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經濟及金融業持續發展
◆ 港股市值超過 33 萬億港元，是 1997 年回歸時的

10倍。

◆ 滬深港通累計帶來超過1.8萬億元人民幣及3.1萬億港
元北向及南向資金流。

◆ 今年首季，港股ETF的日均成交超過130億港元，比
2021年增長超過70%。

◆ 期貨交易去年總合約數字達1.49億張，比2021年增長
40%。

◆ 中證監近期公布五項惠港新措施，當中包括將REITs
納入互聯互通項目，進一步豐富產品選擇。

◆ 香港管理的資產規模逾30.5萬億港元，有市場報告推
算香港有超過2,700個單一家族辦公室，是高資產值
擁有人落戶及發展的理想地。

◆ 香港資產管理的規模和港股市值，分別相等於本地生
產總值的10倍至11倍，反映大量資金和投資者，對
香港市場的穩定發展和亮麗前景具信心。

◆ 今年2月底推出的「跨境理財通2.0」，市場反應良
好。3月份，跨境匯款金額較2月增加近8倍，超過
131億元人民幣。

◆ 香港龐大的機遇，吸引人才和企業來港發展。截至今
年5月底，各項人才入境計劃收到超過30萬宗申請，
批出逾18萬宗，當中逾12萬名人才已到港。

◆ 香港4月成為亞洲首個批准比特幣、以太坊現貨ETF
上市的地區。

◆ 香港吸引大批優質企業來港設點或擴展業務。2023年
以內地或海外為總部的駐港公司逾9,000家，包括來
自內地、日本、美國、英國及新加坡等地，來自美國
的公司數量亦持續增加。

◆ 在吸引重點策略企業方面，近50家已表明會在港落戶
或拓展的企業，預計在未來幾年投入超過400億港元
投資及創造超過1.3萬個職位。

孫東：港研發開支將穩步增加

◆孫東在訪問
活動中指，河
套港深創科園
的發展方向比
速度更重要。

中新社

A4 ◆責任編輯：荊才

20242024年年66月月151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4年6月15日（星期六）

2024年6月15日（星期六）

之 應 對 挑 戰香港香港機機遇遇

◆周健男表示，自互聯互通誕生以來，香港
累計集資額達到3,000億美元，全球排名第
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港交所：ETF新納入門檻快將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港交所董
事總經理兼內地業務主管周健男昨在「機遇
香港」採訪活動中表示，中證監早前發布5

項惠港措施，支持香港市場的發展，港交所
現正推動ETF新的納入門檻，現正加緊準備
工作，可能很快就會看到結果；REITs與人
民幣雙櫃台的部分技術工作方面，更是每天
都在加緊籌備，港交所希望盡快把這些措施
落地，而未來還將有國債期貨等產品會投入
市場。

正審核逾百家企業上市
周健男表示，自互聯互通誕生以來，十年

間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融資中心之一，累
計集資額達到 3,000 億美元，全球排名第
一。港交所借着今年為互聯互通十周年這
「東風」，令互聯互通機制能作進一步推
展，期望香港市場可以進一步鞏固提升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強化人民幣離岸中

心這個功能。
不過，去年受宏觀經濟、高利率環境等各

種因素影響，香港的融資規模有所下降。然
而，現時港股氣氛已見回暖，企業有了更好
的流動性與估值，也能為吸引更多企業來港
上市創造更好條件。他相信，未來半年時間
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港成功上市。
他說，今年至今，已有21家企業完成上
市，而港交所正審核上市的企業還有100多
家，上市資源非常豐富，還有很多企業正在
中證監備案階段。同時，港交所也鼓勵和吸
引國際公司來港上市，在東南亞和中東等
地，不斷尋找潛在的上市發行人，希望吸引
其選擇香港。他預期，今年港交所的投資規
模、上市公司數字的增長、IPO數量等，都
會超過去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及亞洲區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日前訪港時堅

持其「香港玩完論」，已引來包括有「新興市場之父」稱譽的知名美國基金經理麥

樸思（Mark Mobius）反駁，港交所前主席史美倫昨日在「機遇香港」採訪活動

中，亦再次駁斥羅奇的言論。史美倫指出，香港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下享有高

度自治，完全不同意他所言的「香港失去政治自治」這一觀點。她直言，「市場總

會有負面輿論，不能給予它們太多關注，挑戰經常會有，香港更應該自立自強，提

升自我價值。」

港今年經濟增長預料約2.5%

史美倫寄語自立自強自我提升
反駁羅奇「玩完論」籲不必過多關注負面輿論

◆陳茂波表示，特區政府正積極舉辦盛事活動，全年合計超過
210項，有望帶來逾100億元的經濟貢獻。 資料圖片

◆◆史美倫指史美倫指，，完完
全不同意羅奇所言全不同意羅奇所言
「「香港失去政治自香港失去政治自
治治」」的觀點的觀點。。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艾力記者黃艾力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東在「機遇香港」訪問活動中
稱，去年香港研發開支佔本地生
產總值比率首次超過1%，未來將
穩步增加。香港的創科政策未來
將圍繞鞏固香港作為國家「引進
來，走出去」的支點角色，更好
對接國家整體發展策略。不過，
投資創科要靠政府，亦要靠企
業，配合中游的成果轉化及下游
的產業發展，上中下游協調發
展，建立一個完整的生態圈，以
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
孫東指出，位於落馬洲河套區
的港深創科園首3座大樓可於今年

年底起陸續落成，會與深圳及中
央的部門保持緊密聯繫，商討河
套的發展方向。他強調，發展方
向比速度更重要，因此要仔細商
討規劃及發展形式，而人流、物
流、資金流、訊息流等這些創新
要素的跨境流動，都需要國家全
面配合支持，相信今年內可推出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
區的整體規劃綱要。
對於有香港的載荷專家入選國
家預備航天員，孫東表示，將緊
密配合國家的各項工作，載荷專
家很快會到內地培訓，當局會盡
量解決相關人士的一切生活、工
作上的難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
「機遇香港」採訪活動中表示，政府正多頭並舉提振經濟，加上
有中央的支持，目前香港財政穩健，整體經濟穩中向好，展望下
半年經濟將持續增長，全年經濟增長介乎約2.5%到3.5%。
陳茂波表示，受惠內地開放更多個人遊城市，今年頭幾個月的

訪港旅客大增，消費有溫和增長，加上利率有望下降及香港陸續
恢復更多國際航班，對經濟展望有信心。他說，特區政府正積極
舉辦很多盛事活動，全年合計增至超過210項，增幅超過四成，可
帶來更多旅客和消費，有望帶來最多逾100億元的經濟貢獻。

特區財政狀況非常穩健
他強調，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非常穩健，雖然過去兩三年出現

赤字，但全球普遍在疫情後都通過赤字預算推動經濟增長，香港
目前仍有7,000多億元財政儲備，相當約一年政府開支，形容情況
穩定。此外，目前政府借貸比率很低，只有約5%，未來幾年計劃
透過發債推動「北部都會區」等發展計劃，預計5年後的借貸佔生
產總值約13%左右，仍屬健康水平。
陳茂波坦言，中美關係緊張對部分資金進出流向帶來一定影
響，但香港股市在內地支持下，特別是中證監提出多項支持香港
資本市場措施後，港股已較去年年底反彈6%至7%，日均交投回
升至1,000億元以上，資產市場總體正穩中向好。樓市方面，自2
月為樓市全面「撤辣」後，香港樓價在3月及4月上升2%至3%左
右，成交量亦有提升，住宅市場已經穩住。

續推盛事經濟吸引旅客
他提到，正透過不同計劃吸引人才來港，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在

過去大約一年半，合共收到超過30萬宗申請，當中逾18萬宗獲
批，逾12萬人已到港，認為對支援創科發展十分重要。透過高才
通來港的申請人一般比較年輕，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不少
內地企業，尤其是中型企業，都需要將自己的生產分布放在境
外，但未必熟悉該地的規矩及習慣監管環境，香港在這方面可以
協助，提供諮詢服務，利用香港這個平台籌集資金，支持其境外
業務發展。
陳茂波強調，香港會繼續發展盛事經濟，宣傳香港品牌，吸引更
多旅客到港體驗。同時，亦會發揮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的作
用，結合國家「互聯互通」措施等，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羅奇認為「香港玩完」的其中一項理由是
香港受到「中國經濟放緩」影響，史美

倫昨日表示，她不反對羅奇所謂「中國未來
發展取決於很多因素」的言論，中國的確正
在經歷一些經濟結構的調整，例如房地產、
新質生產力，以及新經濟產品的開發，例如
綠色經濟等。然而她指出，回看兩年前，中
國仍非常依賴製造業，但現在已越來越着重
科技創新，「今天的中國，無論在車用電
池、太陽能板的角度來看，還是在綠色經濟
的發展上，都已處於領先地位。未來還會加
速發展醫療和生物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等，
這些都是新的發展方向。」

港定可受惠中國經濟轉型
史美倫說，由於未來有許多新興產業都會
發展起來，作為相關企業的發展夥伴，隨着
中國經濟逐漸復甦及轉型成功，香港肯定能
從中受惠，並有着龐大的商機。為此，香港
需要更多相關人才。
此外，羅奇還聲稱香港正「失去政治自
治」、「『一國兩制』更具中國特色」云
云。史美倫指出，香港在「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下享有高度自治，所以她完全不同意羅
奇所言的「香港失去政治自治」這一觀點。

她還直言，「市場總會有負面輿論，不能給
予它們太多關注，挑戰經常會有，香港更應
該自立自強，提升自我價值。」

港交所將力爭全球IPO第一
談及香港何時能重返IPO第一，她笑言，過
去12年內香港有7年拿到全球IPO集資額第
一。過去多年內地有很多大型優質企業來港上
市，擴大了港股規模，近年因為疫情阻礙，以
及中國疫後經濟緩慢復甦等原因，IPO步伐有
所放慢，何時能拿回全球第一，暫時沒有辦法
估計，但她相信港交所會繼續努力。

麥樸思強調香港遠未玩完
事實上，不少市場人士近日也對羅奇的言

論表示不認同。如「新興市場之父」麥樸思
日前便在其個人網站撰文「香港：遠未玩
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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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常出自於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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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及世界的橋樑之中

將獲益匪淺。
近年不少外國媒體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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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樸思直言，他對目前這些圍繞
香港的悲觀情緒感到有點驚訝。他透露，近
日與幾位商界人士會面，他清楚地看到，香
港營商環境仍然非常理想，人們依舊地忙
碌，並具有雄心及奔向成功的決心。故此，
他對香港的看法基本沒有改變，他強調：
「My views on Hong Kong have remained
largely unchanged from when I first set foot in
the city in the 1960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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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