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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環球經濟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發起關稅戰，正
在重塑全球貿易格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將2025年全球經濟增
長預測調低至2.8%，為疫情以來新低。作為高度開放、外向型的
經濟體，香港自然受到波及。然而，香港一向善於在變局中尋機
遇，化危為機。當美國濫施關稅，全球資金與企業正在尋找更開
放、多元且具連接力的營商平台。

劉凱旋 投資推廣署署長

在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裏，香港憑藉「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展現出無可取代的戰略價
值。香港必須主動出擊，把握機遇，從兩方面展開新
局：第一是因應國際大型機構及資本為避開美國風險
而更重視香港，通過香港開拓內地市場；第二是部署
為內地企業開拓新市場，突破美國封鎖，提供新供應
鏈服務，帶領企業加快出海的步伐。

深耕傳統市場 打造多向合作
投資推廣署一向致力於推廣香港的營商優勢，吸引外

來直接投資，協助海外企業以香港作為平台，拓展內地、
亞洲，以至全球業務。在全球經濟動盪和地緣政治惡化
下，海外企業繼續在香港部署，是危機中尋找機遇的最
佳表示。貿易戰沒有贏家，而美國近期的動作更引起全
世界反感，讓海外企業分散風險，加快美國以外的投資。
中國為世界注入了穩定性、確定性，而香港作為海外踏
入中國內地的橋樑，更是海外企業的定心丸。最近港元
對美元持續強勢，代表外地資金持續流入，見證了香港
一直以來作為「避風港」的地位。

今年，投資推廣署繼續深耕傳統市場，從金融、貿
易、消費者品牌等傳統領域，擴展到科技、醫藥、文
創等多維度發展。同時，我們亦加強對新興市場的外
訪力度，展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及「超級聯繫人」的多元角色。透過出訪潛力巨
大的新興市場，投資推廣署與當地企業領袖、家族辦
公室代表、初創企業創辦人等深入交流，探討合作機
遇，協助當地企業落戶香港，藉香港把握國家「一帶
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深化國際交往
合作，助力國家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中東地區、東盟與印度是全球極具活力的新興市
場，這些市場不僅是香港吸引外資的重要來源，也為
本地企業提供了龐大的拓展機遇。有見及此，投資推
廣署主動出擊，近月出訪中東利雅得、吉達、迪拜，
及印度孟買，與多家家族辦公室、主要企業及投資機
構代表會面，舉辦高層圓桌會議，介紹香港在金融、
科技、可持續發展及旅遊等領域的優勢，並就伊斯蘭
金融、資本市場合作展開深入交流，進一步鞏固雙邊
互信與合作基礎。活動中，我們強調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及「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協助企業拓展粵港
澳大灣區及東盟市場，進而走向全球。

投資推廣署將繼續再接再厲，積極投入出訪新興市
場的工作，吸納優質企業進駐香港。五月份，我與兩
位助理及署理助理署長吳國才及李淑菁將兵分多路，
率領代表團出訪東歐、東非及中東地區，涵蓋伊斯坦
堡、布達佩斯及開羅等主要城市，進一步推廣香港的
營商優勢。針對這些市場，我們將緊扣「一帶一路」
倡議及「全球南方」合作的大趨勢，積極推動跨境投
資、資本市場合作及科技創新交流。

加強內地合作 推動企業「走出去」
上月底，我隨行政長官李家超訪問寧波，出席「投

資香港推介大會—浙江（寧波）專場暨甬港經濟合
作論壇」。當日，投資推廣署與12間浙江寧波企業簽
署了合作備忘錄，涵蓋金融服務、貿易、創新科技、
航空、物流、零售等類別公司。我們會積極跟進，協
助企業在港財資及科研落地，實現高質量發展，打造

更深更廣的國際市場。
大時代香港需要換角色、換思維。要肩負新形勢下

對接國家戰略的新擔當，與內地各省市共同聯手。我
國沿海地區的企業家，對香港高度國際化及在金融領
域的實力與優勢，已經十分了解。我們能夠助力的，
是在遵守版權、智慧財產權法律和嚴格規管的情況下，
為內地企業提供標誌性和具有影響力的產品和服務，
增強我國企業在國際舞台上的硬實力、軟實力。

在如今的國際大環境下，中國企業更要勇於突破重
圍「闖出去」。香港要「敢於做勇敢的事」，香港更
要加強與內地各省市的合作，打破各種融合的壁壘，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自身及國家發展注入源源不絕
的新動能，並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力量。

香港一直具備優質金融服務、低稅率、資本自由流
動，以及與國際接軌的普通法法治環境等傳統優勢。
但是作為招商引資的誘因，這些已經不足夠，香港應
努力開發、挖掘更多引人入勝的新優勢和具體項目，
精準對接企業的發展需求和規劃。

搶企業搶資金搶人才 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
從企業設立、註冊到早期市場拓展和法規對接，

投資推廣署提供全方位支援。我們協助企業在香港
聯繫合作夥伴、上下游供應鏈、潛在客戶、業務機
會，亦積極為企業提供香港作為戰略跳板的優勢。
同時，企業的每個發展階段都需要資金推動。投資
推廣署致力於搭建資本對接平台，協助企業聯繫關
鍵投資者，加速規模化發展。多年來，不少在投資
推廣署支持下落戶香港的企業，成功透過本地金融
生態系統實現擴張，當中已有近140家在香港交易所
成功上市。

香港交易所這一世界領先的資本平台提升我們吸引
高潛力企業的能力，而投資推廣署引進的企業亦為香
港交易所的上市平台注入活力，形成正向循環。這種
互助關係，正是香港資本市場核心優勢。投資推廣署
專業經驗豐富的團隊，將在這方面繼續加大力度，進
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世界級的資本市場，離不開穩健的專業支援體系。
投資推廣署致力吸引並聯繫企業財資中心、家族辦公
室，以及資產與財富管理公司、法律及會計業專家，
攜手提升市場活躍度，拓展資本策略，並進一步鞏固
企業和投資者對香港作為長線投資目的地的信心。這
些機構同時拓闊香港的金融服務範疇，為企業與投資
者提供高效、靈活的一站式方案。正是這個多層次、
互聯互補的投資生態系統，年復一年吸引來自世界各
地的企業與資金落戶香港。

與全球夥伴攜手 共創繁榮未來
在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的背景下，香港以其獨特的

制度優勢和堅實的基礎，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拓
更廣闊的國際舞台。投資推廣署將堅定不移地繼續與全
球夥伴攜手同行，推動香港成為企業拓展亞洲及全球業
務的首選平台，協助企業連接資金、客戶、夥伴、資源
與全球網絡，將創意、技術與願景轉化為具規模、具影
響力的成果，共同開創更加繁榮的未來。

同心致遠，擘畫未來，香港定能在全球金融舞台上
持續發光發熱。

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
處日前首次引用《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以
「處理潛逃者資產」的
罪名，拘捕國安逃犯郭
鳳儀的父親郭賢生及兄

長郭海誠。此案為條例實施後首宗針
對「指明潛逃者」資金鏈的執法行
動，標誌着不斷完善的法律條例擴大
了當局的執法依據，讓違反國安的行
為即使涉外亦無所遁形，彰顯了特區
政府打擊反中亂港分子的決心。

據傳媒引述，郭父等人曾赴海外密
會郭鳳儀，調查發現郭父在返港後涉
嫌協助處理郭鳳儀在港保單並提取約
10萬元現金結餘，而郭兄任職保險公
司，涉嫌利用職務之便參與操作。在
本年初，郭父曾向保險公司提交表
格，上面寫有郭父和郭鳳儀的簽名。

自2023年7月郭鳳儀被懸紅通緝，至
2024年12月保安局將其列為「指明潛逃
者」並實施四大禁令，包括凍結資金、
限制不動產交易、撤銷特區護照等，執
法機關已形成「通緝—列名—追責」的
完整鏈條。根據《條例》，向潛逃者提
供資金或協助處理資產屬嚴重罪行，最
高可判監7年。此舉不僅彰顯警方「有案
必追」的決心，更通過凍結海外反中亂
港分子的經濟來源，直接瓦解其活動基
礎，案件揭示了香港國安法域外效力的
實質化。

郭鳳儀現年28歲，在中五留學海外期
間多次匿名在網上發起全球登報行動。

在2019年黑暴時期，郭鳳儀在紐約成立
「Hong Kong Student Advocacy Group
at NYU」，利用學生身份在海外策動反中
亂港活動，並組織留學生進行所謂「反
華」活動。該組織被指宣揚「港獨」思
想，煽動分裂國家。

在2021到2022年間，她加入總部位
於美國華盛頓的反華組織「香港民主委
員會」（HKDC），並擔任執行總監一職。
此後，她以HKDC核心成員身份頻繁參與
國際反華活動。其間策動「香港峰會」，
邀請FBI講解「中國間諜活動」，並在
美國國會聽證會要求制裁香港的法官及
檢控官，推動《香港經貿辦認證法案》，
企圖撤銷香港駐美經貿辦特權，損害香
港經貿地位和削弱香港的國際地位。同
時，她也多次出席海外會議及活動，公
然乞求外國政客和官員對中國及香港特
區實施所謂「制裁」、封鎖或其他敵對
行動。

在被國安處通緝後，郭鳳儀仍持續
在海外推動多個反中亂港活動。她多
次乞求美國反華議員通過立法手段為
亂港分子提供所謂「人道救援」，試
圖干預香港司法程序。她還利用拜登
政府申請「暫緩強制離境」的庇護，
同時申請政治庇護未果，顯示西方只
是將其當作「消耗性棋子」的實質。
在2025年5月，她在英國參與抗議中
國在倫敦興建超級大使館的示威活
動，繼續煽動國際對立。

其實郭鳳儀的父母早在 2023 年 8
月就被帶走問話，調查他們是否有

與郭鳳儀存在任何形式的聯絡和金
錢往來，這顯示執法部門長期監控
潛逃者的家族動向。當事人雖聲稱
「不悔不忘」，但如今其家屬亦因觸
及法律紅線面臨法律的裁決，令海外
亂港分子陷入「眾叛親離」困境。郭
鳳儀過往雖通過眾籌、社交賬號訂閱
費等獲取資金，而本案開創性地打擊
保險資產處理，預示當局執法的依
據不斷擴大，可以延伸至金融等隱
蔽領域。

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國家
安全罪行極其嚴重，特區政府必定追
究到底」。本案不僅是對郭鳳儀犯罪
集團的精準打擊，更體現了香港國安
體系的三重升級。在法律層面上顯示
了香港的法治體系正在不斷完善，從
香港國安法到《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形成了「域外管轄」的嚴密網
絡；在執法層面上，國安處採取了
「資金溯源」，再到「國際協同」的
組合拳，破解了海外亂港分子企圖
「隔空作案」的難題；在社會層面
上，通過先前對亂港勢力的執法與普
法宣傳，加上此案開創性的執法手
段，不斷強化市民對香港國安法的認
知，還可以有效撲滅海內外反中亂港
的勢力，以免死灰復燃。更重要的
是，案件亦展示了中國在面對危害國
安行為絕不姑息，並對外部勢力干預
香港的行為作出強力警示，任何危害
國安的行為，終將在完善的法律體系
與堅定的執法意志下無所遁形。

國安條例展現強有力域外執法力
葉傲冬 民建聯秘書長

資本逐利不能危害國家安全

4月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向全球揮
動關稅大棒，尤其是對中國商品徵收
「天價關稅」，拉開了關稅戰的序幕。
此舉不僅對中國內地的對美出口構成沉
重打擊，也可能波及香港特區的出口及
整體經濟。在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之
際，香港特區作為全球重要的自由港和
國際金融中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美國為香港特區第二大出口市場，對
美出口佔比約6.5%左右。雖然近年出口依
賴度趨降，但對美出口仍以高附加值產品
為主，包括：電訊及聲音收錄回放器具及
設備(27%)、電動機械、器具及用具及其
電動部件 (17%)、辦公室機器及自動資料
處理機(14%)、非金屬礦物製品(7%)，影
響不容忽視。美國單方面無視香港獨立
關稅區地位，對香港亦加徵「天價關
稅」，香港本地產品出口亦難倖免。

善用優勢 化解困局
儘管形勢嚴峻，香港仍可通過自身努

力，繼續保持獨特地位與優勢，更好發
揮國際金融中心、自由港和連接內地與
國際市場的橋樑作用。

具體政策建議如下：
一、強化與內地經濟融合。利用好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CEPA)，香港要加強向內地拓
展內銷，進一步強化與內地特別是粵港
澳大灣區的經濟融合。一方面，加快跨
境通關與物流系統建設，推動「一站
式」報關檢驗服務，提高進口樞紐功
能；另一方面，建設智慧物流和跨境電
商平台，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實
現供應鏈優化，增強與內地供應鏈的緊
密對接。同時，特區政府還應推動粵港
澳三地的產業聯動，形成優勢互補。
二、深化區域合作。香港可利用粵港

澳大灣區的平台，推動區域內金融、科
技與投資的協同發展。積極打造跨境金
融服務中心，為內地企業提供國際化融
資、資產管理和風險管理服務，發揮香
港金融市場的全球優勢。此外，要加快
河套及新田科技城發展，通過科技園區
和創新合作機制，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的
發展與跨區域協作，強化香港在區域創
新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三、拓展全球貿易夥伴與市場多元

化。為降低單一市場依賴風險，香港需
積極拓展歐洲、東南亞、中東及非洲市
場，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協定》(CPTPP)。通過與更多國
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設立專項資金扶
持本地企業「走出去」。此外，特區政
府應大力發展跨境電子商務與數字貿易
領域，吸引國際創新型企業進駐香港，
鞏固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同時，鼓勵
更多香港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開拓新興市場，加強與新興經濟體的經
貿合作。
四、優化營商環境並增強政策信心。

特區政府應通過提高政策透明度和穩定
性，定期與企業、投資者溝通，發布權
威經濟狀況褐皮書（Beige Book），增強
市場信心。此外，推出稅收優惠和財政補
貼措施，設立企業轉型升級專項基金，幫
助受關稅衝擊嚴重的行業轉型升級，提升
競爭力。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和法律
體系，建立專門的爭端解決機制，為國際
投資者提供公平透明的法治環境。積極鼓
勵本地企業提升管理水平，增強抗風險
能力，保障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五、升級基礎設施與數字化平台。特

區政府應持續提升香港國際機場、港口
及物流園區等基礎設施，提升智能化水
平、貨物處理效率和跨境物流能力。打
造跨境電子商務與金融科技一體化平
台，實現與全球市場的無縫對接，推動
數據共享和供應鏈數字化轉型。推進智
慧城市建設，提升城市整體競爭力，吸
引國際人才和企業落戶香港。

把握政策機遇 強化國際角色
六、提升香港競爭力與創新能力。加

大科技研發投入，鼓勵金融科技、人工
智能、區塊鏈等新興領域創新發展，積
極與國際科研機構合作，吸引全球高端
人才落戶香港，保持國際金融中心與科
技創新中心的領先優勢。維護香港自
由、開放的市場體系，強調法治、公
正、透明的國際金融環境，增強全球投
資者信心。同時，推廣教育與人才培養
戰略，支持高校與企業合作，培養更多
高技能、國際化的人才。
七、加強公共外交與國際溝通。基本法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自由港地位，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徵收關稅。過去十
年，香港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
並不符合所謂「對等關稅」的徵收標準。
特區政府應積極採取法律途徑，通過世貿
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多邊平台闡明
立場，推動公平貿易規則，爭取國際社會
理解與支持。強化與本地企業和社會組織
的協作，實時跟蹤國際貿易形勢變化，及
時制定應急措施降低負面衝擊。此外，加
強與海外華人社團和國際智庫的交流合
作，通過公共外交提高香港在國際社會的
影響力與話語權。
八、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需

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優化金
融市場基礎設施，提升國際資本市場的
吸引力，開拓新的資金來源。特區政府
可協調證監會與港交所，加快完善上市
機制，優化監管框架，積極吸納海內外
優質企業來港上市以及海外中概股回
流。此外，加強金融市場產品創新，推
動綠色金融、可持續金融等新興金融領
域發展，建立國際化的金融人才培訓機
制，確保香港金融市場的長期競爭力。

相信香港有實力有效應對關稅戰帶來
的挑戰，更能主動「化危為機」，鞏固
並提升其在全球貿易、金融和科技等領
域的獨特地位和競爭優勢。

趙文利建銀國際研究部主管

保持香港獨特優勢
應對美關稅戰

歡迎投稿、反饋。論壇版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長和集團擬出售包括
巴拿馬運河兩大港口在
內的海外港口，有關交
易引發廣泛關注。這筆
交易極有可能對國家安
全帶來風險，尤其在當

前中美博弈和國際關係變化莫測的形勢
下，風險尤為突出。

由於港口具有戰略資產價值，一旦出
售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已啟動反壟斷審
查。根據《反壟斷法》第二條，即使交易
主體在境外，只要對中國市場產生排除限
制競爭效果，便可啟動審查。

同時，由於港口運營涉及物流數據與
地緣政治風險，監管部門還可結合《國
家安全法》和《數據安全法》來評估港
口系統數據安全風險，以防範「地緣政
治博弈」對航運造成潛在威脅。雖然目
前中國監管部門的審查結果尚未公布，
但此案無疑已經觸及法律紅線。

中國在國家安全、金融穩定、數據合
規及反壟斷等領域已建立起系統的境外
交易審查機制，並多次援引相關法律否
決或限制交易。例如，滴滴出行在2021
年計劃在境外上市時，被國家依據《數
據安全法》和《網絡安全審查辦法》進
行審查；高通在2018年計劃以440億美
元收購荷蘭芯片公司恩智浦，但因國家
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未批准，最終交易告
吹，這是中國首次單獨否決全球大型併
購案。

根據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香港居民，包括企業和個人都有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義務。在長和出售
港口的爭議中，若交易被證實威脅中國
航運安全，甚至配合外國的戰略布局、
構成國安風險；這種忽視國家利益的商
業行為，無可避免將遭受法律制裁。

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商
界精英作為社會的重要力量，需在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方面發揮表
率作用。這不僅是政治要求，也是鞏固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石。這既是
「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延伸，也是企業
社會責任的體現。

一直以來，許多企業家在追求商業利
益的同時，兼顧國家利益與社會責任，
被譽為「愛國商人」，受到廣泛景仰。
例如，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傾資興
學，創辦了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村等教育
機構，將個人財富投入國家教育事業，
踐行愛國精神；清末民初的張謇先生，
棄官從商，創辦大生紗廠，並投資於紡
織、教育和交通等領域，被譽為「實業
救國第一人」。此外，華為創始人任正
非在面對美國制裁時，仍堅持自主研
發，推動鴻蒙系統和5G技術，突破西方
封鎖。這些例子都表明，真正的商業成
功不僅在於財富的積累，更在於對國家
與社會的貢獻。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真正成功
的商人必須心繫天下，「商」與「國」
緊密相連，方能贏得尊重，名留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