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樸思昨在個人網站撰文「香港：遠未玩完」，並在文中特別配上他最新在山頂的留影，照片中香港維港景
色仍舊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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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樸思身後的字畫
裏，當中漢字象徵着
商業和生活中「留有
餘地」的智慧。

▲麥樸思來港時
曾乘搭港鐵並雀
躍地留影。

現年87歲的麥樸思，與香港的淵源

要數到 50 多年前，他在 1967 年首次

踏足香港，從此與香港結下不解緣，

並在香港創業開啟其成功之路。與很

多香港人一樣，他曾親眼目睹了1967年「反英抗

暴事件」，並在多年香港生活中深刻感受到香港

的變化，他認為不斷應變是香港的成功關鍵，香

港「唯一不變的是變化」，這情況同樣適用於正

在多方面變化和不斷進步的內地。

不斷應變是香港成功關鍵
麥樸思曾在其撰寫的文章中透露，上世紀六十

年代初到香港時為當時著名農業巨頭孟山都與香

港豆製品公司的合資企業工作，後來他才由打工

仔變成老闆，創辦顧問公司並成為股票分析師，

而這段創業之路，亦令他對香港當時的效率及自

由度感受甚為深刻，「我可以在幾天內開始自己

的生意，沒有任何官僚作風，僱用我想要的任何

人，並建立一家擁有熱情、勤奮和忠誠員工的公

司。香港也體現了英國殖民主義的最佳特徵，高

效的官僚機構和不干涉的態度，使其成為理想的

生活和工作場所。更重要的是，英國的法治和獨

立公正的司法機構對於港人和任何想在香港做生

意的外國人來說都是天賜之物。」

後來麥樸思 1987 年加盟鄧普頓，主力負責中

國、印度、拉丁美洲等新興市場的股票投資業

務，並贏得「新興市場之父」的美譽。期內他

「戰績彪炳」，曾在1998年俄羅斯股票被恐慌拋

售時「入貨」，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掃平

貨」，以及準確預測美股2009年展

開大牛市。2015年他開始退

下火線，2018年從鄧普頓

退休後，創立Mobius

Capital Partners， 繼

續 在 新 興 市 場 的

投資活動。而麥

樸思亦經常著書

立說，講述他的

投 資 心 得 及 對 經

濟情況的見解，他曾在一本 2012 年出版的書中

表示，投資新興市場主因是新興市場正是增長

所在。

鍾情鐵路及中華文化
除了關心經濟動向外，麥樸思亦是狂熱的「鐵路

迷」。他在去年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上世紀六十年

代末來港時，當時仍未有港鐵，而他去

年來港時就曾乘搭港鐵並雀

躍地留影，他指港鐵現

時被公認為「世界上最

好 的 地 鐵 系 統 之

一」，甚至以其個

人名義擔保，港鐵

具有非凡的效率，

能在短短十幾分鐘

的旅程中，由城市

的 一 端 到 達 另 一

端。他在疫情前亦

參觀了毗鄰香港的深

圳，當中特別提到他

所乘搭的高鐵，僅需15

分鐘即可將他由深圳帶到香

港，驚嘆深圳在交通配套上發

展之快。他亦對中華文化饒富

興趣，除了在文章中經常使用

中文諺語外，亦對漢字甚感興

趣，他在最新文章中介紹他在Chartwell Capital香港

辦公室的一幅字畫，當中漢字象徵着商業和生活中

「留有餘地」的智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特稿特稿近年不少西方媒體惡意「唱衰」香港，
密集拋出所謂「取代論」、「遺址

論」、「內地化論」，惡意炒作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衰落」。近日訪港的羅奇不斷
重複他的「香港玩完論」。同樣經常穿梭不
同地方的麥樸思上周訪港出席一系列活動後
撰文，透露其作為過來人的心聲，麥樸思指
在香港期間，會見了香港的家族辦公室、投
資者、商界領袖及傳媒，其間不止一次被問
到是否認同上述「遺址論」，他坦言：「說
實話，我對目前這些圍繞香港的悲觀情緒感
到有點驚訝。」

香港的創業精神仍非常活躍
麥樸思表示，可能他是二戰前夕出生，並在
經濟大蕭條時期長大的人，所以他是一個永遠
的樂觀主義者。他在文中特別配上他最新在山
頂的留影，照片中香港維港景色仍舊璀璨。
「我對香港的看法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第一
次踏上這座城市時基本沒有變化」，他強調，
「即使在今天，我對香港的看法基本沒有改
變。上周，我有幸與幾位商界人士會面，我清
楚地看到，香港商業環境的基本精神仍然非常
鮮活。在香港，我看到了同樣的忙碌、同樣的
雄心和有同樣奔向成功的決心。」
「我仍然清楚地記得，在二十世紀六十年

代，作為一名商業菜鳥，我搬到了香港，創
辦了自己的顧問公司。正是香港及其令人難
以置信的商業社區向我展示了經營企業的秘
訣。創業精神、韌性和對成功的不懈追求是
那裏商業環境的標誌。」

與時俱進更好運用固有優勢
「我確實看到了政治方面和人口流動的變
化。我很清楚，自2019年修例風波以及隨後
的嚴格疫情限制措施以來，有大量人士離開
香港，但也有越來越多的內地人移居香港。
隨着內地與香港加快融合，香港人才儲備正
發生明顯變化。然而，這是否必然意味着香
港的滅亡？誰能說這不是香港以新的方式發

展和繁榮的機會呢？」
麥樸思很早就專注於對新興市場投資，被
譽為「新興市場之父」。他說，從投資的角
度來看，抹殺任何城市或國家的潛力都不是
一個好主意，而對他作為一個不斷尋找被低
估的股票進行投資的基金經理來說，「沒有
一個市場真正被淘汰」。不過他提醒，任何
事都需與時俱進，否則將有被時代淘汰的風
險，而香港自回歸祖國，在丟掉殖民包袱的
過程中，他認為「香港必須重塑自我，更好
地運用多年來培養的優勢」。

受益擔當中國通往世界橋樑
麥樸思認為，香港的前景更在於配合中國
內地近年提出鴻圖大計。他說，中國古代智
慧常強調「生於憂患」，成功常出自於挑
戰。這一想法在中美之間日益激烈的人工智
能和半導體競爭中得到體現。隨着美國對中
國人工智能發展施加越來越多的限制，中國
政府的回應是加速發展自己的半導體產業。
他說，有報道指5月份，中國設立了470億
美元的半導體基金，旨在實現芯片製造的自
給自足，「中國會否在科技競賽中超越美
國，目前仍言之尚早，但我相信，香港將透
過擁抱科技和人工智能來配合中國雄心勃勃
的計劃，並鞏固香港作為中國通往世界的橋
樑作用，從而會獲益匪淺。」
麥樸思多年來關注香港市場，他去年亦曾

訪港後撰文，感嘆香港市場「唯一不變的是
變化」，他提到英文有句諺語「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以不變應萬變）」，表示訪港期間留意
到有不少新建築，在政治方面亦有顯而易
見的變化，不過他觀察到香港唯一不變的
特徵是「港人的韌性」，市場長久以來都
在變化中適應、重塑和發展。他認為在香
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更多
的變化將無可避免地發生，不過他看好無論
發生什麼變化，香港仍能不斷發展、不斷轉
型及變得更好。

◆鼎亞資本已於中環公爵大廈簽署
一份7,000方呎的辦公室租約。

鼎亞擴充港辦公室：基金經理更愛香港

香港遠未玩完香港遠未玩完麥樸思麥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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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港仍是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

不點名反駁羅奇不點名反駁羅奇 對悲觀言論感驚訝對悲觀言論感驚訝
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及亞洲

區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昨日

在香港外國記者會演講時重申「香港

已玩完」（Hong Kong is over）的觀

點，不過，影響力不遜羅奇、有「新

興市場之父」稱譽的知名美國基金經

理麥樸思（Mark Mobius），昨日在

個人網站撰文「香港：遠未玩完」

（Hong Kong : Far from Over），強

調香港這幾年在政治和人口流動方面

確實有變化，但並不會削弱香港的優

勢和功能。他以自己上世紀六十年代

就踏足香港的過來人身份指出，今天

的香港依然生機勃勃；更指古語有

云：「生於憂患」，他看好香港將透

過擁抱技術和人工智能、配合內地的

鴻圖大計，堅信香港在作為連接中外

橋樑之中將獲益匪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 龐 華 毅
指，雖然外
部環境充滿
不確定性，
但香港依舊
是領先的國
際金融中心
和世界級財
富管理中心
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星展銀行昨於深圳舉辦「2024粵
港澳大灣區論壇」，星展銀行北亞區主管、星展銀行（中國）董事長
龐華毅致辭時指，雖然外部環境充滿不確定性，但香港依舊是領先的
國際金融中心和世界級財富管理中心之一，可作為連接內地和世界
的橋樑，亦是海外企業進入內地市場、內地企業走向全球的跳板。
他續指，星展集團高度重視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前景，堅信它
將為中國、亞洲以至全球經濟注入全新的投資動力和發展契機。
面對大灣區市場的機遇和挑戰，星展銀行制定了一系列全面戰略
規劃，並不斷優化和落實其措施。展望未來，星展將持續優化技

術，尤其是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務中的應用，以更全面地捕捉大灣
區蓬勃發展所帶來的各種商機。
談及香港財富管理中心的角色時，龐華毅表示，內地經濟不斷

發展，人均財富和金融敏銳度有所提升，預計到2024年年底，內
地高資產淨值人士的可投資資產總額將達到327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而香港擁有強大的金融基礎設施和國際連通性，一
直是內地客戶尋求財富多元化選項的離岸首選。

看好大灣區AI發展潛力
星展銀行（中國）行長鄭思禎表示，看好大灣區在人工智能驅動

生產力發展方面的巨大潛力，星展中國在總行專門組建了服務新經
濟的團隊，會進一步將新加坡的國際金融中心經驗、資源與中國實
際結合，支持灣區發展，支援本地實體經濟以及新質生產力的發
展。她提到，年初至今新增客戶和資金流入量都相當顯著，雖然內
地整體信貸動力不足，但該行早年已開始拓展新能源車和上下游客
戶，加上集團在東南亞有龐大網絡，有力捕捉中資企業對外投資的
商機，貸款利息收入和費用收入表現都較同業好。
據悉，繼新加坡和印度海德拉巴之後，星展銀行去年在廣州建

立星展全球第三個科技研發中心，星展科技（中國）首筆註冊資
本金為5,000萬元，預計在區內聘請約2,000名專注於人工智能、
區塊鏈和5G等領域的本地專業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新加坡對沖基金鼎亞資本（Dymon
Asia）在港擴大中環的辦公室租賃
空間。據新加坡聯合早報消息，鼎
亞資本副首席執行官簡崇基表示，
現已於中環公爵大廈簽署一份7,000
方呎的辦公室租約，料可容納逾70
名員工，是目前公司在盈置大廈辦
公室可容納人數的兩倍，預計今年
第四季度可遷入新址。
簡崇基表示，香港仍是鼎亞資本
的關鍵市場。公司投資組合經理，

特別是那些專注於北亞股票和宏觀
策略的投資組合經理，更青睞在香
港工作，因為進入香港、中國內
地、韓國和中國台灣等主要市場更
便利。
2023年年初以來，該公司聘用的
近15名投資組合經理中，40%的人
選擇在香港工作，儘管他們可以選
擇在新加坡、東京、孟買和上海等
其他地方工作。
自2016年以來，鼎亞資本的辦公
室一直設立在盈置大廈，有30多名
員工。這家管理25億美元（約34
億新加坡元）的對沖基金公司今年
前五個月的回報率估計為10%。公
司目前在新加坡、香港、日本、印
度、中國內地、馬來西亞和泰國七
個國家和地區設有辦公室。
對於公司接下來的發展，簡崇基
表示，鼎亞資本致力於擴大亞洲和
中東地區的業務，計劃今年晚些時
候在迪拜開設新辦公室。

麥樸思近日言論撮要
◆ 創業精神、韌性和對成功的不懈追求是香港營商環

境的標誌。

◆ 香港營商環境仍然十分活躍，我看到了同樣的忙
碌、同樣的野心和同樣的成功決心。

◆ 在丟掉殖民包袱的過程中，香港必須重塑自我，更
好地運用多年來培養的優勢。

◆ 從投資的角度來看，抹殺任何城市或國家的潛力都
不是一個好主意。

◆ 相信香港將透過擁抱科技和人工智慧來配合內地
鴻圖大計，而香港作為連接中外橋樑的角色將獲
益匪淺。

◆ 港股屬其「true love」，香港優勢在於地理位置上
具備聯通功效，兼具全球化的特點，且在港股可以
接觸許多內地上市公司。

◆ 香港是粵港澳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之一，隨着大灣區
進一步融合發展，只要香港發揮自身獨特優勢，必然
吸引更多資金，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會更穩固。

◆ 香港是一個開展業務、進行交易非常好的地方，
同時是世界進入中國的門戶，也是中國通向世界的
橋樑。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