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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纵横

编者按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屡创奇迹的香港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5年来，香港与内地的经贸联系、人文交流日益紧

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又将香港推到了浪潮之巅，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正是香港独特的优势。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人们在狮子
山下、香江水边，向香港、大湾区送出了衷心的祝福：绽放吧，紫荆花！崛起吧，大湾区！

绽放吧，紫荆花！崛起吧，大湾区！

2022 年 7 月 1 日，香港将迎来又一
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回归祖国
25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个消
息振奋了香港各界和全国人民。紫荆
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隆重
热烈的喜庆气氛洋溢于维港两岸。

依然记得，2017 年 7 月 1 日庆祝香
港回归20周年之时，作为活动主办方之
一香港中国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我也有
幸参与庆祝活动的筹备，为香港回归二
十载献礼。长期以来，习主席心系香
港，中央对香港高度重视，大力支持香
港发展。习主席曾充满深情地讲到，

“香港发展一直牵动着我的心。”

国家对香港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在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下，粤港澳大湾区不
仅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
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高

质量发展的典范，也日益成为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为世界
各国带来共赢新机遇。

按照《纲要》，将以香港、澳门、广
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
的核心引擎。香港将巩固和提升作为
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
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
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
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
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
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
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
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
大都会。

合作目标包括巩固和提升香港国
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强
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
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
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
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
议服务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
——金融业的外闯与互通

国家的改革开放是香港快速发展
的最大机遇。背靠祖国，是香港保持

繁荣的最大底气，可以使亚洲第一金
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香港财政储备
从回归之初的3700亿港元增长到现在
的 9000 多亿港元。亮眼数据，显示出
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的发展进步。全
球 100 家 最 大 银 行 之 中，73 家在港
设有业务，香港的对外交易量占全球
比重非常之大。 同时大湾区正大力发
展先进制造业、资讯科技等，私募基金
氛围浓厚，香港可为这些产业提供成
长资本。

根据《纲要》，大湾区从三个方向发
展金融产业：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大力
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有序推进金融市场
互联互通，并由港、澳、穗、深四大城市
主力推动。同时，香港背靠祖国，人民
币国际化是国际金融发展的关键。《纲
要》提出人民币在大湾区国际化的做
法：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拆借、即远期
外汇交易及衍生品、理财 产品交叉销售
业务；企业跨境发行人民币债券；香港
与内地居民和机构逐步增加投资对方
的金融产品。

此外，推动区内基金及保险等跨境
交易，建立资金和产品互通机制。香港
机构投资者可募集人民币投资私募和
创投基金；香港亦可开发更多离岸人民

币、大宗商品等风险管理工具。大湾区
金融业最大机遇是人民币国际化。香
港将维持并提高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在
大湾区以至全球的光芒会更加耀眼。

从 1997 年至 2022 年的 25 年间，香
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深入
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香港更多地分享了国家平稳发展
所带来的机遇和红利。

“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
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这颗东

方之珠必将绽放更加绚丽的光芒，香港
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香港回归以来，尤其是提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以来，香港与内地经贸
联系、人文交流日益紧密。例如，粤港
澳大湾区的‘硬联通’就让香港人、澳
门人、广东人都变成了‘大湾区人’。”
香港经济学者、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2020年“十大杰出香港青年”梁海明在
迎接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到来之际，
接受《中国贸易报》采访时对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取得的成果大加赞赏。他表
示，大湾区可以聚焦科技创新、教育等
领域，例如吸引世界知名大学与大湾
区合作办学，为国际人才营造良好的
生活环境等等，进一步打造大湾区开
放发展的“软环境”。这其中，香港可
以打造国际科技集资中心、国际债券
发行中心、国际教育中心，助力大湾区
开放发展。

在打造国际科技集资中心方面，梁
海明介绍说，港交所推行第 18A章生物
科技公司上市标准之后，短短两三年，
香港已经发展成亚洲第一大、世界第二
大生物科技集资中心。近年来，大量新
兴领域的科技公司不断涌现，且都在技
术攻坚和业务拓展的关键期，资金需求

量大。港交所可参考第 18A 章生物科
技公司的上市标准，减少对新兴领域公
司的上市财务要求。

“过去 10年，香港已经超越多个亚
洲以外的金融中心，成为亚洲国际债券
发行最主要的安排地点。因此，香港有
条件打造国际债券发行中心。”梁海明
引述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发表的
最新报告说，2021年经香港安排发行了
约 34%的亚洲国际债券，相关市场份额
多于美英及新加坡。

这份报告指出，在 2010年以前，安
排行大多数由英国和美国的银行担
任。到 2010年以后，亚洲地区的银行，
特别是香港的银行，成功取得更多亚洲
国际债券发行份额。2021年，香港安排
了 34%的亚洲国际债券发行，而美国、
英国和新加坡分别占 22%、17%和 5%。
通过为中国企业安排首次发行，香港银
行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在过去 5 年
里，有 71%的亚洲首次国际发行是在香
港安排执行。在亚洲国际绿色和可持
续债券安排量方面，香港位居榜首。

“我们只要加以增强、扶持香港在
债券发行市场的角色定位，相信香港可

以很快发展成为国际债券发行中心，且
占有的国际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大，从而
巩固和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
地位。”梁海明说。

对于打造国际教育中心方面，梁海
明认为，近年来环球高等教育领域的出
口贸易已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教
育服务贸易的出口不仅可以为接受国
和地区每年带来逾300亿美元直接的经
济效益，还能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
展，并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国际
教育愈来愈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产业、新
经济增长点，香港应该发展更多应用型
大学，吸引海外学生前来就读，以此发
展国际教育中心，从而抓住国际教育服
务贸易快速发展的机遇。

为了打造这三个中心，梁海明建议
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应该至少采取
以下措施：中央政府尽快批准启动港股
通南向引入人民币计价的措施，并实施
更多互联互通措施，推动香港交易所进
一步降低交易成本，香港特区政府应根
据实际情况，适时适度调整股票印花税
税率，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参与香港的
投资；建议港交所像对待生物科技公司

那样，进一步减少对其他创科企业的上
市财务指标要求，以吸引更多优质科技
公司在港上市，吸引更多外国资金前来
投资；尽快推动香港的一两家高校成为
应用型大学，并通过中国教育部，与内
地的应用型大学组成联盟，联盟内的大
学进行学分互认，以及中国教育部认可
香港应用型大学颁发的学历、学位，以
此推动香港的应用型大学尽快获得世
界各国的教育部门、政府机构认可，增
加对包括中国内地学生在内的世界各
国学生的吸引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内地经济的
持续增长和金融业深化改革是香港金
融业发展的坚强后盾。未来，在‘一国
两制’的优势支撑下，香港作为国际资
本进入内地、国内资本走向世界的桥梁
作用将更加突出。”梁海明相信，香港迎
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在中央政府的
全力支持下，只要香港进一步发挥“香
港所长、国家所需”的作用，通过深入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更多地分享国家平稳发展所带来的
机遇和红利，就会为香港的发展发挥更
加积极的促进作用。

香港应打造三个中心 助力大湾区发展
■ 本报记者 张凡

紫荆花开廿五载 香江潮涌起新航
——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再上新征程

■ 陈亨达

作者系香港中国商会常务副会长、
香港经纬集团副主席

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再次迈出新步伐。《广州南
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
方案》（以下简称《南沙方案》）的印发，是
继去年出台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方案
后，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战略高度，
对大湾区建设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部
署，必将对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推动香
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更好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对新发展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
永年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南沙
方案》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非常重要
的一步。他认为，《南沙方案》里的三个
关键词分别是“湾区”“港澳”和“世界”。
要理解这三个词，必须考虑我国开放发
展的大背景。不久前，我国提出加快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其实是畅通国内
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基
础。因此，无论是横琴、前海，还是南沙，
发展建设都是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考虑
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发展项目，不仅
仅是广州的项目、广东的项目、大湾区的
项目，而是国家的项目。根据中央部署，
横琴主要对接澳门、前海主要对接香港，
南沙既对接香港，也对接澳门，从这个角
度来看，应该把南沙打造成大湾区建设
的标杆。

郑永年表示，“面向世界”和“全面合
作”，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全面合作”
是“面向世界”的前提。具体来看，全面
合作也是分层次的。

首先，湾区内的各个城市要合作，内
地九座城市要与港澳合作。在这个基础
上形成合力，才能走向世界。

其次，在全面合作中强调要实现全方
位的规则对接，因此《南沙方案》涉及包
括科技创新产业合作、青年创业就业、宜
居宜业宜游等方面。

“改革开放的成功秘诀，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与国际接轨，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通过自我改革实现与世界接轨。过去的开放中，我们
的货物、商品实现‘走出去’了，而现在，我们要实现‘面
向世界’，是时候实现规则的对接了。”郑永年表示，分
析具体条文可以看到，《南沙方案》中提到的企业所得
税的问题、个人所得税的问题，都是与世界对接的体
现，也给企业与人才带来真正的获得感，这样才能让南
沙真正实现与港澳的“全面合作”，为南沙“面向世界”
提供足够的国际竞争力。

“当前的国际竞争已经成为人才的竞争。如果只
是引入资本、技术，没引进人才，可能就只是为了套利，
利用这里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只有人才来了，这
才是真的‘引进来’。”郑永年说，“面向世界”“全面合
作”，必须有具体的、可见的、有获得感的政策支撑，才
能真正地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落户大湾区，从而提升
整体的竞争力。

郑永年还说，当前，中国同时申请加入 CPTPP 和
DEPA，并为此做了积极准备。过去在申请加入 WTO
时，我国为此系统性地修改了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以便
和国际接轨。CPTPP 和 DEPA 实际上比 WTO 规则更
开放，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可以从《南沙方案》做起，“这
绝不仅仅是一个姿态，而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可持续发
展以及在国际上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因此，
南沙、横琴、前海的开放，正是中国新一轮开放的重要
抓手。”

（毛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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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图片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 李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