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者：港仍是外企入內地重要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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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12個月商業前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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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22年調查的選項表述與2021年有輕微分別

資料來源：《2022香港美國商會商業前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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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過去12個月的商業環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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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浩榮

在港美企營商信心大增
美商會調查：41%對未來一年感樂觀近倍增

新冠疫情令香港的營商環境變得艱困，中美關係緊張更加添在港美國企業的壓力。不

過，香港美國商會最新調查顯示，在港美企對香港營商前景的信心比去年大為增強，會員

更多的是計劃擴大投資，同時收入增加的企業亦多過收入下降的企業。於最新調查中，表示未來

12個月對商業前景信心「非常樂觀」及「樂觀」比例合計達41%，表示「非常悲觀」及「悲觀」

合計為23%，「中立」的有35%，對應去年的相關比例依次為23%、40%及37%。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曾培炎認為中美可在抗疫等五方面上
加強合作。 網絡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中國國
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兼前中國國務院副
總理曾培炎昨天出席「香港中美論壇」時
表示，合作共贏是發展中美關係的目標，
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認為中美雙方
可在抗疫、應對氣候變化、經貿、科技與
全球治理等方面上加強合作。

倡兩國從五方面加強合作
曾培炎說，中美在雙邊及全球事務具有
廣泛的共同利益，應加強重點領域合作，
將潛力轉化為發展動力。他從五方面談了
中美合作。
一是加強抗疫合作。新冠疫情是當前全
球面臨的最大挑戰，需要中美兩國在世衞
組織引領下加強合作，共同推進疫苗和藥
物研發、提高信息透明度和數據共享水
平、提升疫苗國際分配的公平性，協調跨
境旅行國際協議，使世界盡早從疫情中走
出來。

二是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合作。中美碳排
放之和超過全球總量的四成，應攜手加強
氣候行動與合作，加速綠色低碳轉型與技
術創新，為其他國家做出表率。
三是加強經貿合作。經貿合作是中美關

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雖然受新
冠疫情等多種因素影響，2021年中美進出
口總額同比增長28.7%，充分表明中美經
貿關係相互嵌入、互為支撐，具有強大的
韌性和潛力。中國正在推進更大範圍、寬
領域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將為包括美國在
內的全球工商界創造更大發展機遇。
四是加強科技合作。曾培炎說，近年

來，美國政府一些人將科技問題政治化。
人為在領域「建牆」、「脫鈎」、「斷
供」，給兩國企業研發創新帶來了不利影
響。據美國媒體調查， 60%美國受訪者
支持與中國科技公司開展密切合作。他希
望美方停止對中國科技企業的無理打壓和
限制，共同推動人類科技進步發展。

五是加強全球治理合作。中美應共同維
護以聯合國為核心、 以世界銀行、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
（WTO）為重要支柱的全球多邊體系，
充分發揮 G20平台等多邊組織的作用，
維護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為世界提供更
多公共產品。

曾培炎：合作共贏是發展中美關係的目標

◆ 香港美國商會最新調查顯示，在港美
企對香港營商前景的信心比去年大為增
強，會員更多的是計劃擴大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美商
會指疫情封關下招聘高級行政人才變得
困難，渣打行政總裁溫拓思日前接受外
媒訪問時亦指，為了挽留人才，集團不
得不削減其他成本、並出動銀彈以高薪
留人，期望員工大幅流失的情況可緩
和。不過，他直言疫情後大辭職潮正影
響全球各地的各行各業，猜測原因可能
與疫情後生活方式改變，或與世界有太
多現金有關，又形容要留住高層員工屬
挑戰。
溫拓思早前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

表示，該行正在削減成本，並已經找到
在其他領域省錢的方法，令該行開支基
本能夠持平，以便為員工不斷上升的薪
酬預期提供資金，期望近年來人員大幅
流失的現象有所緩和。

加人工令集團支出增5%
渣打下月將發表全年業績，該行在第

三季度業績中曾表示，期內支出增加
5%至按固定匯率基準計算則升3%，按
季保持平穩，部分原因是反映與表現掛
鈎的酬金上升有關。
溫拓思坦言，留住頂尖員工是一項挑

戰，而員工大辭職正在影響世界各地
每個行業，而他亦正猜測是什麼推動
了員工辭職，可能是疫情之後生活方
式改變、或這個世界充斥着現金等原
因。
隨着全球經濟反彈、積壓招聘需求重

新獲釋，以及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帶動的投資熱潮，早在去年
不少歐洲銀行已大增績效獎金、實行出
動銀彈留人，有不少銀行高層和招聘人
員形容，目前的市場競爭是10年來最
激烈水平，而且不止是資深銀行業員
工，連新入行分析師都在加薪之列。有
獵頭公司亦指出，銀行從業員的議價能
力正在提高。

封關難請人 渣打出銀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對
於香港美商會「2022 商業前景調
查」，在港美國企業普遍對香港商業
前景持樂觀態度，冠域商業及經濟研
究中心主任關焯照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出，儘管華府想美企配合其
壓制中國的戰略，但企業做生意都以
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美國企業主要看
中亞洲的經濟前景，香港仍然是外國
企業進軍內地市場的重要跳板。
關焯照指出，美國政策打擊中概

股、對內地科技企業的監管以及中美
貿易戰相信仍然會持續，即使面對以
上因素，企業仍然要有自己的部署，

除非美國不讓美國公司在港投資，否
則企業做生意都以利益最大化為目
標，而香港對美國企業有一個最大的
優勢是往返內地方便，所以香港仍然
是外國企業進軍內地市場的重要跳
板。

美企看中亞洲經濟前景
關焯照又認為美國企業主要看中

亞洲的經濟前景，因為亞洲除了內
地之外，有不少地區例如是新興國
家越南、印度等地，也是美國企業
重要生產基地，加上亞洲地區在控
制疫情方面做得比歐美地區理想，

相信今年疫情發展不會如去年般嚴
峻，而企業已習慣在疫情下做生意
的模式。
另一方面，關焯照表示美國企業對
香港以至整個亞洲區的經濟信心增長
與去年比較是有所增長，香港政府於
今年初早前指出，去年全年經濟增長
估計可達6.4%，扭轉之前連續兩年的
衰退，而市場也普遍預期內地去年經
濟增長有8%，即使今年內地經濟增
長或會放慢，但外界相信會有「放
水」等政策去支持經濟，所以對美
國企業來說，亞洲區整體的投資環
境，相比歐洲地區是優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香港
美商會的調查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的龐
大商機也備受美國企業關注。調查顯
示，有60%受訪者已經在大灣區有業
務，95%及74%美企在深圳和廣州有業
務，47%在澳門有業務。同時，四成的
美企計劃在未來幾年擴大其大灣區的業
務。
調查問及「對於未來3年在大灣區的
擴張」，34%表示擴大營運，7%表示
「顯著擴大營運」，56%表示「維持不

變」，「減少」或「顯著減少」的分別
僅有2%及1%。另外，未來3年大灣區
的商機信心，表示「樂觀」及「非常樂
觀」的有42%及14%，表示「悲觀」及
「非常悲觀」的分別有5%及2%。

企業最憂慮政策因素
不過，被問及大灣區內部的挑戰，有

45%受訪者表示認為是政策和決策的不
確定性，其次是人員跨境流動佔40%，
以及大灣區政府之間缺乏政策協調佔

27%。
在研發方面，香港美商會認為，深圳

和新加坡超越香港，成為受青睞的地
區，科技公司從香港與深圳和其他9個
城市的經濟整合計劃中受益最大。
以行業來看，調查顯示，資訊科技行

業受益於大灣區發展最大，佔53%，其
次是財富管理，有46%，專業服務則有
45%。調查又顯示，跨境理財通、滬港
通及深港通等互聯互通機制，對香港四
分之一的業務收入產生影響。

四成美企擬加碼投資大灣區

從特朗普到拜登，華府都宣揚中國威
脅論，出手打壓中企及香港，又多

次呼籲美資從香港撤資，特朗普更口出惡
言，詛咒香港「落地獄」（go to hell）及
「永遠不會成功」（can never suc-
ceed）。然而，香港美商會昨日公布的
「2022商業前景調查」，結果卻顯示在
港美企對香港營商的信心比去年大為增
強。
2022年調查的選項表述與2021年的調
查有輕微分別，但總體來看，表示對未來
12個月商業前景信心「非常樂觀」及「樂
觀」比例合計達41%，「非常悲觀」及
「悲觀」合計為 23%，「中立」的有
35%。而在去年的調查中，相關佔比依次
為23%、40%及37%。

去年營商環境大勝前年
在回顧香港過去12個月的營商環境表

現方面，會員認為「優秀」的佔4%、
「很好」佔17%、「好」佔30%、「一

般」佔31%、「差」佔18%。而在去年調
查中，認為「很好」為 0%、「好」為
14%、「不變」佔25%、「不穩定／越來
越差」佔61%。事實反映美企對去年香港
的營商環境比對前年大為改觀。

較多企業計劃擴大投資
最新的調查又顯示在港美企未來兩年計

劃擴大投資，29%會員表示會拓展業務，
只有15%表示會減少業務，即有投資計劃
的公司比縮減業務的公司多出14個百分
點，至於未來兩年投資計劃維持不變的為
56%。同時，表示收入增加的公司（佔
41%），亦較表示收入下降的企業（佔
32%）多出9個百分點，表示收入維持不
變的則為27%。
香港美商會表示，86%的會員提到中美
關係惡化對他們的業務有一定影響，但目
前最大的商業挑戰卻是香港嚴厲的國際旅
遊限制（佔60%），超過中美關係（佔
44%），會員認為香港嚴格的檢疫規定和

旅遊限制繼續造成重大干擾，令
到企業推遲新投資，並令香港招
聘高級行政人才都變得困難。

僅5%企業擬將總部遷出
不過，會員認為香港仍然擁有商

機，多數受訪者認為香港在作為全
球樞紐上具有競爭力，每10家企業
中有6 家以香港作為全球或地區總
部。只有5%的企業明確計劃將總部
遷出香港。會員指出，資本自由流
動、國際連接，以及稅制是香港頭
三大最具競爭力的因素。
是次調查受訪者為香港美商會會

員，調查透過線上問卷進行，有262
名會員參與，其中151名為主要企
業代表、111名為個人會員。問卷
由美國商會設計，並由獨立研究機
構Intuit Research 負責調查。調查
時間為 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