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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為提升香港
出口商的競爭力，商經局局長丘應樺昨簽署
《修訂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自由
貿易協定〉（〈協定〉）的第一議定書》，更
新《協定》的特定產品原產地規則，將其涵蓋
的產品類別由200多項增加至接近600項，讓香
港企業在拓展日益增長的東盟市場時，可更簡
便和有效地為更多特定商品取得香港原產資
格，從而獲取優惠關稅待遇。
通過《議定書》納入《協定》的特定產品，

包括香港商號和廠家感興趣的不同類別商品，
例如珠寶、藥物、食品和紡織品等。《議定
書》的簽訂有助提升有關貨物的市場競爭力和
促進貿易流動，為香港企業創造更多在東盟市

場發展的商機。

丘應樺：進一步推動經貿關係
丘應樺表示，東盟是香港第二大貨物貿易夥

伴，自《協定》於2017年簽署以來，貨物貿易
總額上升超過38%，在2022年達到約12,940億
元。香港與東盟之間持續增長的貿易一直受到
《協定》的帶動，反映《協定》對鞏固香港作
為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重要性。
他表示深信《議定書》的落實將進一步推動

香港與東盟成員國的經貿關係。作為自由貿易
的堅定支持者，香港將與貿易夥伴攜手在區域
繼續爭取貿易進一步自由化。
商經局指出，香港和東盟將繼續緊密合作，

促使《議定書》早日實施，令香港出口商可盡
早從中得益。
根據香港工貿署資料，在2022年，東盟位列

香港第二大貨物貿易夥伴，亦是香港2021年的
第五大服務貿易夥伴。香港與東盟的貨物貿易
總額在2022年達12,944億港元，相當於香港全
球商品貿易額的13.7%，而在2018年至2022年
期間亦錄得每年平均4.9%的增長。雙方的服務
貿易總額在2021年則達1,011億港元。

進口香港產品零關稅 去年增5.2%
在2022年，東盟是繼中國內地之後，香港的

第二大商品供應地。所有東盟的商品進口香港
時均享有零關稅待遇。在2018年至2022年期

間，香港從東盟進口的商品總值每年平均增長
5.2%。在2022年，香港自東盟進口商品總值為
9,344億港元，佔全部進口商品的19%。
截至2021年底，東盟為香港的第三大向外直

接投資目的地，有關
投資存量為5,999
億港元。東盟
同時為香港
的第六大外
來直接投資
來 源 地 ，
有關投資存
量 為 5,239
億港元。

香港修訂與東盟自貿協定書 涵蓋產品增至600項

85%大灣區企業將擴大東盟業務
政策文化專才成三大挑戰 越南成生產和採購首選

香港貿發局與大華銀行聯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約85%的大灣區企業會在未來三年維持或擴大在東盟地區的銷售

業務，而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及越南是大灣區企業進駐東盟的熱門銷售地點，其中越南繼續是區內生產和採購的首選。

雖然不少企業積極拓展東盟地區，惟報告亦指出大灣區企業開拓東盟市場有三大挑戰，依次是有48.6%受訪者表示要掌握當

地政府政策和法規是主要挑戰，其次是文化或語言障礙，第三是難以尋求合適的專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香港貿發局與大華銀行昨日聯合發表《促
進區域連繫：助力大灣區探索東盟機

遇》報告顯示，近年來內地生產和運營成本上
漲，開始出現人才短缺問題和招聘困難，令愈
來愈多大灣區企業更樂意考慮到東盟擴張業
務。調查顯示，超過70%受訪企業表示未來3
年將開展或進一步拓展東盟業務，較2021年
類似調查顯示有近60%更為踴躍，目前已在東
盟有商業活動的受訪企業中，高達96%表示未
來3年會維持或擴大現有營運規模。

企業看好市場龐大
吸引大灣區企業於東盟市場拓展業務的因
素，與2021年的調查相比，龐大市場 (55.9%)
超越優惠政策與投資政策 (49.6%)，成為對大
灣區企業最具吸引力的三大因素之首。另外，
在電子商務越來越普及的背景下，大灣區企業
認為持續增長的電子商貿市場具吸引力的比例
(32.8%)，亦較前次調查為高。調查亦指，企業
預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對其未來兩年在東盟業務策略帶來

多項正面影響。
不過，大灣區企業在東盟國家擴展市場時亦
遇到不少挑戰，貿發局研究副總監陳永健指
出，有48.6%受訪大灣區企業認為掌握當地政
府政策和法規是主要挑戰，其次為文化或語言
障礙佔38.7%，有26.4%認為難以尋求合適的
專才。但上述挑戰與2021年的調查有顯著分
別，兩年前的研究結果顯示基建不足、難以找
到合適的當地合作夥伴及經營成本上升為三大
主要挑戰。

市場銷售瞄準星馬泰
大華銀行大中華區行政總裁葉楊詩明則建議
大灣區企業善用專業服務來減少開拓東盟市場
時的困難，她指，該行憑藉對跨境及專屬的融
資解決方案、外國直接投資諮詢服務以及對當
地市場、特定的行業知識和合作夥伴生態圈的
深入理解，能協助客戶減少拓展海外業務的障
礙、應對供應鏈風險並降低融資成本。葉楊詩
明介紹，自2011年大華銀行外國直接投資諮
詢部成立以來，該行已協助近4,000間企業在

亞洲拓展跨境業務。
報告又顯示，大灣區企業對拓展馬來西亞、
新加坡和泰國成為市場銷售重心尤其突出。陳
永健表示，有超過60%受訪企業預計在未來3
年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進行銷售業務，而逾四
成受訪企業有意在未來3年在泰國進行銷售業
務。馬來西亞成為大灣區企業作為目前市場銷
售的首選，未來3年發展排名相若。
報告又顯示，大部分大灣區企業對香港連接
大灣區及東盟有高度評價，有超過70%受訪企
業給予 7分或以上的評分（以 10 分為滿分
計），而且香港專業服務被認為是於東盟市場
取得持續成功的重要元素，這也是香港最具優
勢的資產。此外，香港在法律合規、跨境基建
融資及物流方面亦獲得高度評價，反映受訪者
對香港服務品質的高度認可，以及明確肯定香
港將為大灣區持續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貿發局與大華銀行聯合發表的《促進區域連

繫：助力大灣區探索東盟機遇》研究報告於去
年第三季進行，以問卷形式訪問671家大灣區
企業，並對部分大灣區企業進行深入訪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畢馬威預計2024年香
港新股市場將見復甦，有望重返全球IPO排名前五。畢
馬威中國資本市場合夥人劉大昌昨於記者會上指，預計
香港2024年有約90家企業上市，集資規模1,000億元。
或受惠於個別龍頭企業的分拆計劃，料今年有5宗集資規
模50億至100億元的IPO。

第二三季料好轉
劉大昌分析，2023年底新股的有效申請降至60宗，按
季減少四成，顯示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許多企業並不
急於上市。這也表明，新股市場難以快速在本季內急速
好轉，料大型新股會等待市場估值趨於合理後，才着手
推進上市進程，IPO要到二三季度才有望見好。
2023年全球IPO整體活動面臨挑戰，高息、地緣政治
等負面因素，或會持續影響2024年資本市場的表現，但
畢馬威相信，最壞情況已過，有利IPO市場穩定。長遠
來看，劉大昌認為，中國經濟顯露復甦跡象，才能提振
香港IPO市場活力。

中東企業來港上市料增
2023年香港與中東交流緊密，畢馬威中國新經濟市場
及生命科學行業香港主管合夥人朱雅儀稱，大部分中東
的投資者對高科技行業十分感興趣，未來相信有更多中

東投資的相關企業來港上市，促進兩個區域之間的資金
流動，惟短期內未必即時有中東企業來港上市。
她還透露，對香港IPO有興趣的投資者，普遍將目光

投放在人工智能、半導體和綠色技術等領域，香港市場
要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吸引更多優質企業來港上市。
香港引入「18C」上市規則，容許特專科技初企申請上

市，惟兩家遞表申請的公司均未完成招股程序，畢馬威
預計，2024年內將有5家企業按18C上市規則掛牌。此
外GEM改革生效後，預計全年有5至 10家GEM股上
市，集資介乎20億至50億元。
單計2023年數據，香港市場錄得70宗IPO上市，集資

規模達463億元，分別較2022年下降21%及56%。全球
IPO集資總額達1,311億美元，交易宗數為1,371宗，按
年下降33%、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市場普遍
估計美聯儲將在3月展開減息周期，富邦銀
行（香港）第一副總裁兼投資策略及研究
部主管潘國光昨預期，美聯儲或在今年中
開始減息，年內減息3次，共減0.75厘，主
要反映目前美國經濟數據仍然穩健，而香
港料最快 8月才有機會調整最優惠利率
（P）。由於市場預期將步入減息周期，他
估計年中各期限定存將低見或跌穿4厘，建
議「好息」投資者在農曆新年前把握敘造
定存時機。

估美國年內減息3次
潘國光指，目前利率期貨約有六成幾率
估計美聯儲將於3月減息，並有逾八成幾率
全年減息1.25厘，不過他認為有關估算過
於進取，因美減息是為了確保經濟「軟着
陸」，加上數據顯示美國經濟狀況不俗，
料美聯儲年內或減息3次，每次減0.25厘，
並提醒若美如市場預期在年內減息5次，對
投資環境反而並非好事。港息方面，因年
結因素已消退，港元拆息稍見回落，料各
期限的定存在年中左右將跌穿4厘水平，有

意敘造定存投資者應把握時機，最好趁農
曆新年前把握時機鎖定定存年息。

今年樓市或續尋底
樓市方面，他認為今年樓市仍續尋底，
上半年樓價或再跌5%，下半年將較平穩，
主要受惠政府年中有機會再「減辣」、中
央將推出更多政策支持實體經濟，以及港
息料將隨美息回落。 股市方面則看好美股
表現，標指今年有望升10%，年中前美股
及環球股市均有望創新高，惟港股今年仍
有機會跑輸環球股市且升勢料將不平均，
上半年料徘徊15,000至 18,000點水平。他
相對為看好AI相關、減息相關、中長線國
策受惠股，
潘國光預期內地經濟今年增長可維持
5%，料內地將於下周下調1年期中期借貸
便 利 （MLF） 及 貸 款 市 場 報 價 利 率
（LPR）分別10點子，並有望於農曆新年
前降準。
由於美國將減息，料美匯將會再次回

調，年中前或跌穿99，其他非美元貨幣有
望走強，人民幣兌美元或彈至7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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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料香港最快8月減P畢馬威料港今年IPO集資逾千億

四大會計師行對2024年香港IPO預測
上市宗數 集資總額 全球排名

畢馬威 90宗 1,000億元 前五
羅兵咸永道 80宗 1,000億元 前三
德勤 80宗 1,000億元 -
安永 - 500億元* -

註：*為2023年11月時預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繼續弱勢，昨
日再跌34點，收報16,190點，是連續6日跌市，共
挫857點或5%。反而比特幣曾升至4.7萬美元，市場
再次高呼「炒幣好過炒股」。本港3隻虛擬幣期貨
ETF逆市上升，FA南方比特幣(3066)、FA三星比特
幣(3135)均升逾 7%，FA 南方以太幣(3068)亦升逾
4%，表現幾乎跑贏所有藍籌股。
大市成交減至819億元。科指跑輸恒指，更連續第
7日「陰燭」收市，全日跌30點，報3,454點，續收
逾1年低位。ATMJ齊低收，美團(3690)挫4.6%，騰
訊(0700)旗下騰訊遊戲公布，寒假未成年人限玩16小
時，騰訊最終挫1.5%，京東(9618)受旗下達達自稱造
假影響，全日反覆挫 3.2%，阿里巴巴(9988)亦挫
0.9%。紅蟻資本投資總監李澤銘表示，大市走勢仍
有挑戰及沽壓，因為市場仍對內地監管方面存憂
慮，當中科技股若沒有回購憧憬支持，股價上仍有
進一步的壓力，短暫來說，恒指或要先下試16,000
點支持。

美審核比特幣現貨ETF惹憧憬
反觀虛擬幣，走勢完全與港股呈反向，日前更升

至4.7萬美元，主要因為市場憧憬比特幣現貨ETF可
獲美國證交會（SEC）批准推出，現時各家大型資產
管理公司都已提交最新文件。Ark Invest 執行長
Cathie Wood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表示，若比特幣
現貨ETF的申請獲批，將等同於為機構投資者大開
「綠燈」。SEC的批准正為機構入場虛擬幣鋪平道
路，讓機構加大投注加密貨幣市場。
當被問及現貨比特幣ETF的提案，可否獲得SEC
批准時，Cathie Wood認為本周獲批的可能性非常
高。她又認為，比特幣現貨ETF將會吸引大量機構
投資者的資金流，藉此又助推比特幣的價格。她又
強調比特幣作為數位黃金的地位，指出如今市值突
破8千億美元的比特幣，確實可與黃金這樣的稀缺資
產相比。

渣打料以太坊現貨ETF將獲批
此外，渣打銀行向外國媒體稱，若比特幣現貨

ETF申請獲批，預計今年可能帶來500億至1,000億
美元的資金流入，使比特幣價格可能在2025年底觸
及20萬美元。渣打還預計，SEC將在第二季批准以
太坊現貨ETF。去年4月，渣打曾稱「加密寒冬」已
逝，比特幣價格在2024年可能會達到10萬美元。
3隻新股昨掛牌，長久(6959)收升16.1%，但美中嘉
和(2453)及中深建業(2503)分別下潛22.4%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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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及大華銀行聯合公布《促進區域連繫：助力大灣
區探索東盟機遇》研究報告。圖為貿發局研究副總監陳永
健（左）及大華銀行大中華區行政總裁葉楊詩明（右）。

◆◆商經局局長商經局局長
丘應樺認為香丘應樺認為香
港和東盟將繼港和東盟將繼
續緊密合作續緊密合作。。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黃艾力黃艾力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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