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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第四季出口繼續下跌，惟開始有見底跡象。貿發局公

布第四季出口指數，按季跌5.5點至35，連續兩季下跌，反映地

緣政局緊張和外需疲弱等影響。即使出口呈弱勢，仍看好出口將

重拾增長動力，主要受環球市場對人工智能設備及相關電子產品

需求上升所帶動，將對提振出口發揮關鍵作用，故預期今年出口

跌7%至9%，2024年出口有望增長4%至6%。貿發局研究總監

范婉兒表示，部分亞洲地區出口已經回升，多項領先指標都反映

出口最壞的情況已過，明年首季出口或按年出現正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港出口明年料增4%至6%
貿發局：AI設備需求帶動 亞洲部分市場已回升

電子產品業

◆穩定財政，確保足夠現金流

◆增加營銷/推廣或商貿配對活
動

◆增加使用電子商務進行銷售/
採購

服裝業

◆穩定財政，確保足夠現金
流

◆增加使用電子商務進行銷
售/採購

◆分散銷售到其他海外市場

玩具業

◆穩定財政，確保足夠現金
流

◆提供不同類型的增值服務

◆增加使用電子商務進行銷
售/採購

珠寶業

◆增加使用電子商務進行銷售/
採購

◆提供不同類型的增值服務

◆穩定財政，確保足夠現金流

鐘錶業

◆穩定財政，確保足夠現金
流

◆增加營銷/推廣或商貿配
對活動

◆開發其他產品種類

機械業

◆穩定財政，確保足夠現金
流

◆提供不同類型的增值服務

◆增加營銷/推廣或商貿配對
活動

各行業明年經營策略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

貿發局指出，在6個主要行業中有4個行業的出口商信心下跌。機械業
是前景較佳的行業之一，指數上升0.9點至40.3，隨後是電子產品

業，下跌6.0點至34.8。玩具業較為悲觀，信心指數跌幅最大，下滑12.8點
至29.4。該局每季向500名來自六大主要行業的出口商進行調查，並編制成
指數，高於50代表看好出口前景，低於50則代表看淡。

機械業明年前景看俏
該局認為，儘管許多制約香港特區今年出口表現的因素，預計影響會持
續到明年，但仍然對明年出口表現持樂觀態度，主要是市場普遍認為佔香
港特區總出口逾七成的電子業，將受惠於消費者和企業對人工智能相關產
品的强勁需求，帶動出口明年迎來增長。范婉兒表示：「電子業是香港最
大的產品出口創匯行業，當全球市場對高科技組件需求反彈，香港將直接
受惠。市場對電子產品的殷切需求，將為本地整體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並
為香港出口商打下堅實基礎，為2025年環球經濟完全復甦作好準備。」
市場目前預期美國明年減息幅度有機會高達1.25厘，范婉兒認為，該局

預計美國要到明年5月甚或下半年才開始減息，明年本地經濟大部分時間仍
面對高息影響。減息或需要3至4個月後才能在實體經濟中反映，企業資金
成本仍高昂，短期難以快速下跌。另外，中美元首最近恢復對話，出口商
都表示信心回復不少。她補充，明年出口增長4%至6%的預測仍未計入減
息及中美元氣氛緩和的因素，故有機會再上調目標。

息口高企 企業成本暫難降
歐美市場方面，她坦言，「雖然通脹放緩了，但息口仍然高企，這會影

響到消費意慾，因消費者會認為錢放在銀行收息比消費好。」人工智能及
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將帶動明年本地出口反彈，雖然美國限制對華輸出高
級別晶片，但見到內地企業無須採用最高規格晶片仍能成功研發產品，相
信對出口影響不大。她又指，今輪電子產品下行周期較預期長，預計相關
銷售最快要到明年第三季才明顯反彈。

逾八成受訪者關注衰退風險
該局數據顯示，各主要出口市場的信心指數依然低於50，出口商最看好
印度市場(42.7)，指數較今年第三季上升10.1點，中國內地上升 0.9 點至
39.5。不過，歐盟下跌2.6 點至34.6，美國市場下降2.8點至33.6。經濟下行
風險仍然在明年最受關注，大多數受訪者(84.7%)認為海外市場經濟放緩或
衰退風險是最主要的挑戰，其次是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62.5%)，以及運
輸成本上升/ 物流配送受阻(41.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貿發局預
計明年電子產品將有望帶動出口復甦，該
局指出目前電子產品佔香港整體出口逾
70%，當中超過四分之三屬零部件，行業
出口總值於今年首10個月下跌13.6%，與
全球半導體行業持續多時的下行走勢一
致，而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在於疫情過後
消費者的支出由購買電子產品硬件轉移到
各類服務上。同期，鐘錶、服裝、玩具及
家用電器等其他消費品的出口也顯著下
滑，只有貴重珠寶的出口揚升20.8%，相

信是疫後復常令婚禮及其他延遲舉行的慶
祝活動紛紛恢復，令壓抑需求得以釋放。

貴重珠寶出口反彈逾兩成
展望2024年，貿發局預期香港出口商在
短期內將繼續面臨挑戰，尤其是主力營銷
消費品出口至多個主要市場的出口商。美
國、中國內地及東盟國家的最新製造業採
購經理指數仍徘徊在50左右，而歐元區的
數宇則持續遠低於50。美國的服務業採購
經理指數也放緩至50，處於盛衰分界點，

而歐盟和中國仍維持在緊縮水平，預示全
球經濟狀況在短期內相對低迷。
貿發局續指，儘管整體大環境看來仍然

惹人關注，但相比其他以出口為主的經濟
體，香港特區或許有更多保持樂觀的理
由。特別是半導體產品的全球銷售情況傳
來利好消息，近數月錄得持續按月增長；
半導體是廣泛使用的電子設備元件，也是
預測電子產品製成品需求的可靠指標。根
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的數據預測全球半
導體銷量會在明年上漲13.1%。

半導體業萎靡拖累 首10月電子產品出口跌逾1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香港國際汽
車博覽2023」昨開幕，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副
總裁李聞濤在出席該博覽會的「新能源汽車出口
及香港的戰略定位」國際論壇時表示，今年3月港
交所宣布在《主板上市規則》增設第18C章《特
專科技公司》，第18C章對於新能源車企來說，

在還沒有大規模量產，或沒有大規模商業化時，
車企已可以到香港的公開市場上融資，例如是做
IPO或者IPO前期的投資。
李聞濤解釋，設立第18C章前，港交所於2020
年至2021年做了很多大規模的企業走訪，接觸內
地很多新能源車企和汽車產業鏈上面的公司，而第
18C章定義了五類特專科技行業，包括新一代信息
技術、先進硬件及軟件、先進材料、新能源及節能
環保、新食品及農業技術。他說，在新能源汽車行
業中有很多配套的企業，例如自動駕駛公司解決
方案、智慧座艙的解決方案等，涉及動力電池的
業務也可能放在新能源範疇，所以第18C章相信
可以覆蓋到整個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上。
從港交所的角度來說，港交所一直致力於能夠

為廣大的新能源車企提供一個融資平台，包括上
下游公司，同時希望能把最優質的資產帶到香港
的資本市場，讓參與這個市場的投資人能夠從中
有所收穫。他期望推出第18C章《特專科技公

司》之後，能夠幫助整個中國硬科技的行業，包
括新能源汽車可以更好地發展。

助內地車企覓資本市場專才
出席同一論壇的德勤財務諮詢總監周暉表示，

在人才方面很多企業來到香港未出海前，均需要
資本市場操作的人才去發展，例如是準備IPO或
者IPO的前期工作，而且車企或者龍頭智能駕駛
企業剛來到香港的時候，同時會將中小企的合作
夥伴帶到來香港，香港的專業服務人才可以為該
些車企找到合適顧問及資本市場專才做上市前的
前期投資。周暉續指，內地創新企業出海最大限
制是跨境技術轉移，因為車企在內地已發展一套
技術，假如車企來港可以獲得相關的行業專才，
輔助車企在香港設立一個技術中心，後續車企再
到其他市場發展的時候，技術轉移的限制就可以
減到最低，令到車企更加得心應手去不同的市場
拓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致同香港
會計師事務所昨發表報告指出，雖然財富
管理行業中領導地位的競逐激烈，但香港
擔當獨特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是連接
內地與全球市場的重要樞紐，香港具備充
分優勢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蓬勃發展所
帶來的財富管理需求增長的機遇，家族辦
公室、跨境理財通和虛擬資產生態圈崛
起，將為香港財富管理行業注入新動力。

港擁稅務投資靈活兩優勢
致同會計師事務所諮詢副總監嚴欣琪昨
指出，於吸引家族辦公室落戶上，本港在
兩方面比新加坡有優勢，包括在港申請家
族辦公室的稅務優惠，條件較新加坡寬
鬆，若要獲新加坡的稅務優惠，資產持有
工具及公司，必須是新加坡的稅務居民，
而設立基金亦必須由新加坡管理公司負責
管理。相比之下，香港則可接受境內外成
立的資產持有工具，前提是該實體通常在
港受管理或控制等。
其次，在投資靈活度方面，新加坡稅務
優惠要求基金最少要把管理資產的10%或
1,000萬新加坡元，投資到新加坡當地資
產。香港則無此規定，前提是特區政府認可
的交易，便可獲稅項豁免。不過，她認為，
香港還需改善硬件的配套，而本港面臨人才
流失問題，也削弱到本港的競爭力。
至於虛擬資產的發展上，她指出，目前
有超過一半的家族辦公室，有參與虛擬資
產的投資，但據統計，有38%辦公室的虛
擬資產佔比不足1%。她相信，未來這方
面可以成為分散投資組合的工具，本港亦
應不斷改善相關監管制度，因為香港有優
勢可成為虛擬資產中心。

35%受訪者冀增區塊鏈投資
致同的報告亦指，有35%受訪家族辦公
室希望增加區塊鏈技術投資、有27%則冀
增加加密貨幣投資，展望將來，他們應會
改變資產配置組合，本港亦有優勢成為虛
擬資產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章蘿蘭）美國聯
儲局一如市場預期維持息口不變，美聯儲主席鮑
威爾言論轉為「鴿派」，利率點陣圖也預期明年
有望減息0.75厘，市場憧憬息口見頂，美股率先
急升，道指首破37,000點並創新高。港股初段隨
外圍造好，曾經升過349點，但在16,577點遇阻。
在多隻重磅科技股回吐下，大市全日升幅收窄至
173點，報16,402點，成交額回升至逾千億元，達
到1,023億元。
市場人士指出，投資者除了留意美息外，更為
關注的是內地經濟，若內地經濟表現疲弱，將限
制港股升幅。

恒指短線料續區間上落
獨立股評人沈慶洪表示，美息見頂其實是目前
大部分投資者的預期之內，有關的利好消息已經

被大幅消化，未來投資者更為關注減息周期何時
來到，畢竟美聯儲近月多次提到高息期還會維持
一段時間。除留意美國利率外，市場更為關注內
地經濟表現，若內地經濟表現仍然疲弱的話，將
會持續限制A股及港股的升幅。他認為，恒指短
期要突破16,800點水平，才會向市場釋放轉強信
號，否則，恒指只會保持上落市格局，支持位暫
定為15,700點。
息口敏感股有表現，其中地產股新地(0016)及
恒地 (0012)均升約 3.4%，金融股滙控(0005)升
0.7%，友邦(1299)升 3.6%。收息股同樣有追捧，
長和系重組其英國鐵路租賃業務架構，不涉及現
金，其中長建(1038)急升 8.7%，電能 (0006)升
6.3%、長和(0001)及長實(1113)亦分別有 1.5%及
1.7%的進賬。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入實施國有企業改

革深化提升行動，增強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競爭
力」。A股國企改革概念連續兩日走強。受消費
板塊拖累，滬深三大指數均下探。截至收市，滬
綜指報2,958點，跌9點或0.33%；深成指報9,417
點，跌58點或0.62%；創業板指報1,860點，跌11
點或0.63%。兩市共成交7,370億元（人民幣，下
同），北向資金逆市淨流入35億元。

A股國企改革概念續走強
北京、上海出手宣布調整優化購房相關政策。
房地產產業鏈回勇，工程諮詢服務、裝修裝飾、
房地產服務、房地產開發板塊均上漲。國企改革
概念股延續強勢，雲維股份、中南文化、飛樂音
響、博信股份、時代萬恒等22股掀漲停潮。跌幅
榜上，釀酒、消費電子、汽車、教育、遊戲板塊
領先，均下探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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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轉鴿 港股反彈升173點

港交所冀18C章助新能源車企融資

◆李聞濤（左三）稱，港交所一直致力於能夠為
廣大的新能源車企提供一個融資平台，左二為周
暉。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范婉兒（左）表示，部分亞洲地區出口已經
回升，多項領先指標都反映出口最壞的情況已
過，明年首季出口或按年出現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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