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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粵港澳大灣區報道組

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的保宏公司倉庫中，工人正在對手機進行最後的質量檢測，隨後還負責打包，報關清關，再發送給境外採購
商。公司負責人表示，隨着保稅區政策優化，許多客戶都把香港倉庫轉到內地。這家由港資與內地企業組建的電子商務公司，針對進
出口貿易新需求，打造了集物流、報關、支付、品牌代運營等於一體的B2B跨境電商綜合服務平台。記者採訪到的其他業內人士亦深
有體會，與其和內地同行競爭，不如立足成熟的國際化經驗，藉着 「一帶一路」 的契機，服務中企 「走出去」 的新格局。

港外貿法律優勢不用則褪色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3

港專業優勢何處使力

2016年
貨值

551萬人民幣

例2：南沙利用香港機場航空
物流優勢，結合南沙港區吸納
腹地貨源，啟動粵港跨境貨棧
通關模式，實現 「雙向」 跨境
電商業務加快發展

2017年1-6月
貨值

1011萬人民幣

2016年
貨值

1400萬美元

2017年1-6月
貨值

2167萬美元

物流貿易

例1：南沙駿德酒業（廣東）公
司運用經香港輸往內地葡萄酒
通關徵稅便利措施管理系統，
實現監管互認和貨物快速驗放

法律服務

例1：前海法院適用香港法集
中管轄深圳市涉外、涉港澳台
商事案件，回應了 「一帶一路
」 建設中商事主體的普遍需求

與香港毗鄰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在攜手香港專業服務共同走向 「一帶一
路」方面已經做了不少嘗試。前海香港商會
聯合兩地資源，共同打造以服務 「一帶一路
」為主的國際商學院，為企業提供專業而實
用的全球營商信息及商務培訓服務。課程包
括國際商務培訓服務，國際財稅務培訓服務
，知識產權培訓服務等，涵蓋投資設廠、市
場策略、產品營銷、稅務籌劃、商標專利等
內容。

前海香港商會秘書長王壽群表示，前海
側重發展現代服務業，商會的會員中專業服
務機構很多，如瑞豐德永、普華永道，在 「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有許多成功案例。商
會希望借由前海作為國際培訓中心，打造連
通內地和香港的重要平台，依託香港，服務
內地，走向海外。

制度樹權威 企業才走得穩
她認為，隨着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走出

國門，選擇深圳和香港的中小型律所會越來
越多。香港有1000多個海外律師，具有多國
執業牌照，對國際事務很了解，能夠很好地
發揮作用。

記者注意到，在前海公布的上半年70多
項創新成果中，有20多項是法制建設。王壽
群指出，經濟越發達，法律越有話語權。在
「一帶一路」經貿合作中，中國的相關制度

也要樹立權威性和影響力，企業在海外的發
展才能長久。 「可以通過雙邊協議、多邊協
議，在經濟合作區適用中國的法律，雙方共
同制定規則，逐步使中國的規則影響當地，
我們希望前海能摸索出這樣的經驗。」王壽
群說。

繼中國貿促會（天津）自由貿易試驗
區服務中心設立後，中國貿促會日前在廣
東省正式設立了第一個自貿區服務中心
─中國貿促會（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
南沙服務中心，為區內企業了解掌握國際
規則與慣例，幫助企業引進來、走出去、
開展國際化經營，並有效參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經貿活動提供支援。

「隨着 『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
大珠三角企業 「走出去」需求不斷增加，
自貿試驗區服務中心大有作為。」中國貿
促會副會長盧鵬起表示，通過設立綜合性
服務機構─中國貿促會自由貿易試驗區
服務中心的方式，將貿促會系統的各項業

務和資源優化整合，向自貿區導入、延伸
，將為地方政府和區內企業提供支持與服
務，為建立與大國地位相適應的自由貿易
新模式提供助力。

廣東省政府黨組成員陳雲賢也表示，
廣東將全力支持貿促會在當地開展貿易投
資促進和商事法律服務等活動，組織本地
企業參與多雙邊工商合作機制建設等。

目前，中國貿促會貿易推廣交流中心
已在南沙成立了實體落地，並將牽頭負責
貿促會南沙自貿服務中心的日常組織工作
。下一步，中國貿促會將以成立南沙服務
中心為契機，探索貿促會系統深度參與自
貿試驗區建設的新方式新內容新模式。

對於北上創業的港青來說，國家 「一
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也帶動了他們走向
新的市場，而粵港澳大灣區，則是他們立
足的支點。

80後香港青年李英豪，2011年第三次
創業，成立了被譽為中國版 「Square」的
錢方好近，為城市商圈內的線下中小商戶
提供移動支付解決方案。目前包括NIKE
、LV等大品牌在內的2000多家商戶都是
錢方好近的服務對象。李英豪表示，除了
香港，錢方好近已佔有日本市場，正在計
劃進入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泰國、

印度尼西亞等國家。

港青計劃拓東南亞市場
他指，要打通 「一帶一路」等海外市

場，香港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但香港
研發人才欠缺，因而希望在南沙籌建海外
總部。 「因為南沙擁有諸多優惠政策之餘
，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包括鐵路公路都修
好以後，往來香港更方便。另外，南沙的
生活成本較低，對人才也有吸引力。」

「一帶一路」概念的創業項目，也得
到了不少深港投資者的青睞。香港天使投

資基金會在深圳設立孵化基地時，首先引
入的就是兩個 「一帶一路」概念項目。一
個是 「Connective.HK」，專門針對初創
企業在進行項目路演、投資者融資談判等
活 動 時 ， 提 供 即 時 翻 譯 。 另 一 個 「
Statigator」，則集合港中大、理大及公開
大學的師生團隊，專注為創業者在產品推
出市場前，提供商業統計及數據分析等。

基金會聯合創始人兼主席沈偉銓表示
，看中的正是 「一帶一路」巨大市場。基
金會亦會幫助創業團隊重新梳理商業模式
，塑造一個能快速打入市場的產品。

創投青睞一帶一路概念項目

前海聯港辦商學院
培訓國際商務專才

南沙自貿服務中心推動走出去

保宏通過提供一站式支付與通關物流
服務，結合香港航運中心分撥這一渠道，
將珠三角的電子產品送往 「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在跨境結算方面，通過香港銀行
支付系統交易的國際接受度更高，因此保
宏和港資銀行也保持着密切合作。保宏負
責人介紹，通過他們的牽線搭橋，有一些
出口產品如今在印度、南非等國家佔據了
當地極大的市場份額。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孫久文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方向是
面向國際，在全世界配置資源以解決經濟
發展的資源環境問題為主要方向。大灣區
城市群在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中應該起
到帶頭作用。其中，香港的優勢在金融、
法律、貿易、商務服務等專業服務領域，
可以瞄準大灣區其他地區發展需求，為這
些地區走向國際化經濟服務。

國際律所早已耕耘內地
以法律服務為例，香港與內地聯手，

幫助中企走出去已有成功案例。華商林李

黎律師事務所是中國第一家香港與內地聯
營律師事務所，今年為深圳市投資控股有
限公司在美國洛杉磯投資創新中心提供了
全方位法律服務，得到高度認可。事務所
主任合夥人舒衛東認為，中國國際化程度
最高的專業服務業就在香港，應該把 「一
帶一路」元素用得更足，讓香港背靠祖國
把業務做得更好。

同時，舒衛東指出，在中國愈加開放
的市場環境中，港律師實際上和國際同行
處於同一起跑線，甚至落後一步。 「30年
前，隨着改革開放，中企有了國際客戶，
這些客戶也將國際律師帶到了中國。但香
港律所並沒有跟國際律所同步進入內地，
反而滯後，這也導致內地企業對香港律師
的認知度並不高。」

需跟上內地「高鐵速度」
粵港聯營律所3年前才成立，而一些

國際大律所在內地已扎根二三十年。舒衛
東坦言，央企是中企往外走的主力軍，但
事實是， 「他們的法律數據庫裏，絕大部

分都是國際大型律師事務所，而不是香港
律師。」

不過，舒衛東說，曾有客戶在歐洲的
項目找到當地律師，但對方 「休閒」的工
作節奏跟企業投融資速度完全不匹配，最
後通過聯營所搭橋換成了中國律師。 「中
國發展迅速，企業效率也進入 『高鐵時代
』」。他指出，內地律師願意自己花時間
鑽研學習、廣交朋友，細心經營業務網絡
，這些都是香港需要加快學習趕上的。

內地多年來奮起直追，本身在不少領
域已趕超香港。深圳建航國際貨運代理有
限公司董事鄭超源直言， 「內地企業素質
越來越高，與國際客戶溝通不成問題，他
們已經可以很方便地對接。」

彙集了100多家跨境電商的南沙自貿
片區，在前年 「雙十一」期間，出貨總量
就達到了100萬單。如今，這樣的交易峰
值對檢驗檢疫部門不再是難題。南沙檢驗
檢疫局官員表示，到香港、德國考察時發
現，內地邊檢現代化管理方式完全不遜於
他們。

藉一帶一路契機 主動服務大灣區

截至今年6月，審理涉港案件
2198件，審理涉廣東自貿區
約54%的案件，審結涉外商
事案件時間縮短近50%；粵
港澳合作的訴調對接中心調
解成功率達64%，其中香港
調解員成功調解案件105件

例2：今年5月，前海 「一帶
一路」 法律服務聯合會收到成
立批覆，聯合全球華語律師為
中企在 「一帶一路」 國家投資
貿易提供國際化法律服務

▲保宏公司工作人員正在檢測將要出口的
手機 記者熊君慧攝

▲華商林李黎律師事務所主任合夥人舒衛
東認為，港律師能更好地服務中企出海

記者熊君慧攝

▲前海灣保稅港區跨境電商示範產業園
記者李望賢攝

▲錢方好近創始人兼CEO李英豪希望
可以在南沙設海外總部 記者黃寶儀攝

▲珠三角電子產品出口 「一帶一路」
國家日益增多 記者張琰清攝

▲前海法院法官（左）在審理案件時與港陪審員
（右）交流意見 新華社

▲香港機場頻密的國際班次仍是南沙進出口企業的物流首選
資料圖片

截至8月底，聯合會已聯
絡近50個國家、70餘個地區
的1000餘名華語律師，已為
數十家企業牽線搭橋推薦華
語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