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得獎者感言撮要
領航「9+2」粵港澳大灣區傑
出貢獻領袖獎

Alpha Technology Group Limit-
ed執董及總裁子辰
●隨着大灣區融合度不斷提升，
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將進一
步增強，為投資者及企業帶來巨
大的成長潛力及回報機會。

領航「9+2」粵港澳大灣區傑
出貢獻機構

李錦記
●李錦記將繼續以消費者為重
心，提供優質的產品，為大灣區
及全球可持續發展出力。

領航「9+2」粵港澳大灣區傑
出貢獻社團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
●將致力促進粵港交流合作，推
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講好中國
故事、大灣區故事、香港故事、
廣東故事，發出更多好聲音。

粵港澳大灣區最佳地產發展
獎

嘉里建設
●看好大灣區發展優勢，在
2015至2018年間在前海深港現
代服務業合作區購入三幅綜合用
途地塊，建設「前海嘉里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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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通3.0」投資者額度
倡大增至800萬

互聯互通成果豐碩 業界探討優化機制
「 領航『9+2』第五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頒獎典

禮」昨日在港舉行，當中主題論壇邀請粵港澳政商界領袖、

企業家、權威專家等共同參與，圍繞「互聯互通促融合，深

化改革新突破」與「提升創科驅動力，發展新質生產力」兩

大主題展開深入交流。在互聯互通主題論壇，與會嘉賓指

出，互聯互通機制十年來成果豐碩，未來可繼續優化機制，

包括適當擴大投資額度及適用投資產品範圍等，進一步鞏固

及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馬翠媚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興偉

●粵港澳政商界
領袖、企業家、
權威專家昨日就
「互聯互通促融
合，深化改革新
突破」與「提升
創科驅動力，發
展新質生產力」
兩大主題展開深
入交流。左起為
金杜律師事務所
鍾鑫，華夏銀行
香港分行陳皓，
財庫局陳浩濂，
華泰金融控股
（香港）王磊及
圓桌論壇主持人
曾瀞漪。

第五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頒獎典禮第五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頒獎典禮

今年11月17日是互聯互通開通十周年的日子，十年來成果豐碩。華
夏銀行香港分行行政總裁兼行長陳皓昨在互聯互通主題論壇上指

出，相信未來互聯互通機制會繼續優化，建議日後「跨境理財通3.0」
推出時，可考慮進一步提升個人投資者額度，如參考銀行業界普遍對私
人銀行客戶定下的資金門檻（大多為100萬美元或800萬港元），從而
令銀行可以為相關客戶提供更優質的理財服務。
現時「跨境理財通2.0」安排下，個人投資者額度上限由2021年「跨
境理財通1.0」推出時的100萬元人民幣，提升至300萬元人民幣。

納入高風險產品 多元化選擇
陳皓續表示，其次是現時獲納入跨境理財通的投資產品中，不少屬低

風險產品，但事實上現時銀行客戶的理財需求相當多元化，例如部分投
資者的風險胃納比較高，建議監管機構日後在優化跨境理財通時，可以
逐步適當放寬限制，讓較高風險的投資產品都能夠納入跨境理財通的適
用範圍。
華泰金融控股（香港）首席執行官王磊在論壇上表示，互聯互通踏入

十周年，公司作為中資最大證券公司之一，在跨境互聯互通發展過程中
可謂受益匪淺。隨着各項措施成交量與日俱增，公司收入亦迎來巨大增
長，預期隨着互聯互通機制不斷深化，日後有望推出更多新產品、及更
多利好政策不斷落地，對於專業機構而言亦意味着將有更多挑戰。因此
在迎合市場需求及監管機構要求下，亦需不斷提高專業服務能力來應對
不同挑戰並把握機會。

做好高淨值客戶個性化服務
王磊提到，香港正進一步強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地位，對於專業機構

而言是一個巨大挑戰，因為高淨值客戶相對需要個性化服務，他認為
「金融機構還需要在自己的國際化能力上往前再走，因為香港要建立的
是國際財富管理中心，不是大中華財富管理中心，這就意味着我們在產
品開發選擇和專業人員的專業對接能力都要邁向一個更高的國際化層
次」。
金杜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鍾鑫在同一論壇上則表示，香港在國家金融改
革開放中扮演「試驗田」角色，未來可以在不同層面上考慮如何善用這
個角色，如放寬跨境金融科技合作。他提到目前虛擬貨幣或通證化資
產，在內地某種程度上受到一定限制，但內地之前已累積了很多技術方
面的資源，香港在擁有「一國兩制」優勢下，可以考慮用好互聯互通機
制，如可否考慮開放一些在香港或海外設立的企業，享受內地工程師和
技術團隊的服務和支援等。
鍾鑫提到，香港金融產品與國際市場是同步的，如果開放讓內地所有

投資者都可以選擇香港金融產品的話，肯定可以為內地投資者帶來更多
選擇，只是當中可能牽涉人民幣需循序漸進的開放過程，但他相信「國
家會在通道方面可能會給出一些更寬敞的條件，使大家會有一個有序的
方式來進入另外一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特區政府財庫
局副局長陳浩濂昨在互聯互通主題論壇上表示，
憑藉「滬深港通」的成功基礎，兩地金融市場互
聯互通近年不斷增量擴容，多個項目相繼落實，
包括「債券通」、「跨境理財通」、交易所買賣
基金（ETF）納入互聯互通標的及「互換通」
等，鞏固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
人」的重要角色。各個項目不但豐富境內外投資
者的產品選擇，更有利吸引更多資金流入兩地的
資本市場，推進市場的長遠發展。
陳浩濂列舉多項數據，印證在過去十年間，互

聯互通機制帶來豐碩成果。其中北向股票通每日
平均交易額由2014年的60億元人民幣，增加至
2024年1至10月的1,360億元人民幣，十年間大增
約23倍，佔滬深兩地股市成交額約8%；至於南向
股票通每日平均交易額由2014年的9億港元，增
加至2024年1至10月的440億港元，十年間大增
約46倍，佔香港股市成交額約17%。

北向債券通每日平均交易額由2017年的22億元
人民幣，增加至2024年1至10月的430億元人民
幣，十年間大增約18倍。此外，他表示粵港澳大
灣區跨境理財通於2021年9月推出後發展良好，
今年2月跨境理財通「升級」至2.0後，相關交易
見到顯著提升。截至今年9月，跨境資金流入增長
六倍，達到逾910億元人民幣；至於參與跨境理財
通的個人投資者數目則高達124,000人。

發揮引領作用 加強與各城市互補互利
他認為，透過充分把握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金融體系的獨特優勢和國家對大灣區金融開放創
新的支持，香港可發揮引領帶動作用，加強與大
灣區內其他城市的互補互利，以期提升大灣區內
資金融通效率和便利度，促進國家在加大金融服
務實體經濟、人民幣國際化和深化金融市場改革
開放等方面的工作，提升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
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持引領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在新
質生產力主題論壇上，昨日多位講者
均強調數據互聯互通在發展新質生產
力方面的重要性。澳門通集團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兼總經理孫豪認
為，打通數據是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所
在，「只有數據的打通，才可以讓遊客、投
資者能更加便利地生活在『9+2』大灣區之中。」
要讓粵港澳大灣區真正成為世界級的灣區，孫

豪強調必須要做好頂層設計，把大灣區內所有的
數據打通，「我們自己必須要建立一個世界級的
數據庫中心，建立一個世界級的遊戲規則中心，
如此大灣區才能立足於不敗之地。」「站在世界
的角度來說，作為一個所謂的rule maker（規則制
定者），這很重要。」

香港高度關注數據安全
孫豪坦言，香港的創新發展相對謹慎、有包
袱，其中包括市民大眾對於個人數據安全的關
注。他說，澳門在數據流通方面是一個案例，已
為澳門市民帶來巨大的便利，「就是市民不需要親
自到政府機構辦理任何事務，而是可
以在家或任何地方通過
手機辦理，他們可以把
時間和精力花到工作
中，而不是跑政府各個

部門，這也是新質生產力所能帶來的福利。」
香港Web3.0協會秘書長雷志斌表示，數據
生產力的要素，始於應用場景，終於價值的
實現，如果數據不能「確權」（Authentic
Right，即機構或行政機關對相應權利的確
認）這個價值，就不能真正地流轉，不能交

易，不能真正地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香港正是一
個非常好的、公平交易、公正高效透明的數字化
社會，香港定位成為全球數字金融中心，有助確
保中國製造走向全球，「因此在這裏，我覺得香
港也好，大灣區也好，應該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
作用。」
雷志斌表示，過去包括一些非牟利或慈善活
動，或缺少有效的監督方法，沒有辦法透明，也
缺少相關的數據追蹤，「而像區塊鏈、Web3.0等
技術可以把多方的關係，建構在一個通過智能合
約、信任代碼，一個數學邏輯，能最有效地結合
在一起」，這將
帶來更多發展的
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
員、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陳祖

恒，中國萬天控股董事局副主席兼行政總
裁鍾學勇昨在新質生產力主題論壇上，探討加速
科技成果轉化、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策略、數
字化轉型影響、創科技術應用及Web3.0技術推動
作用等核心議題，藉此促進各界尋覓商機、開放
合作、集思廣益，為大灣區發展開拓新思路。
談到香港在推動創新科技的角色和定位，陳祖

恒舉例指，北京有一所人工智能公司，為北京首

都國際機場做自動化無人汽車，做得非常成功，
而當公司希望「出海」，卻發現一些潛在客戶對
公司產品抱有懷疑，「覺得這是在內地才能夠做
得出來，不相信出國都搞得掂。」

「香港製造」優勢吸引企業來港
生產力局遂與該公司合作，把整套系統放到香

港國際機場，證明同樣成功，「這正是一個例
子，香港不但有着非常國際化的場景，還有國際
化的標準、國際化的合作和文化交流。」陳祖恒
認為，香港具備頂尖的基礎和應用研究，可以配

合內地不同工廠或業務，讓整個產業得到提升。
「生產力局也很努力在協助很多內地和香港企

業，為其整個供應鏈進行提升，亦致力帶動一些
企業來香港生產，例如食品製造或一些新興產
業，『香港製造』會有一定優勢；與此同時，香
港亦有本錢推動『香港設計』或『香港品牌』，
不一定都要在香港生產，但我們有這個品牌，以
及產品開發的能力。」
鍾學勇表示，新質生產力包括綠色科技，而綠

色的新質生產力應該是高質量、可持續，新能源
新技術正是其中一例，會是未來的大勢所趨。他

分享公司亦有作出相關布局，例如在藥食同源當
中引入產學研的結合，讓國家的農產品通過新質
生產力的創新與改造，進一步提高其價值，並借
助香港這個國際化都市「出海」，把產品推廣到
東南亞、中東、歐美等地，開拓海外市場。
他表示，在深耕綠色產業的過程中，發現在新

質生產力的引領下，整個行業可以重新做一遍，
例如中國茶葉，通過新質生產力的邏輯，將其研
發、品牌、故事、產源地、溯源、安全性都一一
講好，提出完整的中國故事、中國方案，再用香
港的國際品牌、出海港口往海外發展，「這就不
僅僅是按（茶葉）重量去賣了，所以新質生產力
在我們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有很多啟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領航『9+2』第五屆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論壇暨頒獎典禮」，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香港中國企業協
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
會共同舉辦。活動旨在分享灣區建設新成就，並表彰粵港澳三地優秀企
業、團體、機構及個人為大灣區建設作出的努力和貢獻。昨日逾200位
社會各界翹楚共同見證了這一盛事。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鄭勇

男，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會長孫煜及全國政協委員、大
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會長莊紫祥分別致辭。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方建
明，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李曙光，特區政府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特區政
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會長兼總裁于曉等嘉賓出席了論壇及頒獎典禮。

創新是企業實現目標根本路徑
鄭勇男致辭表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

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企業實現終極價值目標的根本路徑。他呼籲廣大
企業家和工商界人士胸懷「國之大者」，做行動派，當實幹家，乘改革
創新東風，抓由治及興機遇，將個人價值、企業發展同國家繁榮、香港
興盛緊密結合在一起，促進企業發展方向與國家發展大局同向、同頻、
共振，在推動新時代「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投身強國建設、民族
復興偉業中挺膺擔當、再創輝煌。

港國際化場景 為內地創科成果護航「出海」

陳浩濂：多個項目落地 促進資金流入

●特區政府財庫局副局長陳浩濂
指，「滬深港通」的成功基礎有
助推進市場長遠發展。

逾200各界翹楚共同見證盛事

數據互聯互通 便利「9+2」大灣區生活圈

●●孫豪孫豪

●●陳祖恒陳祖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