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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26周年，步入由治及興的關鍵

期，社會整體穩定，經濟發展向好。在中央的

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帶領社會各界開創新局

面、實現新飛躍，重現香港魅力。作為不可或

缺的一分子，在港中資企業各司其職，為實現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憑藉

「一國兩制」制度的優勢，獲得了長足、穩定

的自我發展。

招商輪船：堅決執行深耕香港戰略
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推動行業轉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特區
政府計劃修例吸引公司遷冊來港，財庫
局局長許正宇昨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
會表示，今年3至5月已就公司遷冊制度
進行公眾諮詢，業界反應正面，目標在
明年上半年提交立法建議予立法會審
議。
許正宇進一步解釋，在諮詢之中，保
險界別表達殷切遷冊需求，故希望盡快
推出一套公開簡便的機制，讓現時已有
意遷冊來港的公司盡早完成計劃。他指
出，由於香港現時未有公司遷冊制度，
過往不少在港已有一定業務規模的非香
港公司或希望利用香港優勢拓展業務的
企業欲遷至香港時，均須把原有公司清
盤並在香港成立新公司，或透過法院核
准的安排計劃，才可把公司轉為在香港
註冊的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而且現有
途徑程序複雜且成本高昂，既無法保留
公司的資產、知識產權、合約和公司歷
史，也不能完全排除公司受到兩個司法
管轄區雙重規管的情況。

提供更簡單和有效遷冊機制
故此，許正宇表示現時在參考基金遷

冊機制的正面經驗，以及其他司法管轄
區的例子後，他認為有條件順應市場需
求在港引入公司遷冊制度，為非香港公
司提供更簡單和有效的遷冊機制。這些
公司可透過機制遷冊來港，並保留公司
在法律上的法人團體身份，讓公司業務
得以持續運作，同時減省複雜的司法程
序。
稅務方面，許正宇指遷冊程序不應影

響公司在原有司法管轄區的稅務責任，
而特區政府亦會訂明經遷冊公司的稅務
責任，並賦權稅務局處理過渡性稅務事
宜。

增港審計會計法律服務需求
吸引公司遷冊來港，許正宇指出不單

會令本港專業服務例如審計、會計和法
律服務等的需求增加，經遷冊公司也可
能會把部分業務移師香港，帶來更多投
資和技術工作機會。至於現時在香港已
有經濟活動的非香港公司如遷冊來港，
不僅更能依循香港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標
準，也可使其業務活動的地域覆蓋範圍
與公司註冊地更為一致，有助提升香港
的商業樞紐地位。

特區政府積極推動航運人才的培
訓和引進，以期紓緩業內人才緊張
情況。王永新分析，行業收入的滯
後和香港生活成本高企、海上生活
環境不適等，是行業人才青黃不接
的主因。但航運企業也能通過選拔
任用、拓展職業發展空間、引進國
際人才等方法，加強行業高端人才
的建設，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
影響力。
他指出，作為企業，應該圍繞隊

伍建設的需求，加大選拔任用，無
論企業內部或社會公開招聘，都能
促進行業管理的專業化；拓展員工
的職業發展空間也非常重要，可以
嘗試按人才分，讓不同船之間產生
交互性發展，令員工感受行業的多
樣性和豐富性。
他還提議，企業應通過業態集

聚、項目發展等，吸引國際高端人
才向香港集聚，以此加快整個行業
的國際人才引進，從而提升香港國
際航運中心的影響力。

化解大眾誤解 了解海員生活
此外，王永新笑稱，大眾對成為

海員有不少誤解，船上「並非與世
隔絕，有信號、能上網」，海員的
生活也並不枯燥，可以種菜、遊
戲、運動。希望社會各界能多多發
聲，了解海員的真正一面。
他感慨，成為海運人才絕非易

事，除了需要「乘風破浪」「披荊
斬棘」的魄力，更對具備天文、地
理、外交知識，甚至熟悉船長法律
地位有一定要求。
培養海運人才也需要花大力氣，

尤其高端航運人才，一般需要更長
周期的打造。

作為在港中資航運企業，王永新表示，
會秉承招商局集團對公司的要求，不僅要
做好企業、做好效率，更有責任推動香港
航運業的發展。他稱會從四個方面着手，
支持香港維持國際貿易、金融、航運中心
的地位，且更好發揮背靠祖國、面向全
球、中西合璧的優勢，構建國內國際雙循
環的新發展格局。

先做強主業做優品牌
他強調，會先做強主業，在國際航界形

成強競爭力。公司目前自有加控制的船舶
接近4,500萬噸，在大灣區內屬於領先位
置，但在全球仍舊不夠。公司會盡力做強
香港整個團隊的規模，圍繞「油、散、
氣、車、集」五大船隊建設，目標在規模
上有一個更大體量的躍升。
其次，做優品牌。王永新展望，未來公

司將陸續推出綠色航運的舉措，並為行業
打造一些公共產品，以不斷塑造整個招商
輪船在全球行業界的品牌形象，擴展在全
球行業的影響。

做細服務及做實推力
第三，做細服務。「解客戶之所難急客

戶之所急，想客戶之所想」，無論是面對
國內外的頭部企業客戶，抑或上下游產業
鏈的合作夥伴，都應該通過細化服務，貼
近需求，真正把服務的差異化在細分服務
過程中體現出來。
最後，王永新強調要做實推力，如舉辦

世界航商大會，就是做實對行業的推動
力，無論是行業轉型或業內的共同話題，
都不能空喊空談，完全能藉助香港良好的
業態環境，推動行業促成一些具體舉措，
推動行業的健康、循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華僑銀
行昨宣布在各核心市場統一品牌，以鞏固
其「OCBC 同一集團」 方針，以更充分
捕捉東盟和大中華區所帶來機遇，其中在
港的華僑永亨銀行改名為華僑銀行（香
港）。華僑銀行集團行政總裁黃碧娟昨表
示，透過集團對東盟和大中華區重點策
略，預期業務將加速增長，並有信心於
2025年年底前帶來30億坡元（折合約174
億港元）的額外收入。
黃碧娟表示，集團深知東盟和大中華區

之間的業務往來，並看到其發展潛力，而
集團多年來建立了龐大業務網絡，足以抓
緊這些業務機遇，她特別提到中國疫後重
啟、東盟在「中國+1」戰略中的崛起，以
及地緣政治因素的其他影響，皆進一步釋
放了此潛力。

冀3年內投資銀行收益倍增
該行同時公布更多業務策略及目標，其

中在環球企業及投資銀行業務方面，未來
3年將額外投資超過5,000萬坡元（折合約

2.9億港元），集中
提升其在大中華區
的交易銀行業務能
力，冀未來 5年實
現逾 500 個現金管
理區域方案；該行
亦擬在3年內將其投
資銀行收益增加一
倍，因此將增強大
中華區的投資銀行
能力，尤其在發債
和銀團貸款，以及
跨境企業金融的諮
詢和融資交易等方

面。

財富管理規模目標翻一番
環球個人銀行服務方面，該行目標是到

2025年將其在港和大中華區的宏富理財私
人客戶的資產管理規模增加一倍。為實現
此目標，該行大中華區的宏富理財和宏富
理財私人客戶的客戶經理數量將於2025年
前增加一倍；至於該行的私人銀行附屬公
司新加坡銀行，目標是2025年底前，擴大
其資產管理規模達1,450億美元。
為達至品牌統一，華僑銀行主要附屬公

司均已更改法定名稱。除了在香港改名為
華僑銀行（香港）之外，在澳門的華僑永
亨銀行股份改名為華僑銀行（澳門），而
在內地待獲得相關批核後，華僑永亨銀行
（中國）今年第四季將更名為華僑銀行。
華僑集團旗下銀行亦將統一採用新的品牌
標誌。
黃碧娟表示，集團在內地、香港、澳門

和台灣的 17 個城市擁有67家分行，旗下
有逾4,500名員工，另外亦與寧波銀行建
立了合作夥伴關係，而在東盟，該行通過
在當地註冊的附屬公司和分行為 7 個市場
提供服務。

許正宇：公司遷冊制明年提交立法建議 華僑銀行統一品牌 強攻東盟和大中華區

◆左起為華僑銀行大中華區代理主管陳永明、華僑銀行集團行政
總裁黃碧娟、華僑銀行香港董事局主席邱清和及華僑銀行香港行
政總裁歐陽麗玲。

招商局集團旗下招商輪船總經理王永新昨在聯訪中介
紹，公司是從事遠洋運輸的航運企業，截至2023年

2月底，公司運營管理的船舶共計301艘（含訂單），
4,336萬載重噸，運力規模在全球非金融船東中排名第
二。今後會繼續堅決落實、執行深耕香港的發展戰略，在
香港加大布局和發展力度，做好自己；並在粵港澳大灣區
內藉助「一國兩制」的優勢，積極協同發展，抵禦外部風
險，激發行業內向增長的動力和活力，推動新時代航運業
的轉型。
二十大報告提到將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作為「加快

構建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王
永新理解稱，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制度性、規則性和平台性
的開放融合，香港相應擁有制度、法律、區位發展等優
勢，香港必然在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發揮着重要的作
用。

大灣區應善用優勢協同發展
他透露，2023年的世界航商大會將與11月香港海運周

相結合，海運周的開幕式亦會在世界航商大會上舉辦，今
年大會將邀請上下游行業的國內外知名行業人士共同參
加，與以往兩屆相比規模更大、層次更高、覆蓋更廣，這
是香港航運界積聚力量、共同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
心的重要舉措和契機。
談及大灣區內城市的協同發展，王永新建議，應充分

利用灣區的政策疊加優勢、區位優勢、人才優勢，實現區
內的人才整合、服務結合、資訊融合、業務契合、功能融
合。每個城市都有絕對的優勢和特色產業，香港能利用自
身優勢，打造和提升更具競爭力的航運發展。

航運業下半年料溫和增長
走出疫情陰霾後，世界加速恢復正常，航運業內部也

面臨新局面。王永新直言，國際航運業對安全的需求正逐
漸替代對效率的需求，從以往的「多拉快跑」變成了「抵
抗風險」，「最大的難題就是面對不確定性」，這直接令
企業整體成本受壓。鑑於全球經濟正溫和增長，他料，下
半年全球航運業依然會保持相同的增長態勢。
數字化轉型亦是航運界面臨的重大改變。他解釋，相

比於互聯網平台經濟的繁榮發展，企業端的數字化轉型難
度成倍增加。未來國際航運的發展趨勢之一，需要有能力
的企業，為整個業界的聯通提供公共化的產品。
此外，航運市場也出現了「冷熱不均，波動加速」的

不平衡局面，無論是早前集裝箱的一箱難求，還是LNG
船需求的異常火爆，市場對不同類型的新造船需要強勁，
但產能難以跟上，整體市場上船台的訂單已經排到2027
年。王永新建議，作為企業，需要思考如同把握整個行業
前進的脈絡，促進企業和整個行業發展的「同頻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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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航運業做大做強四部曲

◆ 招商輪船總經理王永新
稱，公司運力規模在全球非
金融船東中排名第二，今後
會加大在香港布局和發展力
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王永新認為，要先做強主業，在國際航運界形成強競爭力。圖為
「新伊敦」輪——全球首艘雙翼動力風帆超級油輪（VL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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