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月初率團訪問中東，隨行建築師

何力治的公司（hpa何設計）今次簽署了一份合作備忘錄

（MOU），與旗下有份投資的初創Negawatt參與阿布扎

比的智慧城市設計項目，共同建設綠色科技生態圈，並進

行減碳等ESG項目。何力治回港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他表示是次出訪令他感到香港企業在中東市場有很多發展

機遇。中東國家積極發展創科、金融及致力碳中和等，這

些都是香港擅長或同樣致力發展的行業，可為港企提供大

量業務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貿發局：大灣區連接內地市場作用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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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為港商穿針引線、招商引
資的貿發局在這次中東訪問團
中，積極展示香港的優勢，促進
香港與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之間
的經貿關係和文化交流。貿發局
總裁方舜文表示，是次訪問會見
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的領導和商
界領袖對粵港澳大灣區興趣甚
濃，認為是進入內地龐大市場的

切入點。同時這些國家都想成為金融
中心，本港在金融服務和專業服務方
面具備優勢，可以發揮所長。
「他們已數年沒有來港，熱情地說
會盡快安排重臨香港並到訪大灣區。
大灣區對他們來說極具吸引力，他們
亦認為中國內地、東南亞及東亞都充
滿機遇。我們鼓勵中東企業善用香港
平台及服務拓展區內業務。」她說，
目前香港已與內地恢復全面通關，已
準備就緒連接全球商機。

港金融專業服務具優勢
方舜文指，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傳
統上依賴石油和天然氣收入，目前正

發展多元經濟，兩國皆想致力成為金
融中心，為港商提供了新機遇，香港
在金融服務和專業服務方面具備優
勢，可以發揮所長。她認為，中東
和亞洲尤其是中國內地之間的投資
和貿易流量不斷增加，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可以協助他們更好地
利用人民幣進行其他投資。另外，
中東國家也對環境、社會和管治
（ESG）以及綠色金融的需求非常
大，香港在這方面走得較前，並有逾
800家金融科技公司，兩地企業將有
很多合作機會。
方舜文相信，是次特區政府的中東

訪問團能鞏固香港作為中國內地及國
際商貿門戶，以及面向全球的亞洲領
先商業和投資樞紐的角色。

貿發局力推兩地經貿投資
貿發局在是次訪問團中分別與迪拜

商會、沙迦投資推廣署和阿布扎比工
商會簽署合作備忘，加強合作推動香
港與沙特以及阿聯酋的投資和經貿聯
繫。方舜文說：「他們對健康科技和

生物科技特別感興趣，香港在這些領
域有一定優勢；此外，環保基建日益
重要，香港在基礎設施、智慧城市等
方面匯聚大量經驗豐富的人才，亦可
探索當地機遇。」
據貿發局資料，單計2022年，香

港與中東的貿易總額達1,817.8億港
元，按年升 18%，當中出口額為
1,255.4億港元，增23.4%；入口額為
562.4億港元，增7.4%。
貿發局早於2000年在迪拜成立辦

事處，作為該局在中東
和非洲的總部。方舜
文解釋，該局早已
看到迪拜與香港可
以發揮「樞紐對
樞紐」的角色，
結合兩地的優
勢，協助香港
公司開拓中東
和非洲市場，
同時支援當地
企業擴展亞
洲市場。

程永成程永成：：中東客人留意小眾牌子中東客人留意小眾牌子

促成13份合作 鞏固港投資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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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出訪中東期間，成功促成簽訂13份合作備
忘錄（MOU）及協議。

貿發局早前亦跟隨行政
長官李家超的特區政府代
表團出訪中東多個地方，
包括利雅得、阿布扎比及
迪拜，其間成功促成簽訂
13份合作備忘錄（MOU）
及協議，為香港與中東企
業開創商貿、金融、創新
科技、可持續發展、運輸

的合作商機。
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

中東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舉足輕
重，對支持「一帶一路」的發展更具有重
要的戰略意義。隨着香港重新向世界開
放，局方適時組織了這次由行政長官和三
位主要官員率領的香港訪問團前往中東，
除了介紹香港在吸資引才的最新優惠和政
策外，還展示了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新機
遇，鼓勵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的企業善用
香港的投資和營商平台的優勢。
貿發局指，訪問團透過與當地政商界領

袖交流及舉辦大型宣傳活動，積極展示香
港的優勢，促進香港與沙特阿拉伯和阿聯
酋之間的經貿關係和文化交流，為香港吸
資引才，同時鞏固香港作為中國內地及國

際商貿門戶和面向全球的亞洲領先商業和
投資樞紐的角色。出訪期間，訪問團與沙
特阿拉伯及阿聯酋的不同政商界機構及行
業領袖會面，包括沙中商務理事會、阿布
扎比工商會、沙迦投資推廣署，以及於2
月9日宣布將於香港設立辦事處的迪拜商
會等。
林建岳補充，從會面和訪問中，看到沙

特阿拉伯和阿聯酋歡迎與香港建立更深入
和廣泛的關係，以支持他們的戰略發展。
通過貿發局在世界各地的50個辦事處，將
繼續協助企業打開營商大門，推廣香港成
為環球的商業樞紐。

◆何力治（左二）的公司在出訪中東期間簽署了一份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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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對外資開放
港企發揮自身強項

▶ 何力治（中）指，是次隨行
政長官訪問中東令他感到香港企
業在中東市場有很多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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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外投資，要留意當地的文化及
生活習慣，才能事半功倍。何力治
指出，中東國家對外資的態度開放

不少，當地政府亦很樂意與港商合作，港
商現在去中東地方發展，問題不大。不過
他提醒，與其他地區一樣，都需要面對政
治及經濟風險，最主要是看清自己在哪些
方面有競爭優勢。

透過夥伴合作關係較理想
「相比10年前，中東國家明顯開放了

很多。10年前，阿聯酋的人個個都要包
晒頭，但現在見到好多都不用包頭；以
往在沙特男和女要分開食飯，出入口都
要分開，但現在男和女都可以
在同一張枱食飯了」，他說。
何力治建議，若有興趣到

中東發展業務，可以留意迪
拜的商務署、貿發局的資訊
等，以及自己身邊有沒有已

經在中東做生意的朋友，透過夥伴合作
關係會較理想。他續指，應該以項目為
本，減少前期的投資，靈活應變。以初
創企業為例，數碼港及科學園都有與中
東當地的創科平台簽訂合作建議，透過
大機構去做技術轉移，可減低風險。
除了創科企業外，他認為零售商亦可考
慮中東市場，例如沙特的人均GDP很
高，消費力亦自然高，會喜歡高質量的產
品。他指，企業可以先做市場調查，「如
果是做酒店業，迪拜有200多間五星級酒
店，市場很飽和，但如果去沙特，別墅
（Villa）等供應則不足，要視乎不同地方
的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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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總裁方舜文

◆ 程 永 成 表
示，中東市場
並沒受疫情太
大影響，零售
商們都想在中
東市場分一杯
羹。 資料圖片

hpa何設計是本港較早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開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的港企。該公司其實早在2004年已經進軍
中東市場，不過後來因2008年金融海嘯而退出。之後到2015年，公司
開始發展東南亞市場，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菲律賓等建築項目。
今次作為特區政府中東訪問團成員之一，何力治的公司簽署了一份合作
備忘錄（MOU），與旗下有份投資的初創Negawatt將會參與在阿布扎比
的智慧城市設計項目，共同建設綠色科技生態圈，進行減碳等ESG項目。
他認為中東現在是一個合適的時機去發展，「在沙特王子上位後，明顯見
到沙特積極向外資開放，現在是合適時機再將注意力投放在中東。」

人民幣石油交易潛力大
何力治同時亦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商貿諮詢理事會中國香港代
表，他表示，是次出訪令他感到香港企業在中東市場有很多發展機遇：
首先，中東在過去3年疫情期間，只封了一段很短時間，中東仍然發揮
到其交通樞紐角色；第二，中東積極發展虛擬經濟，包括區塊鏈與創新
科技等；第三，中東亦積極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讓其科技更有認受
性及流通性；第四，作為石油生產國，要達到「碳中和2060」並不容
易，故近年急需創建一個綠色經濟圈，透過多元化投資，如產業、人才
及技術等方面，發展綠色金融。本港不少綠色債券已獲得了國際標準的
綠色認證，亦已發展多年，加上數碼港及科學園孵化了多間科創企業，
相信可以與中東做到互補共贏。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何力治認為與中東在金融方面的合作空間很
大。「我相信在人民幣石油交易市場方面好有潛力，可以透過不同的互
聯互通計劃，令沙特、阿聯酋的交易市場提升流通性及國際性之餘，內
地、香港及中東三地也可同時合作。」另外，在碳交易市場方面亦可以
探討一下合作機會；在人民幣債券方面，香港可以考慮擴大中東購買人
民幣的份額，方便中東地區更融入香港及大灣區。

中東家辦來港拓多元市場
香港近年積極推動家族辦公室業務，包括計劃為
合資格家辦提供稅務寬免等，希望在2025年年底
前，推動不少於200間家族辦公室在港設立或擴
展業務。何力治指，對於中東市場而言，香港是
大灣區的營運中心及促進中心，中東為拓展多元
化市場，迪拜早前宣布在港開設家族辦公室，招攬
更多企業及人才，亦可以作為一個「落腳點」。
何力治補充指，現時中東在區塊鏈等方面
發展很快，普及化程度可能較香港更高，
但綠色建築、環保等發展則不及香港成
熟，香港企業可以借着自身優勢發展中
東市場。當中沙特及阿聯酋對於智慧大
廈、智慧城市、綠色建築方面的設計需
求很大，他希望本港的創科公司、建築
公司可一同以綑綁式去發展，為中東國
家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同時提供硬件及
軟件，讓整個產業鏈一同打入中東市場。

隨着香港及內地恢復
全面通關，香港在全面

復常的「快車道」上昂首向前，勢不可擋。其中出
口作為拉動香港經濟三駕馬車之一，在本港出口至
中東的產品中，珠寶、鐘錶及首飾佔重要席位，有
經營眼鏡品牌的港商亦坦言希望打入中東市場。
本港眼鏡品牌BIG HORN創辦人及設計總監程
永成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中東市場並沒
有受到疫情太大影響，在歐美消費市場趨向不濟

時，中東消費者仍然不斷買嘢，自然成為零售商
的焦點，大家都想在中東市場分一杯羹。」他指
出，近年迪拜、沙特阿拉伯等消費者的思想開放
了不少，除了名牌外，他們也接受多了不同的牌
子及款式，公司亦與當地的批發商洽談中，希望
能有合作機會。

參加當地展覽開拓市場
程永成指出，迪拜人以往出名用名車及名錶

等，亦着重品牌，不過可能「用得多厭咗」，開
始留意其他小眾品牌，對款式的接受程度提高
了。雖然公司目前出口仍以歐美市場為主，近日
亦到歐洲參加展覽，但他相信今年中東市場會比
歐洲強，在各地漸漸走出疫情及復常後，今年希
望參加更多中東及內地舉辦的展覽會，拓展出口
市場。然而他坦言要在當地找到合作機會並不容
易，因當地人習慣先建立穩定關係，相信洽談業
務都需要一定時間。

◆何力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