銷售，將來會有更多銷售點及網上
銷售，對產品十分有信心。

景哈利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
示，公司剛在9月1日引進相關食品，初
期先向在港的四、五萬名陝西人推廣，
並逐步在零售點銷售，現時已在5間U購

出售，計劃未來在HKTVmall及佳寶等推
售，亦會參加不同展覽，冀增加知名
度，繼而讓更多人可品嘗到陝西美食。
談及引進產品的過程，他表示，特區政
府相關部門及零售商對產品安全把關十
分嚴格，加上食品成分標籤與內地不
同，處理相關事宜已花了數月時間。

下一步開拓國際市場
至於未來會否增加產品數量，景哈

利表示，未來可能作出調整，主要因應
消費者對產品的反應，但對整體銷情頗
有信心。他說，已引入的6款產品均為陝
西最具代表性的特產之一，相信有力在
香港市場立足。 「有些食品大家可能未
聽過，但只要推廣下去，大家品嘗過，
一定讚好。」

景哈利透露，陝西農產資源十分豐
富，當地食品企業亦希望進軍香港市
場，但往往要加強包裝等工作。他希
望，繼這6款產品在港推出後，未來可引
入更多產品，並且考慮進軍國際市場。

在引入的6款產品均為陝西人常吃的
食品，以流曲瓊鍋糖為例，自明清以
來，為數度宮廷貢品，具有數百年的悠
久歷史。流曲瓊鍋糖是由小米、大麥
芽、芝麻經傳統工藝蒸米，熬製、發

酵、扯糖等12道工序手工加工而成，具
有潔白潤亮、酥脆香甜、綿軟可口、營
養豐富，易消化等特點，為富平 「三
寶」 之一。當地人有 「吃過瓊鍋留餘
香，勝過陳酒老杜康」 的美譽。

陝西食品商進軍香港 逐步增加銷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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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計劃在短期內於馬來西
亞首都吉隆坡設立第四個東盟經濟
貿易辦事處。

東盟成員：與港打造強有力合作夥伴關係

港發揮橋樑和窗口優勢 吸引營商投資

總商會：灣區經濟總量逾13萬億 商機龐大

東盟與香港貿
易往來密切，合作

前景廣闊。馬來西亞投資、貿易及工業
部部長Tengku Zafrul Aziz在出席 「香
港─東盟峰會2024」 時表示，東盟應思
考兩個問題，分別是戰略性產業的發展
和加強內部貿易；未來則需要關注綠色
科技、數字基建等全新的增長點。他並
提到，東盟應接觸包括大灣區在內的其

他次區域，以及香港這樣的國際金融中
心，相信打造強有力的合作夥伴關係有
助促進東盟的繁榮。

老 撾 財 政 部 副 部 長
Phouthanouphet Saysombath指出，
香港及東盟之間的合作有助加強雙方聯
繫，雙方可在多項關鍵領域推進合作，
例如綠色金融、貿易、創新科技、供應
鏈、學術研究等。他認為，大部分東盟

成員國都希望採取措施吸引投資者、創
造就業機會，以及提振出口。

柬埔寨旅遊部國務秘書錢明光
（Prak Phannara）稱，香港和東盟的
經濟聯繫十分緊密，並且還在不斷加
深，相信不論是在加強貿易合作、促進
創新，亦或是加深人與人的聯繫等方
面，香港與東盟都有很多合作機遇可供
發掘。

合作共贏

今年是《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發布五周年，香港總商會昨日舉
辦 「2024大灣區研討會」 ，探討大灣區
現時的最新發展，同時邀請了不同行業
專家分享如何抓住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香港總商會主席陳瑞娟表示，灣區

的經濟總量在5年內由10萬億元人民
幣，急升至13.6萬億元人民幣，機遇無
限。區內交通基建完善，鞏固其頂級灣
區和國際創新中心的角色，為大大小小
的企業提供巨大的發展機遇。而且，大
灣區目前已位居世界四大灣區前列，相
信很快能上升至全球排名的頂端。

深圳前海普華永道商務諮詢有
限公司主管合夥人曾惠賢分享如何
抓住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她認為，
企業要落戶合適的區域或產業園，同
時要緊貼最新的大灣區政策。大灣區
每個城市都有其獨特優勢，例如南沙
的新興產業為設備製造、汽車製造，
以及化學製造等；目前，南沙已經有
超過20家研究機構進駐，專注於信息
技術、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車聯

網，以及海洋科技。

恒生力拓跨境財富管理服務
在同一場合，恒生銀行執行副總裁

環球支付方案部主管黃德明指出，企業
要開拓大灣區業務，銀行的支援更是不
可或缺。目前恒生銀行坐擁9個大灣區
據點，由開立戶口、資金管理以至融資
貸款，都有專業團隊為企業籌謀大灣區
的營商計劃。

此外，自跨境理財通在2021年正式
啟動以來，恒生在此方面的業務發展愈
趨成熟，除了提供先進的數碼銀行及流
動理財服務，以及電話理財等管道外，
恒生及恒生中國特意於大灣區之主要城
市設立多家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提供一
站式跨境財富管理服務。

迅速發展

昨日在「2024
大灣區研討會 」

上，署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莫君虞
指，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大灣區發展，因
為這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佳切
入點。事實上，特區政府在2022年底已
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宏觀
推進和督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工作。
督導組至今已制訂及推行各項政策措
施，促使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由於香港的資本、信息及人才皆可
自由流動，同時採用符合最佳國際標準
的商業慣例，企業員工都精通兩文三
語，加上香港擁有公正、獨立、同透明
的司法制度，能確保企業可以在安全的
法律環境下進行投資及商業活動，這些
都是香港的優勢。他又指，香港作為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人」 ，必
須發揮國家 「走出去」 和 「引進來」 的
重要橋樑和窗口作用。

此外，香港總商會大灣區工作小組
召集人譚唐毓麗表示，近年大灣區城市
之間的獨特協同效應為香港企業提供大
量機會，政策措施也促進了跨境資本、
人才和數據流動，包括允許大灣區居民
在內地、香港和澳門進行投資，為內地
人才提供多次進出香港的簽證，為香港
公司的外籍員工提供優先多次進出內地
的簽證，以及香港和澳門專業人士在大
灣區的執業互認等。

優勢獨特

▲陳瑞娟預料，大灣區很快能上升至全球
排名的頂端。 大公報攝

香港與RCEP的經貿往來密切。
李家超表示，所有RCEP成員，特別
是內地及全部10個東盟成員國，都
是香港的關鍵貿易夥伴，在去年合
計貢獻了本港約70%的商品貿易總
額，以及2022年香港服務貿易總額
的48%。他強調，香港市場開放、
貿易自由，相信加入RCEP有助進一
步擴大區域合作。

李家超提到，香港已經與15個
RCEP成員中的13個訂立雙邊自由
貿易協定，憑藉內地及全球經濟體
之間的 「超級聯繫人」 及 「超級增
值人」 角色，香港能為RCEP帶來獨
特且重大的價值。他強調，香港已
經全面準備好加入RCEP，在實現區
域一體化及機會創造方面扮演積極
的角色。

去年與東盟貿易額超1.1萬億
談及香港與東盟之間的合作。

李家超指出，在過去十餘年間，東
盟一直是香港第二大商品貿易合作
夥伴，去年的貿易額達1450億美元
（約1.13萬億港元），佔去年本港
全球貿易總額近13%。投資方面，
東盟是2022年香港第六大外來直接
投資來源地，同時也是香港第三大
對外投資目的地。

此外，香港還吸引區內諸多企
業設立辦事處。李家超提到，根據
最近一次統計，共有650間東盟企業
在香港設立辦公室，僅在今年首7個

月便有50間辦公室在香港設立。
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正竭盡

所能鞏固與東盟的長期承諾，目前
香港在東盟有3個經濟貿易辦事處
（ETOs），分別位於新加坡、泰國
首都曼谷、印尼首都雅加達，期待
能盡快在吉隆坡開設第四間經濟貿
易辦事處。他指出，特區政府正與
馬來西亞就相關事宜展開合作。

據了解，香港在海外設有14個
經濟貿易辦事處，除上述城市外，
還有悉尼、東京、柏林、布魯塞
爾、日內瓦、倫敦、迪拜、紐約、
三藩市、多倫多、華盛頓。

東盟人口近7億 創造大量機遇
李家超表示，東盟作為世界第

五大經濟體，坐擁近7億人口，相信
將創造大量的機遇，而香港在 「一
國兩制」 實踐下是全球唯一能連接
內地及全球機遇的城市。他指出，
香港與東盟的關係不斷加深，遠遠
超出貿易和投資的範疇，體現了對
於經濟、社會與人民福祉及繁榮的
共同價值觀、願景和承諾。

是次峰會有諸多政商界人士出
席，包括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
任劉光源，以及來自東南亞國家的
多位代表，其中包括老撾財政部副
部長Phouthanouphet Saysombath、
馬來西亞投資、貿易及工業部部長
Tengku Zafrul Aziz、柬埔寨旅遊部
國務秘書錢明光等。

上月內銀放貸9000億

▲人民銀行指出，在結構轉型加快推進下，金
融數據仍能保持平穩增長。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
報道：今年首8個月，人民幣貸款增
加14.4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社融規模增量累計21.9萬億元，較
上年同期少3.32萬億元或13.16%。
單是8月份新增貸款約9000億。人
民銀行相關部門負責人介紹，今年
以來穩健的貨幣政策 「靈活適度、
精準有效」 ，人民銀行強化逆周期
調節，為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
貨幣金融環境。

人民銀行提供的數據還顯示，
8月底廣義貨幣（M2）、流通中貨
幣（M0）同比增長分別為6.3%及

12.2%；狹義貨幣（M1）同比下降
7.3%。人民銀行有關部門負責人指
出，8月社融規模和人民幣貸款兩項
指標餘額增速都在8%以上，比上半
年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
高約4個百分點，近期M2餘額增速
也較平穩， 「在結構轉型加快推進
背景下，金融數據在高基數上仍保
持平穩增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
度穩固」 。

本月或降準50基點
華金證券首席宏觀及金融地產

分析師秦泰認為，從近期金融數據
表現看，與房地產市場需
求直接相關的局面信貸仍
徘徊在底部，與基建投資
高度相關的企業中長期信
貸亦有快速降溫跡象。鑒
於信用需求的階段性、內
生性降溫，以及人民銀行
傳遞的 「支持性」 貨幣政
策立場，不排除9月全面降
準50個基點的可能性。

▲李家超相信，香港加入RCEP有
助進一步擴大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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