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王承傑在第二屆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工商大會期間指出，香港已經是
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
心，而且具有背靠祖國、聯通四海的獨特區
位優勢。當然，大灣區高質量發展，還需要
做大量的工作，特別是要發揮香港的獨特作
用。香港是法律健全、人才集聚的大都市，
如何在大灣區發展中借助這些優勢發揮作
用，做出更大的貢獻，必須在工商大會上認
真討論。

王承傑又提到，工商大會有幾個比較獨
特的特點。除了工商界廣泛參與以外，法律
界、仲裁界等其他的機構和有關人士都匯
聚此地，共同研討有關法治建設問題。因
為大灣區的發展必須需要有市場化、法治
化、國際化的環境和服務。中國國際經濟
貿易仲裁委員會昨日與香港大律師公會和
香港律師會分別簽署協議，他希望與法律

界、仲裁界攜手，在大灣區為把香港建設為
國際爭議解決和法律服務中心做出努力。此
外，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亦跟香港
城市大學和澳門大學分別簽署協議，他認
為，協議有助培養高素質涉外法律人才，特
別是實戰型的人才，為大灣區未來的發展構
築人才基礎。

毛樂禮：助力中資外闖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毛樂禮昨日在同

一場合亦表示，過去幾年，大灣區的經濟發
展非常快，帶來了不同的機會。經濟國際化
的背景下，很多大灣區企業進入其他地區的
市場，以尋求貿易和投資的機會，這個過程
中壁壘和糾紛無可避免。這對於香港的律師
界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機遇，香港是全世界最
受歡迎的仲裁地，可以作為一個國際事務解
決中心，幫助內地企業在海外，特別是西方
國家開展業務，發揮很大的作用。

何邁可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對美國來說這不僅
代表無數的機會，而且是可持續發展和合作的平
台。他透露，今年該會的一項研究發現，大灣區是
其中一個最有吸引力的投資地點；該會會員欣賞大
灣區進入門檻較低，便利他們作出投資的決定。而
美國不少機構的總部在大灣區，在這裏可見到大灣
區有無窮的潛力。

何邁可續稱，大灣區很快就會變成一個世界級
的中心，吸引資金、吸引人流，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們來到這裏創造他們的未來，對商業、商家、投資
者也會帶來很好的機會。他續稱，美國商會很願意
跟中國合作，把大灣區建成一個綜合的和世界連接
的做生意好地方，該會亦非常樂意協助會員在這些
方面達到成功，並推動大灣區的發展。

美企為灣區貢獻可受惠
范諾亞於同一場合表示，大灣區發展迅速，現

在已是全球增長動力來源。他指，大灣區帶來的機
會是方方面面的，包括金融、先進製造等，通過這
些合作，美國公司可以作出貢獻，亦可以從中得到
好處。

范諾亞指，根據該會最新會員調查，儘管現在
面對地緣政治和宏觀經濟的挑戰，但會員均認為中
國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而大灣區作為投
資，尤其是作為美國公司的投資來說是非常重要
的，大灣區的機場、航空、陸地及海港的基礎建
設，均是獨一無二的。他表示，大灣區非常獨特，
可以把政府、私人機構，以及方方面面都攜手在一
起，去推動區域和國際的發展。在中國高質量發展
中，大灣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會是一個世

界級的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中心，其發展是基於快
速的進入市場的速度，而且也有基於科技和可持續
性，確保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到其中。

工商大會助聯繫海外中小企
加中貿易理事會（CCBC）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

David Perez-Des Rosiers表示，超過90%的加拿
大企業是中小型企業，與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大型
企業形成鮮明對比。儘管如此，加拿大仍擁有14
家《財富》500強公司，其中8家來自金融業，當
中不少是以香港或北京為總部，而且營運已久，
彰顯了中國市場及大灣區的重要性。CCBC成立
於1978年，是一家非牟利的雙邊組織，在加拿大
和中國共設有7個辦事處。

David續說，對加拿大企業而言，大灣區無疑是
重要市場，也會把握相關發展機遇。不過，中小企
要面對的其中一項挑戰，是要在82項有利的發展政
策中，找出最能突出加拿大企業較具特色或競爭優
勢的領域，難免遇上困難，主要是中小企的資源相
對有限，而昨日舉行的工商大會，則可提供溝通平
台，方便企業獲取最新訊息。

【大公報訊】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昨日出席第
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工商大會時表示，大灣區擁有
龐大經濟發展潛力，去年的經濟總量已突破14萬億元
人民幣，肩負着示範和帶動創新的重要使命，而區域
協同發展是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的關鍵。香港憑着國際
金融中心的優勢，積極推動大灣區金融開放與創新。

林建岳表示，香港在推動海內外金融市場的互聯
互通，以及抓緊綠色金融資源方面發揮橋樑作用。去
年在香港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總額超過500億美
元，其中在債券方面，香港安排發行的總額佔亞洲市
場總額37%，為亞洲區之首，通過持續強化金融互聯
互通，香港充分展現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為大灣區
企業提供全面的綠色融資機會。

同時，香港與大灣區城市深化創科交流，推動
多方合作，創科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香港在推動
大灣區創科合作上面已經頗有成效，深圳、香港、
廣州科技集群連續5年位居全球第二位，以及北都
會新區新田科技城的建設，將進一步加深區域的創
新合作。

朱偉：四大合作平台各具特色
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廣東省大灣區辦常務

副主任朱偉於同一場合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
展過程中，強化了重大合作平台示範引領，進一步拓
展港澳發展空間服務港澳。他指，橫琴、前海、南
沙、河套這四個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在功能定位上各
有側重、各具特色。

朱偉表示，橫琴的初心使命就是要促進澳門經濟
適度多元，打造成為澳門發展經濟的新空間，便利澳
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家園；前海着眼拓展香港現代服
務業的發展空間，鞏固香港服務業的優勢；南沙突出
粵港澳全面合作和面向世界這兩個關鍵，攜手港澳共
建高水準對外開放的門戶；河套重點是要協同香港，
共同推進國際科技創新。在四大平台建設過程中，不
斷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支持平台打造趨同港澳的稅服
環境，支持平台在科研人員、科研物資、資金、數據
等創新要素跨境流動上先行先試，支持平台共商共建
打造粵港澳融合發展的先行地。

責任編輯：呂泰康 美術編輯：湯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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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近年中美關
係緊張，但粵港澳大
灣區高速發展，外資
進入大灣區投資的熱
情未減。代表超過

800個美國機構的中國美國商會
會長何邁可於第二屆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工商大會上指出，今年該
會的一項研究發現，大灣區是其
中一個最有吸引力的投資地點。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高級副會長
范諾亞於同一場合表示，該會會
員均認為大灣區對美國公司的投
資來說是非常重要。

大公報記者 彭子河

中國美國商會：大灣區機遇多 很願意合作
進入市場門檻較低 吸引人流資金流

◀海外中小企缺乏資源，工商大會成為他們與大
灣區企業加強聯繫的途徑。 中通社

林建岳：港推動大灣區金融開放與創新 王承傑：港可更大發揮法律制度優勢

金發局倡跨境碳交易 德勤：建築減排潛力大
【大公報訊】香港在全球綠色發展

浪潮中正迎來新的機遇。金融發展局昨
日發表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在成為碳交
易首選之地的潛力尚未完全開發。

金發局的研究指出，全球自願性碳
市場規模（不包括內地）預計將從目前
的7.23億美元增長至2030年的100億至
400億美元。內地則擁有全球最大的強制
性碳市場，其自願性碳市場規模到2030
年或將增長至100億美元，有望成為全球
最大自願碳市場。金發局主席李律仁表
示，支持內地碳市場國際化，將有助於
香港成為區域性的碳交易中心。

對此，金發局提出多項建議，包括
刺激碳信用的市場需求、推動 「碳市
通」 以促進跨境碳交易、設立由非政府
組織運營的碳登記系統，以提高碳信用
的國際認可度和管治力度，並提供碳信
用相關的法律確定性。同時，建議發展
一個活力十足的碳市場生態系統，涵蓋
碳相關的專業服務和技術支持，從而提

升市場流動性和效率，並助力創新金融
產品及碳交易風險管理工具的發展。

港作平台 助內地綠色科企出海
同日，投資推廣署及德勤中國亦共

同發布的綠色科技報告。投資推廣署金
融服務及科技、可持續發展環球總裁梁
瀚璟表示，內地在能源、清潔技術和可
持續建築領域的專利數量領先全球，部
分行業龍頭企業已選擇在香港上市並設
立國際總部。他認為，綠色科技企業可
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平台，進一步拓展業
務至中東和東南亞等全球市場。

德勤全球GreenSpace Tech主管合
夥人Andrea Culligan表示，綠色發展不
再是一個成本相關的問題，而是創新和
增長的重大機遇。綠色科技報告指出，
目前全球在綠色出行領域的投資已達
89.5億美元。德勤中國香港氣候變化與
可持續發展服務主管合夥人Mohit
Grover補充，在這一領域，香港公共交

通的高使用率為實現行業脫碳提供了有
利條件，90%日常通勤依賴公共交通。

Mohit Grover亦表示，香港的人均
廢物產生量高於東京、台北和首爾等鄰
近的城市，對廢物創新解決方案的需求
愈加迫切。此外，香港作為全球建築物

數量最多的城市之一，擁有42000棟建
築，而建築業的碳排放量佔總排放的
30%至50%，因此在推動建築業碳減排
方面亦有潛力。他認為，香港獨特的生
態系統使其有能力成為下一代氣候解決
方案的先鋒。

金發局建議

•刺激碳信用的市場需求

•推動 「碳市通」 以促進跨境碳交易

•設立由非政府組織運營的碳登記系統

•提供碳信用相關的法律確定性

•發展有活力的碳市場生態系統

投資推廣署 梁瀚璟（圖右）

•綠色科技企業可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平
台，進一步拓展業務至中東和東南亞
等全球市場。

德勤 Andrea Culligan（圖左）

•香港是企業在高速增長的亞洲市場中
尋找商機的理想地點。

德勤 Mohit Grover（圖中）

•香港在廢物創新解決方案及建築業碳
減排方面均有較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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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大會的專題研討上，銀行界分享對大灣
區發展的意見。 大公報攝

銀行界看好灣區機遇

滙豐銀行大灣區總監 陳慶耀

•大灣區在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方
面做得非常好，下一步要推動 「軟連
接」 ，難度會較大。

澳門銀行公會主席、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副行長 葉兆佳

•澳門與香港在現代金融業的融合方面仍
有改善空間，能否做到 「同城化」 是重
要議題。

花旗集團北亞及澳洲地區財富主管 江碧彤

•理財通2.0已取得良好進展，期望盡快
推出理財通3.0，能增加投資額度和覆
蓋更多市場。

大西洋銀行總經理、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分行行長 雷聲

•澳門銀行業與葡語系國家有較深聯
繫，有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大公報記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