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近年深受地緣政治及全球供應鏈重構影響，市場關注香港特區如何保持及提

升國際金融中心及貿易中心地位。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立法會議員黃英

豪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現在仍是集外貿、金融、運輸等多功能一體的

「自由港」，相信內地作為香港貿易行業的最主要服務對象，本港正受惠「一帶一

路」倡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及「國內和國際

雙循環」發展格局帶來的新機遇。他認為香港若能配合國家所需，以

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作為發展經濟的兩大推手，未來國際金融中心及

貿易中心仍大有可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黃英豪：

配合國家所需 推動貿易電子化

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近年面
臨多重挑戰，包括地緣政治局勢的
變化等，為此特區政府正在制定並
實施一系列政策舉措，並推動經濟
結構的轉型升級。黃英豪認同特區
政府大力發展創新科技的方向，認
為本港有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條
件，創科同時也是未來香港工業的
發展方向。
他提到，近年政府大幅增加對科
研與創新的投入，並提供各種支持
措施，如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推動
科技園區建設等，以吸引海內外科
技企業落戶香港，目標是將香港朝
國際創科中心定位邁進。業界也為
此出一分力，近日由香港中華出入
口商會牽頭發起、聯合本港相關業
界近20個團體，在6月 25日成立
「香港電商發展聯盟」，全力推動
電商行業發展。

加強與內地電商合作交流
香港電商發展聯盟由香港中華出
入口商會牽頭發起、聯合本港相關
業界近20個團體成立，黃英豪指，
聯盟成立是旨在凝聚業界力量，發
揮香港優勢，搭建香港電商及其他
電商關聯行業的交流合作及拓展互
聯互通的平台，加強與內地和港澳
台以及海外各地電商的聯繁合作，
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經貿中心
的地位。
他表示，聯盟未來將就如何推動
香港電商業的發展，約見政府有關
官員及相關法定機構，爭取政府資
源支持跨境電商業務。聯盟亦會爭

取內地政府支持，打通本港業界拓
展內地業務的堵點及關卡；同時促
成香港與內地電商加強合作，發揮
各自優勢共同開拓海外市場，特別
是開拓東盟、中東及「一帶一路」
沿線市場。
「因為香港土地有限，各方面的
成本也較高，不利進行大規模生
產，建議由政府在全面研究的基礎
上，制定產業發展政策，重點發展
能夠與大灣區對接，在香港又具有
競爭力的高增值製造業，包括先進
電子業、食品科技及食品加工業、
生物科技工業、新能源產業等，以
優惠土地投入、資金支持、稅收減
免等全面的政策支持，鼓勵其在香
港投產，集中投人資源發展核心技
術及培育工業人才，為香港營造核
心優勢及產業化能力，成為香港經
濟新支柱。」黃英豪說。

打造製造業產業鏈核心
香港如何融入大灣區城市群，黃
英豪認為香港可以借鑑毗鄰的深圳
經驗，並加強與深圳的合作，共同
發展創新科技支持下的高增值工業
發展。他提醒，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應結合本身的優勢，運用好
成熟的國際營商網絡，爭取成為亞
洲地區製造業產業鏈的核心，並以
大灣區作為量產基地，發展區域化
產業鏈，充分利用香港知識型經濟
優勢和深厚的製造業根基，進行產
業鏈中最高增值的經濟活動，積極
開拓內地及東盟、中東等富有潛力
的市場。

黃英豪指出，當前香港貿易行業面臨四面八方的挑戰，
如海外市場經濟放緩衰退、內地經濟復甦的正面影響

小於預期，短期內對港構成直接和突出的影響，以至地緣
政治帶來的衝擊等。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香港在
傳統貿易領域的優勢正在萎縮，而且造成該不利局面的部
分因素並非香港可以左右，因此為了鞏固和提升貿易中心
地位，有必要在一些新的、可以作為的領域，如貿易數字
化、跨境電商、離岸貿易，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調整，並
鼓勵相行業發展，以尋求突破。

東南亞電子商貿極速攀升
雖然面對不同內外挑戰，可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城
市，在東南亞各國和中東地區仍能發掘很多潛在商機。黃
英豪以跨境電商為例，東南亞各國電商發展迅速，參考谷
歌、淡馬錫等發表的 《e-Conomy SEA 2022》報告，6個東
盟國家的電子商貿總值，從2019年的430億美元（折合約
3,354億港元）增至2022年的1,310億美元（折合約1萬億
港元），增幅超逾兩倍，報告預計到2025年電子商貿總值
會進一步攀升至2,110億美元（折合約1.65萬億港元），故
他相當看好東南亞國家在發展跨境電商的巨大市場潛力。

倡建立粵港澳互通互認標準
與此同時，他認為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融合發展已
是不可逆轉趨勢，發展跨境電商事業可考慮建立粵港澳三
地互通互認的產品標準。當前產品標準及認證是港商進入
內地市場時面對的關鍵問題，他解釋「香港中小企加入跨
境電商從而進人內地市場需要接受國家的安全認證和產品
檢驗，但兩地產品認證、檢驗的法規與制度不同，不同產
品類別的產品安全標準和品質要求在技術規格、認證測試
等領域亦不盡相同，故造成了部分商品會面臨長時間的海
關檢疫甚至被海關扣留、退還的風險」。
為此，黃英豪建議特區政府向中央爭取建立粵港澳三地
互通互認的產品標準，「以大灣區為試點，合作發展大灣
區統一的產品認證和品質檢測標準，並且推廣此標準成為

內地與國際認可的優質標準，滿足香港產品在大灣區內流
通的需要，部分相關產品可以開通綠色通道進行先試，方
便其首先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流通。長遠而言，可促進內
地與香港產品雙向流動的需求，並建立大灣區優質產品的
推廣效應，為走出去擴展國際市場做準備。」
他進一步提到，香港特區可以電子數碼產品為先行試驗

產品，與內地政府達成協議，爭取批准香港認可機構可直
接為產品進行3C認證，免卻在檢測後再要通過內地認證機
構認證的額外時間和成本。以此為例再逐步擴大至食品飲
料、個人護理化妝品等不同產品類別。而特區政府實驗室
可根據目前兩地在檢測認證上所面臨的問題，專注於更
新、完善現有標準和制定新標準。

冀大灣區內地城市設「香港倉」
黃英豪還希望，香港特區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保稅倉合

作，開闢「香港倉」。他解釋，由於「倉庫」是發展跨境
電商不可缺少的一環，商品需要儲藏於離客戶最近的地
方，以縮減運輸時間及成本，同時商品的儲存、運輸都離
不開倉庫的建設和運營，故他建議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協
商合作，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現有的保稅倉庫開闢相應的
「香港倉」存儲一般的香港貨品，從而降低中小企業進人
內銷市場的成本。

「我在1960年代出世，那時香港200萬人
口，現時750萬，中間我點會驚有咩人才流
失出？我幾多親戚移民去了美國、歐洲，有
些又回來」，「人才外流怕乜嘢啫，你中意
走咪走咯，老實講，你中意走即是對香港缺
乏承擔」。在訪問中，不難看出黃英豪對香
港的感情。

大家長有信心 仔女也有信心
本身是律師的黃英豪，可謂出身律師世
家，父親黃乾亨和姐姐黃英琦都是律師，祖
父黃笏南則是商人。問到他為何如此熱愛香
港，他坦言家中的兄弟姊妹及後人，暫時每
一個都在香港，「呢個是我哋屋企傳統，這
些一定由大家長做起，咁大家長有信心，自
然我哋更有信心，我有信心，我啲仔女咪有
信心囉。」
2022年，黃英豪更循進出口界走入立法

會，成為立法會議員。但其實這並非他首次
擔任公職進行公共及社會服務。今年是香港
回歸祖國27周年，其實在香港回歸祖國前
後的一段日子，曾成立「臨時立法會」，當
時黃英豪是其中一員，亦可算是見證了立法
會的變遷。
談及他的議員工作，黃英豪坦言其祖輩移

居香港落地生根，至今扎根超過一個世紀，
世世代代對香港和國家有着深厚感情，因此
他很希望盡力服務社會，又強調公共及社會
服務不僅是一份工作，更多的是不求回報的
奉獻精神和情懷。而他亦特別關注近年科技
發展，相信擁抱數字經濟以提升運營效率是
世界趨勢，因此最近亦全力推動由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牽頭發起、聯合本港相關業界近
20個團體成立「香港電商發展聯盟」，展
望未來他期待在各持份者共同努力下，香港
電商產業的路將會越走越寬。

對於市場關注香港特區近年面對人才流失
問題，特區政府近年有頻頻出招，包括推出
不同的人才計劃搶各類專才，而參考最新統
計，有關政策效果正陸續顯現，政府統計處
早前公布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總就業人
數由今年2月至4月的逾369.4萬人，增至今
年 3月至 5月的約 369.6 萬人，增加約 2,800
人，同期的總勞動人口亦由380.7萬人上升至
381.3萬人，增加約5,300人。

多項措施累吸13萬人來港
經歷過移民潮的黃英豪坦言，對人才流失
絲毫沒半點擔心，「內地無上限輸出人才予
香港，現時內地人才多的是，內地今年有
1,170萬大學生畢業，香港可以幫內地吸納名
校畢業的大學生，內地政府都歡迎！內地是
全世界最大人口的國家，每年大學的畢業生
全世界最多，畀你吸到夠為止。」

特區政府日前公布，政府在2022年底起推
出多項人才入境措施，截至今年5月底，各項
輸入人才計劃共收到逾30萬宗申請，其中近
19萬宗獲批，抵港的人才接近13萬人，超越
人才工作3年合共引入10.5萬名人才的目標。
他認為，年輕人可以外闖，感受世界不同
國家的不同，當發現外國可能會充滿歧視
時，就會覺得最好是香港，「最好是香港，
即是素來都會有信心，這個世界無任何事情
會一帆風順，一定有上有落。」
問及近年外界經常將香港與新加坡作比
較，黃英豪則認為香港與新加坡最大分別就
是政府，「新加坡政府實際上與內地好相
似，有一個好強大的中央及智庫，對新加坡
長遠發展、中期發展、短期發展都有清晰發
展方向，以及新加坡政府有很強執行力。」
不過新加坡是相當羨慕香港，「旁邊市場又
大，中央又全力支持香港」。

人才政策顯成效 不擔心人才流失祖輩在港落地生根 希望盡力服務社會

港金融貿易仍大有可為

「本港應積極配合國家需要，以國
際金融和國際貿易為兩大推手，
將東南亞各國和中東地區的城市
作為推動上述業務的優先站點，
進而加快『一帶一路』沿線布
局，既服務於國家經濟戰略的需
要，又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奠
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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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
長、立法會議員黃英豪指出，香
港現在仍是集外貿、金融、運輸
等多功能一體的「自由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近年政府大幅增加對科研與創新的投入，提供各種支持措施。

本港近年零售業網上銷售價值趨升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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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港元

34,561

3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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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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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零售業總銷貨
價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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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6.3

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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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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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睇片

之香港香港機機遇遇 大 有 可 為A11 ◆責任編輯：卓賢

20242024年年88月月77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4年8月7日（星期三）

2024年8月7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