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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冀政府積極引領
「一帶一路」 倡議已進入下一個10年，行政長官李家超表

示，香港必定會全力參與其中。事實上，近年越來越多香港企業
正積極進軍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綜合經濟學者與專家意見，
港企參與 「一帶一路」 發展是大勢所趨， 「只是港企對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未必熟悉，如果有港府牽頭，效
果應該會更理想」 。 香港商報記者 姚一鶴、蘇尚

港企進軍「一帶一路」大勢所趨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倡議已逾倡議已逾
1010年年，，近年越來越多香港近年越來越多香港
企業正積極進軍企業正積極進軍 「「一帶一一帶一
路路」」 沿線國家沿線國家。。

人流物流資金流迅速聯通人流物流資金流迅速聯通
香港與部分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一直保持密切的

經貿關係，包括東亞及東南亞，近年與中東國家的經
貿關係更是日趨緊密。綜合而言，香港與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正在人流、物流與資金流方面迅速聯
通。

國泰航空(293)本月上旬宣布，將與沙特空中互聯聯
通計劃舉行航線啟動簽署儀式，國泰將於今年10月28
日起開辦往來沙特阿拉伯首都及金融中心利雅得的直
航客運航班，每周三對航班。

國泰行政總裁林紹波表示，作為植根香港的航空公
司，堅定支持國家的 「一帶一路」倡議，並已於沿線
14個國家共21個航點提供航班服務，期望進一步加強
香港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聯通、貿易及文化交
流。

全球最大沙特ETF在港掛牌
資金流方面，香港與中東國家的互動更為頻密。去

年11月底，亞太區首隻沙特阿拉伯ETF、南方東英沙
特阿拉伯ETF(2830)在港上市，初始投資額超過10億
美元，為全球最大的沙特阿拉伯ETF。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致辭時形容，該ETF是 「一帶一路」金融互聯互
通的里程碑。

市場融資方面，據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章
逸飛的資料顯示，中銀香港(2388)成功完成了 「一帶
一路」區域內的電訊、基建等多個重點行業項目，為
倡議的金融大動脈提供了有力支援。華潤金融與華潤
電力、水泥、置地、五豐等共同發起專項私募股權基
金，最大限度地利用第三方資本。招商局集團在東非
的吉布提自貿區和白俄羅斯的中白工業園等亦有投
資。

本地龍頭銀行控
(005)則是早已 「捷足
先登」中東市場。該
行 中 東 主 席 Abdulfat-
tah Sharaf 4月時稱，中東
及亞洲的良好關係已建立多
時，去年中東有 120 隻 IPO，
集資額約660 億美元，當中約
一半由控進行承銷。

中電：從中亞引入天然氣到港發電
香港企業進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遠遠不止是打

通人流物流與資金流。中電控股(002)旗下中華電力主
席阮蘇少湄透露，中電過去10年在 「一帶一路」倡議
下，從中亞經西氣東輸管道引入天然氣到港發電，以
替換退役燃煤發電，透過使用更潔淨能源減低碳排
放。

經濟學家、華大證券行政總裁楊玉川接受本報記者
訪問時表示，香港企業進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
場是大勢所趨。他解釋稱： 「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地緣政治，美西方打壓中國的策略是中長期政
策，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也同受打擊，繼續向美西
方方向發展困難較大；其次是全球範圍內新興市場普
遍發展較快、潛力更大，相關國家普遍歡迎外來投
資，又符合國家確定的發展方向，為港企發展提供了
廣闊空間。」

他續指，美西方市場是成熟市場，又受地緣政治影
響，發展空間受限；而 「一帶一路」沿線是新興市
場，未來增長空間巨大，港企想尋求新的增長動力，
離不開 「一帶一路」。

楊玉川補充稱，由於港企對 「一帶一路」國家未必
熟悉，且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存在法制環境不健全的弱

點，建議由政府牽頭打開大
門，企業再行跟進，政府隨時

注意幫企業解決困難、提供支援，
這樣也能夠提高香港企業在 「一帶

一路」國家發展的成功率。
資深金融及投資銀行家溫天納接受本報

記者訪問時提到， 「一帶一路」倡議開始
至今，港企一直都有參與。只是， 「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因為種種限制條件，一般的香港企業
想要參與其中有一定難度。

「一個方法是，香港企業結伴央企或大型企業去開
拓市場。因為港企在金融領域比較強，因而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香港企業在金融領域的參與，包括股
市、金融、銀行、保險等。那麼在其他的領域，我覺
得在政府的牽頭協助之下，協同效應可能會比較強，
否則一些中小企業也很難開拓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市場。」

學者：政府牽頭成效更佳
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

太量則表示， 「一帶一路」包括了很多沿線國家，需
要政府從中做牽頭，因有政策支持這一點很重要，政
府和商家一起做成效才能更好。

「香港以金融業為主，但很少 『走出去』，相對比
較保守，可以改變之前的做法，多出去。」他續指
出，香港是有軟實力的，可以透過軟輸出或技術服
務，比如香港的地鐵，便可去到其他地區為他們進行
培訓等。

莊太量又表示，交流應該是雙方面的，以前和歐
洲、美國交流比較多，現在也歡迎 「一帶一路」國
家如中東、東南亞來香港交流，促進多元化發展。

▲國泰將於今
年 10 月 28 日起
開辦往來沙特阿拉伯首都及金
融中心利雅得的直航客運，每
周三對航班。

▼ 「一帶一路」
倡議已進入下一個10年，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
必定會全力參與其中。

港企投資首選：
東亞與東南亞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根據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章逸飛的資
料顯示，因為地理和文化優勢，東亞與東
南亞依然是香港企業在 「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的投資首選。相較之下，非洲和南美
洲的共建國家大都僅僅錄得一兩宗併購交
易。

章逸飛引述路孚特(Refinitiv)過去10年的相
關數據，港企在 「一帶一路」夥伴國家已完
成的併購交易為數共達469宗，總額逾900億
美元；其中非上市企業主導的併購180宗(佔
比38.38%)、上市企業50宗(佔比10.66%)、跨
國子公司236宗(佔比50.32%)、合資企業3宗
(佔比0.64%)。

併購數目在各國的分布方面，新加坡、韓
國、馬來西亞、印尼，以及越南名列前茅。
按併購金額排序，排名第一的目標行業是製
造業(279億美元，共59宗)，其中包括工業製
品、交通運輸器材等。併購金額位居第二的
是金融業(190億美元，共82宗)。

章逸飛指出，近年來，港企在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併購活動中表現活躍，實現
了跨國投資的多元化。隨 「一帶一路」倡
議不斷推進，香港企業在夥伴國家的投資空
間更為廣闊，尤見於以下五大亮點領域：金
融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實業投資、科技和
創新以及綠色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