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李永青

盧金榮表示，卡塔爾作為首個加
入 「一帶一路」 倡議的中東國家，近年
持續放寬外資准入限制，外資可以在多
個行業獨資經營，或投資房地產。他特
別指出，卡塔爾的地理位置和聯通能力
是其最大優勢。卡塔爾地處中東中心，
是連接亞非歐三大洲的門戶。當地擁有
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包括全球貨運量
第二的卡塔爾航空、哈馬德國際機場和
港口，為經貿往來提供了便利條件。

港當門戶 助油資進內地
香港金融業擁有獨特優勢，可以

在當地大展拳腳。盧金榮分析指出，隨
着人民幣在中東地區貿易結算中的使用
日益增多，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
幣業務中心，可為卡塔爾提供專業的人
民幣結算、投資產品和相關解決方案。
此外，香港是通往內地資本市場的重要
門戶，隨着中東投資者在內地的投資規
模持續增長，香港的會計、金融及法律
等專業服務，可以協助中東投資者更好
地進入內地資本市場。

在創科方面，盧金榮表示，卡塔
爾擁有科技園，聚焦發展教育科技、人
工智能、資訊與通信技術、可持續發展
和健康產業，並為海外初創企業提供多
種資助、種子資金和後續資本，這有利
於香港初創企業獲得中東資本的支持
「走出去」 ，壯大實力。

對於此次行政長官率團訪問中
東，盧金榮給予高度評價，這體現了特
區政府對開拓新興市場的重視。特別是
首次有內地企業參與考察團，將大大提

升開拓成效。他解釋說，由於香港企業
對中東市場了解有限，借助內地企業的
現有網絡和經驗，可以事半功倍。例
如，內地企業在當地的工程、能源、通
信、基礎設施等領域，已發展了很多
年，所以較為熟悉當地的市場環境。

發揮跳板優勢 助內企外闖
盧金榮以科威特為例，科威特在

基礎建設和高端消費品領域，存在大量
機會，中國已是科威特第二大外資來源
國，可為港商提供寶貴經驗借鑒。

盧金榮認為，香港完全有能力扮
演好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人」
的雙重角色，既幫助中東資本進入內地
市場，也協助內地企業走向中東。這不
僅能促進香港經濟多元化，也將進一步
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隨着 「一帶一路」 建設深入推進
和中東國家經濟轉型加速，香港與中東
地區的經貿合作將迎來更廣闊的空間。
盧金榮強調，香港工商界應把握機遇，
積極參與中東市場開發，為香港經濟發
展注入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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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中東行

近年來，在國家及特
區政府的大力推動下，香港工商
界積極開拓中東市場。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會長盧金榮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卡塔爾和科威特
作為富裕的海灣國家，近年積極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招商引資，
盡力減低對石油產業的依賴，兩國商機處處，香港企業可在金融、專
業服務、創新科技、製造業、基建及高端消費等產業，深入發掘投資及
產業機遇。

盧金榮相信，透過今次行政長官率團訪問中東，香港可擔當好 「超級
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人」 角色，成為把中東資本 「引進來」 ，以及助力
內地企業 「走出去」 的重要橋樑。

強強
聯手

港與中東碳市場合作潛力大

中東青睞中國AI 港企乘勢充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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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挑起關稅戰
的背景之下，港商迫切
發掘新市場。近期多次

前往中東考察的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副秘書長李志峰向《大公報》表示，
迪拜等中東地區對高科技產品需求殷
切，而近年國家在人工智能發展取得
驚人成績，受到當地高度關注，港商
可考慮成為國產人工智能（AI）產品
的中東代理，從而進軍中東市場。

不少中東國家的法律借鑒歐洲，
採用的法律與香港相近。李志峰表
示，港商可以先走出一步，在當地探
索扎根，引導更多中國企業到當地銷

售產品。
李志峰特別看好國產人工智能產

品，因中東市場對品質高、創新性強
的產品興趣甚大，尤其是國產人工智
能產品表現出眾，且性價比高，已愈
來愈受中東消費者青睞。

「中東消費者對春晚亮相的宇樹
機械人讚不絕口，這充分展示了中國
高科技產品的實力。」 李志峰建議港
商可考慮成為這些產品的中東地區代
理，以此打開龐大的中東市場大門。

李志峰續稱，現時許多中東企業
都聘了英國人出任管理層，相當一部
分人曾在香港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認

識中國文化，而且他們亦更樂意與港
商合作，這為香港企業提供了獨特優
勢，讓香港可發揮聯通國際的作用。

大公報記者 李永青

發揮綠色金融樞紐功能 助中東低碳轉型
橋樑
作用

阿聯酋給予香港特
區護照持有人士即日起
免簽證入境30日，另阿

曼免簽入境最長逗留時間由10日延長
至14日。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連同
卡塔爾已對香港給予30天免簽證安
排，特區護照持有人士到 「海合會」
6個國家，均可享有免簽或落地簽安
排，將進一步促進香港和海合會成員
國的旅遊、教育、文化、經貿等往
來。他表示，特區政府正積極探討與
「海合會」 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在全
球經濟重心東移的大趨勢下，香港機
遇無限。

旅遊
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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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對卡塔爾和科威特出口值（億美元）

2022年 4.9
1.4

2023年 1.3（-5.3%）
3.6（-26.4%）

2024年 1.6（+19.3%）
5.8（+58.7%）

卡塔爾 科威特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括號內為同比變幅）

中東拓多元經濟 港創科金融迎機遇
廠商會：提供人民幣結算與投資服務 吸引創投資本東來

「這次中東之行
旗開得勝、收穫滿
滿，因為我們很幸

運，有特區的獨特優勢助力！」
作為內地新能源領域的代表企
業，雙登股份董事長楊銳隨團出
訪，他興奮地對《大公報》記者
表示，此行有特區政府帶領，真
是事半功倍，非常感動。

共同推動儲能項目落地
楊銳表示，他們重點考察卡

塔爾儲能市場發展現狀。卡塔爾
正積極推進 「2030國家願景」 ，
作為中東地區重要的能源轉型市
場，卡塔爾對大規模儲能解決方
案需求迫切，特別是在保障電力
系統穩定、支持可再生能源併網
等方面，存在巨大市場空間。
「時間短、效率高，我們此行與
卡塔爾金融中心（QFC）、卡塔
爾基金會（QF）、卡塔爾國家開
發銀行（QDB）、卡塔爾商會
（QCCI）及多家政府、投資機構
代表進行了深入交流。」

隨着全球能源結構向低碳
化、智能化轉型，中卡兩國在新
能源領域合作潛力巨
大。熟悉海內外市場

的楊銳說，雙登股份將與卡塔爾
合作夥伴共同推動儲能項目落
地，為卡塔爾的能源轉型和可持
續發展貢獻力量。

在科威特，楊銳透露，他們
主要聚焦科威特的運營商及數據
中心產業。近年來，科威特積極推
進數字化轉型，雙登股份在儲能領
域擁有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經驗，
其產品能夠為數據中心提供穩定
可靠的電力支持。楊銳昨天與科
威特運營商Zain Group的CEO，
Bader Nasser Al-Kharafi深入交
流，雙方在多個方面達成高度共
識，約定後續持續推進合作事宜。

「此次交流成果豐碩，認識
中東、結交朋友、洽談項目，這
幾個都做到了，為我們深耕中東
市場奠定了堅實基礎。」 楊銳
說，在香港特區政府超級聯繫人
的協助下，內地企業突圍有路、
機遇很多。 「讓我特別感動的
是，通過香港政府搭建的優質平
台，特首團隊的務實高效，助力
我們與中東夥伴建立了深厚友
誼，這將成為未來長期合作的重
要紐帶。」 大公報記者 陳玥

據MSCI預測，全球碳
市場規模將於2030年達到
350億美元。香港與中東若

能實現碳信用額跨境流通，將成為綠色
金融合作的里程碑。團結香港基金綠色
及可持續發展研究主管蕭逸駒表示，香
港與中東在自願碳市場具備天然互補優
勢，香港的Core Climate平台與中東新
興碳交易所均依據Gold Standard、
Verra等國際高標準驗證體系運行，卻
各自面向不同幣種與投資者群體。

要實現深度合作，蕭逸駒認為，雙
方可先在監管層面簽署碳場特別通道協
議，允許任何一方所認證的高質量碳信
用額（特別是來自 「一帶一路」 沿線，
包括中東地區的可再生能源與自然基解
項目）在對方交易所直接上架並跨境抵
換，無需重複審核。同時，兩地聯手制
定統一的碳信用額認證標準，並運用區
塊鏈技術記錄MRV（監測、報告、核

查）流程，以提升市場透明度和投資者
信任。

他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可以依託成熟的金融基礎設施，推動碳
金融產品的創新與多元化。香港未來可
開發碳信用ETF、衍生品，滿足中東機
構投資者對風險管理與收益增強的雙重
需求。 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

▲香港與中東可實現綠色金融合作。

專訪

新能源內企：特區引路 事半功倍

▶楊銳（右四）認為，
特區政府的超級聯繫
人角色，對內地企業
有促進作用。圖為楊
銳隨團參觀卡塔爾博
物館。

阿聯酋予港30天免簽
阿曼延長逗留至14日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
訪問卡塔爾和科威特。團
結香港基金綠色及可持續

發展研究主管蕭逸駒接受《大公報》
專訪時表示，香港作為國際綠色金融
樞紐，可扮演中東與亞太市場的 「超
級聯繫人」 ，助力中東國家實現經濟
多元化與低碳轉型，同時鞏固香港在
全球綠色金融版圖中的關鍵地位。事
實上，香港可整合大灣區各種資源，
為中東提供 「技術＋金融＋諮詢」 的
一站式解決方案。

中東主權財富基金近年積極尋求
多元化投資，但關注資金安全與跨境
效率。蕭逸駒表示，香港可透過債券
通、理財通等成熟金融互通機制，結
合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市場，為中東
資金搭建直通內地及亞太綠色項目的
橋樑。

推動中東綠色ETF港上市
蕭逸駒建議，香港應推動中東綠

色ETF（交易所買賣基金）在港上市，
同步推動香港綠色ETF在中東交易所掛

牌。此外，香港可設計符合伊斯蘭教
法的綠色Sukuk（伊斯蘭債券），將綠
色項目與伊斯蘭金融框架結合，吸引
中東主權基金參與。

他認為，香港需提升對中東的定
製化服務能力。首先，加快培育阿拉
伯語專業金融及法律人才，深入研究
中東監管架構與投資習慣；其次，可
與中東的金融監管部門建立常態化對
話機制，推動雙邊監管政策對接，降
低跨境投資壁壘。

沙特 「2030願景 」 、阿聯酋
「2050淨零戰略」 等政策，均顯示中
東國家亟需綠色科技與低碳轉型支
援。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在氫能研
發、智慧節水技術、光伏儲能系統等
領域已形成產業鏈優勢，並聚集了全
球頂尖的法律、會計與工程顧問資
源，能夠提供從技術方案設計到融資
結構安排、再到ESG影響評估的一站
式綜合解決方案，將大灣區的研發成
果和中東的龐大市場需求對接。同
時，香港須加強 「轉型金融」 工具的
創新，為中東高碳行業提供掛鈎減排
目標的貸款、轉型債券等產品，以資
金槓桿促進技術升級。

為吸引中東主權基金投資本地綠
色初創，他建議通過 「1：1聯合領投
機制」 ，由特區政府或香港投資管理
公司與中東基金共同出資，降低其投
資風險。 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