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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中國大陸向美國出口鋼材的總額

及比重，近年反覆下跌。同一情況，也見諸曾為美

國鋼材進口十大的土耳其和俄羅斯——美國近兩年

從俄國進口的鋼材近乎清零。反之，一直作為美國

重要鋼材進口市場的傳統盟友，包括美洲、歐洲、

以及日韓，所受的關稅打擊則明顯較大。

根據美國商務部資料，加拿大為美國去年最大

鋼材進口來源地，佔比高達22.7%，其次是佔

15.6%的巴西，以及佔12.2%的墨西哥，三個美洲

國家共佔一半份額。第四位是韓國的9.7%，越

南、日本、德國、荷蘭則各佔約2%至5%，而中

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就佔1.8%和3.5%，分別排名第

十和第八。

美國總統宣布對所有進口的鋼材徵收25%關

稅。誰受的打擊最大？

惟說到底，鋼材作為重要的原材料，新增關稅

必然傳導至生產成本，譬如汽車業及建造業便面

臨成本上漲壓力，而最終亦勢轉嫁至消費物價水

漲船高，即最終變相由美國民眾及商界承受箇中

額外開支，淪為關稅之下另一重要受害者。

美鋼材關稅 誰受打擊大？美鋼材關稅 誰受打擊大？美鋼材關稅 誰受打擊大？

美國進口鋼材來源地佔比（按數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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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樓興旺方可帶動經濟向好
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榮譽會長、港區省級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 蔡志忠

名家指點
俗話說 「風水佬

呃你十年八載」，
而我之前預測股市

回升雖然力排衆議，但很快就應驗。正如
筆者所料，踏入2025年，香港股市開始上
升，年初至今短短一個多月，恒生指數從
大約18600點，上升至逾22000點，漲幅超
過18%。很明顯，國家的10萬億元國債開
始發揮作用，不單止內地A股上升，香港
H股也必然被帶動上升。13日港股成交金
額高達 3794 億元，再創 4 個月以來新高，
看得出國內外資金又在發動攻勢，再次重
新建倉，這回該是長線持有投資，不會再
輕易沽貨離場了。

股市如筆者預期在兩個月內回升
筆者曾經預測今年股市可見25000點，並

將會在 23000 點左右企穩，在骨牌效應之
下，促使今年樓市量價齊升，新樓巿場最
直接受惠，全年成交可達18000宗，而樓價
將可上升5%。雖然近期樓市氣氛一般，媒
體常有負面消息報道，直指投資者財困急
售物業，銀主收樓低價促銷等等，但是真
正的銀主盤數字卻只是400宗左右而已，比
起2003年沙士時期的5700宗，簡直是小巫
見大巫。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物業之所
以變成銀主盤，是從負資產開始，然而現
實中，負資產住宅按揭宗數卻有所下降。
金管局數字顯示，香港負資產宗數由去年

第三季的逾 4 萬宗，減少 2300 多宗，回落
至第四季末的38389宗。

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體，國內外資金、人才
和企業對香港的信心非常重要，從大量資金
流入香港，到各類高才優才計劃、投資移民
政策、家族辦公室，以及引進各地知名企業
等等取得的良好成績來看，香港是非常有魅
力的地方。只是本土香港人、本地財團反而
信心有所不足，或者是經常受一些網上偏離
事實的言論，和過度唱衰經濟的報道影響，
從而產生負面情緒，對股樓前景過於悲觀。
這一點，香港工商界似乎莫不關心，但實際
上已影響了自身利益，應該作出適當回應，
以正面的態度，說出真正的事實，展現正能
量給社會各界。

從經濟學的理論來講，首先要經濟好，
各行各業興旺，才能夠帶動股市和樓市上
升，反之股樓就會下跌。也由於這個原
因，香港經濟學者預測股市和樓市走勢經
常出現偏差，最近就有一位長期唱淡香港
樓市的新加坡學者，公開在網上發表演
說，直指香港經濟不景氣，零售飲食旅遊
等行業每況愈下，樓價必將下調七成。這
種誇張的言論，的確很受年輕淡友歡迎，
自然也可以博取衆多流量。不過筆者對此
並不認同，香港是獨特的國際城市，是最
自由的經濟體，外來的訊息每天都在影響
香港，但並不代表資料正確。其實稍微了
解香港樓市的人都明白，今年樓價只會窄

幅上落，升跌範圍絕對很難超過一成。

依靠外資進來投資和吸引人才
那麼究竟是經濟向好帶動股樓興旺，還

是股樓興旺帶動經濟向好呢？答案是後
者。香港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城市，並非一
個擁有完整產業結構的地區，沒有農業、
工業和自給自足的條件。從來都是股市和
樓市率先興旺起來，繼而帶動經濟向好
的，就好像競爭對手新加坡和迪拜一樣，
必須依靠外資進來投資和吸引外地人才到
來作貢獻，才能成就自己的輝煌。香港擁
有 「一國兩制」和普通法法律，更加能夠
發揮這方面的優勢，在股樓興旺的時候，
市場銀根鬆動，消費力提升，就能夠帶動
各個產業經濟向好；當然，假如股樓不
濟，就會是經濟衰退之時。

樓市何時能夠撥開雲霧見青天？其實關鍵
在於阻礙樓市發展的兩座大山，其中之一是
長期低迷的股市，如今已經開始見到曙光。
另一個是什麼？當然是利率高企的原因，環
顧全球各個主要經濟體系，都處於利率極低
甚至零利率狀態，唯獨美國與香港，仍然在
支付昂貴的利率，對於工商企業的營商環境
帶來極大的衝擊。這座最沉重的大山，如果
能夠解開，經濟必定一片大好，可是要解開
的確非常不容易，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轉機，
筆者將再次力排衆議，提出個人看法，由於
篇幅有限，請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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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企業助力香港更好發展

商界心聲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楊華勇
香港中國企業協

會 2 月 14 日在灣仔
會展中心舉辦新春

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感謝中企協
會一直團結中資企業貢獻香港經濟，並在
不同領域服務社會。在新一年，特區政府
會繼續勇於改革、創新破局，鞏固香港穩
定發展的良好態勢，並持續推動大灣區和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助力經濟增長。

鼓勵中資企業加大在港投資
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在酒會致辭提出三大

方向，包括一是中資企業要助力香港增強
發展動能上展現更大擔當作為，希望中資
企業用好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
獨特優勢，持續加大在港投入，不斷優化

業務布局，積極
參與北都建設，
全力支持香港鞏
固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地位，建設
國際創科中心，
更好發揮香港內
聯外通作用，支
持香港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希望中國企業團
結工商界，作為
香港經濟發展的
「同舟人」。
二是在助力香

港維護和諧穩定
上要展現更大擔
當作為，希望中
資企業繼續愛國
愛港優良傳統，
堅定支持行政長
官及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堅持以
港為家，扎根香

港、貢獻香港，主動參與社會事務，切實
承擔公共責任，全力回饋香港社會。三是
在助力香港保障社會民生上要展現更大擔
當作為。希望中資企業繼續在民生保障、
創新轉型、造福市民等方面加大投入，積
極參與公益慈善，關心關愛青年成長成
才，用看得見、摸得着的優質產品服務，
為市民帶來更多獲得感、幸福感。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會長王海民表示，過
去一年，國家經濟持續回暖，香港在治理
和發展上取得顯著進展，進一步強化了其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中企協會積極服務香
港，加強兩地經貿合作，以實際行動支援
「盛事經濟」，並助力基層市民與青年成

長。
中資企業扎根香港逾百年，一直致力成

為內地和香港之間的橋樑。香港中資企業
在不斷發展、壯大自身實力的同時，在維
護香港繁榮穩定、促進祖國內地改革開放
和現代化建設以及實施國家 「走出去」戰
略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資企業重要性顯著
中資企業一直是本港民生領域的重要參

與者和推動者。根據國家發改委網站顯
示，中資企業保障了供港 90%的活豬牛、
78%的食水及42%的油氣，促進社會和諧發
展。在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長期以
來，中資企業一直擔當香港市場鮮活冷凍
食品主要供應者的角色。香港居民每天生
活所需要的蔬菜、豬、牛、雞、魚、蛋
等，95%以上是香港中資企業組織供應的。
其中活牛、活羊的供應量是100%，豬的供
應量佔 99%，為保證香港鮮活商品供應，
國內每天都從上海、武漢、鄭州開 「三趟
快車」，使香港居民能 「優質、適量、均
衡、應時」地吃上各種食品，香港的每家
每戶幾乎都與中資企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港中資金融機構是香港金融系統的重
要部分。因對內地市場有深入了解，這些

機構幫助內地企業了解國際監管和市場環
境，提供高效的融資和定價服務，從而推
動內地企業在港上市。截至 2023 年 11 月
底，在香港交易所證券市場的主機板及創
業板(GEM)上市的內地公司數目，包括 「H
股公司」、 「紅籌股公司」及 「內地民營
企 業」達 到 1439 家 ， 佔 整 體 市 價 總 值
77.8%。內地企業赴港上市不僅壯大了香港
資本市場，促進香港經濟快速發展，更進
一步鞏固和提升了香港國家的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中資銀行資產佔香港銀行業超
三分之一，中資保險公司則佔據2021年全
港五分之一的有效長期保費收入。這些在
港中資機構，既是可靠的 「連通者」與
「聯動者」，也是堅毅的 「守護者」。去

年母公司在海外或者內地的駐港公司有
9960家，創歷史新高。其中2620家企業來
自內地，佔比超過 26%，是外來駐港公司
最大的來源地，展現了中資企業的實力，
也展現它們為香港經濟發展發揮的積極作
用。

中資企業到香港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內
地的信息、需求、資源，成為連結內地市
場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香港的發
展空間，豐富了香港的經濟內容，加速了
香港的資本流動，促進了香港的經濟繁
榮，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
旅遊、商業中心的地位得到鞏固和加強。
如今，人們已清楚地看到，隨着中資企業
的發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更加密切
了，香港經濟中的 「中國因素」也進一步
增大了。

香港是開放、多元、薈萃中西文化的大
都會。在國家新時代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進
程中，香港一直發揮獨特的連接平台角
色，為國家 「引進來、走出去」。當中，
在港中資企業和國企作為香港與內地經
貿、金融、科技等領域的橋樑，積極推動
兩地高質量發展，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
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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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半年，首對在本港出生的大熊貓龍
鳳胎 「家姐」和 「細佬」的暴風式成長牽
引着全城關注。加之第三對中央贈港大熊
貓「安安」、「可可」抵港，讓大熊貓家族壯

大至6隻，迎來 「熊貓經濟」發展良機。2月
15日，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 「家姐」和 「細佬」

迎來半歲生日，特區政府在海洋公園特為他們舉行亮相儀
式，李家超特首在儀式上宣布，為大熊貓寶寶舉行命名比
賽展開，並會繼續把握大熊貓機遇，積極推動熊貓旅遊。
昨天牠們正式與公眾見面，一眾熊貓粉爭相排隊追星。

大熊貓經濟應聲見效，離不開特區政府、海洋公園及旅
遊業界緊握機遇。過去半年，香港市民對大熊貓的熱情前
所未見，可以說無處不熊貓，社會各界不僅加大力度宣傳
大熊貓龍鳳胎，還推出各類大熊貓主題餐飲、展覽、紀念
品，以及大熊貓主題港鐵列車等，帶動消費的同時也將
「熊貓熱」不斷推向高潮。這些做法大大提升大熊貓龍鳳

胎的曝光度，為後續 「熊貓經濟」發力夯實基礎。
如何繼續打造熊貓IP，擦亮香港城市名片？爆火出圈的

「谷子經濟」或許能給我們帶來啟示。近年來，一種以動
漫、遊戲及偶像文化為主題的周邊商品——谷子，在年輕
人中掀起了一股狂熱風潮，悄然間撬動了一個規模龐大的
市場。在線下，谷子專賣店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熱門
IP 的周邊產品遭到粉絲們的瘋搶，常常迅速售罄。在線
上，電商平台與二手交易平台同樣熱鬧非凡，粉絲們為了
得到自己心儀的谷子，不乏一擲千金。

谷子經濟的潛力毋庸置疑，但打造香港熊貓IP，面臨的
創意競爭同樣不容小覷，例如內地數量衆多的 「現象級」
大熊貓明星，如成都的 「花花」、北京的 「萌蘭」，以及
重慶的 「渝可」和 「渝愛」兩個雙胞胎等。細看這些大熊
貓明星走向 「頂流」之路，不難發現牠們均有非常鮮明的
「熊設」與故事線。如 「花花」性格溫馴，被其他大熊貓
「欺負」搶奪食物也不生氣，飼養員 「譚爺爺」常給牠
「開小竈」；又如首隻在韓國出生的大熊貓 「福寶」，牠

與飼養員 「姜爺爺」 「宋爺爺」的故事，不僅是韓國電視
節目的常客，也被拍成電影在多地上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這個社交媒體盛行的時代，要
想讓香港熊貓經濟更上一層樓，打造明星 「熊設」或許是
一條必經之路。首先，社交平台宣傳時可通過選取 「家
姐」 「細佬」的互動片段凸顯其獨特個性，塑造牠們與衆
不同的 「熊設」；挖掘牠們與飼養員之間的故事，逐步培
養起穩定且具黏性的粉絲羣體。其次，當局可參考內地及
海外做法，無論是列車、建築物、旅遊相關的各類宣傳單
張，都可加入熊貓元素，使之 「無處不在」成為旅客打卡
熱點。此外，還可設置直播頻道觀察大熊貓，加深市民對
大熊貓的親切正面印象，增加遊客到海洋公園探訪的意
欲，並設計大熊貓打卡巡迴路線圖，形成追星效應。

推動港產大熊貓家姐細佬走向頂流，打造熊貓IP，發展
谷子經濟同時，又何嘗不是一次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
故事、講好大熊貓故事的完美實踐！希望香港各界亦可舉
一反三，令更多香港文化品牌受惠，為香港經濟增添更多
發展引擎。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藝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