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 373億美元

2014年 353億美元

2015年 306億美元

2016年 278億美元

2017年 328億美元

2013-2017年
美國對港貿易順差情況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

多家機構日前紛紛下調對今年全球經
濟增長的預測，增幅介乎2.6%至3.4%之間
。邱騰華指出，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爭端
對全球經濟造成影響，沒有任何一個經濟
體能幸免，而香港亦迎來了環球金融危機
以來最大挑戰。但香港是否只能捱打沒有
出路呢？邱騰華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不
否認本港短期內一定會受到不明朗因素的
直接影響，但 「當兩股力量衝擊的時候，
香港的國際空間反而變大了。」

邱騰華強調，香港是全球最開放、貿
易最自由的地方，堅決支持貿易開放。他
進一步指出，過去全球有60%的貿易是無
需關稅的，但這個規律在一年前被美國打
破了， 「大家都在走全球化、自由貿易的
道路，中國也在努力減低貿易壁壘、減少
關稅、開放市場等。」

港可成國家走出去「尖兵」
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貿易逆差論

」，邱騰華認為，若美國經貿政策純粹以
貿易平衡的帳本來看，全球無一幸免，因
在全球超過190個國家中，與美國有貿易順
差的經濟體僅13個，其中香港排名第一。

2017年，美國與香港的貿易順差達328億美
元（約2558億港元）。

邱騰華指出，港商要轉危為機，僅靠
政府並不足夠，還須聯同貿發局、商會，
甚至是與美國商界連成一體，共同應對。
此外，在國家 「走出去」的這條路上，無
論是 「一帶一路」或國家經貿政策，香港
都願做走在前面的 「尖兵」。

重建市場信心的最好時機
談及近期香港的政治爭拗，邱騰華坦

言，確有商會擔心修例風波會否影響市場
的投資情緒，惟他認為，從目前種種數據
看，無論是對港旅遊業還是其他行業
，暫看不到很直接和大幅的影響， 「
相對於中美之間的矛盾，那個影響較
小。」

此外，在邱騰華與不同商會及各行
業人士的接觸當中，他們均認為現時是
一個很好的時機去重建市場信心，向全世
界說明香港現時的情況。除了對外推廣香
港良好的營商環境，重建市場信心，他表
示，港府亦會繼續協助中小企轉型升級，
拓展其他海外市場。

大公報記者 林靜文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的擔憂，加上中美貿易爭端，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邱騰華在香港貿發局傳媒午宴上表示，全球經貿環境陷入
過去20年以來的最大挑戰，對香港整體經貿環境帶來衝擊。惟他
相信，香港作為全球最開放、貿易最自由的地方，有能力可化危為
機，在逆境中找到新出路。而在國家進一步 「走出去」 道路上，香
港亦願做走在前面的 「尖兵」 。

邱騰華：港企須與美商界同抗貿戰
全球經貿陷20年最大挑戰

創新科技最受惠灣區發展
【大公報訊】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發

展藍圖中的重大戰略部署，旨在推進廣東
省九個城市與香港、澳門的深度合作，促
進該地區的融合發展。因此，不少人看好
大灣區發展前景。畢馬威、滙豐及香港總
商會的聯合調查顯示，77%受訪者預計大
灣區的經濟增長將超越內地其他地區，
70%受訪者預計大灣區將在未來三年有助
其業務擴張計劃。調查並預計，大灣區可
為所有行業創造商機，三大最能夠受惠的
行業分別為：創新科技（53%）、貿易與
物流（45%）及金融服務（44%）。

面對中美貿易戰令外圍環境不明朗，
畢馬威香港區管理合夥人劉麥嘉軒表示，
現時出口佔內地GDP比例僅為18%，遠低
於2006年的35%，隨着大灣區推出更多措
施，企業可發掘更多區內商機，特別是區
內的科技及創新行業可產生協同效應，加
上大灣區可配合 「一帶一路」發展，有望
在貿易戰下帶來新經濟增長動力。

調查顯示，受訪者指出大灣區能夠帶
來多個好處：68%稱大灣區商機龐大，
53%認為大灣區可集中資源，實現更大協

同效應。三大最能夠受惠的行業分別為：
創新科技（53%）、貿易與物流（45%）
及金融服務（44%）。

調查進一步指出，在大灣區最具潛力
的領域是創新科技：無論規模大小，所有
企業都將獲得發展機遇。借助深圳先進的
高科技製造業與香港成熟的金融市場，大
灣區倡議將可能令該區成為環球科技及創
新中心。

約81%的創新科技行業受訪者認為，
受惠於大灣區未來三年的發展，他們的企
業將實現增長，其中23%的受訪者預計增
長將超過10%。同時，貿易和物流業的受
訪者認為，大灣區的發展提供更多商機（
66%），通過集中資源產生更大協同效應
（48%），並且促進資金和貨物自由流動
（44%）。

金融服務業受訪者中，82%預計他們
的企業將在未來三年內隨着大灣區發展而
實現增長，其中，34%預計增長將超過一
成。受訪者對行業的前景也同樣持樂觀態
度，73%認為金融服務最有可能從大灣區
發展中受益。

【大公報訊】記者李永青報道：貿易
戰發生年多以來，暫時對香港出口商影響
有限，但若情況惡化，美國對所有中國產
品徵關稅，且稅率升至25%，屆時不少中
小型出口商好可能 「玩完」，或轉型做貿
易商。商會人士建議，政府設法協助港商
開拓內銷市場，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以
彌補出口訂單的損失。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表示，不少
出口商早已有心理準備應對貿易戰，過去
一直與買家洽談加徵關稅後的安排，加上
搬廠非一時三刻可完成之事，在雙方共同
努力、互助互讓下，在過去年多時間，大
多順利過關。

然而，隨着一些財力雄厚的大廠在海
外完成設廠後，部分無力在外國設廠的中
小企，其訂單肯定會漸漸流失，因為不少
買家已明言，必須在海外有廠房，才會提
供新訂單。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巢國明表
示，擔心一些中小企訂單將流失，故多次
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支援，特別是在這個非
常時期，應以靈活手段施援，政府可考慮
出資成立香港（東盟）工業園，向位於東
盟已落成的園區，承租部分廠房，再用特
惠價格租給中小企，支持中小企在東盟建
立生產線。他說，多名商會人士支持有關

建議，冀政府詳細考慮。
另外，早前政府已為 「中小企業市場

推廣基金」和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
展內銷市場（BUD）的專項基金」注資，
並提高申請項目的資助上限金額和擴大資
助範圍，令更多中小企受惠。巢國明建議
，政府可考慮將 「BUD專項基金」的適用
範圍擴大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再者，巢國明認為，中央大力支持發
展大灣區，政府應多走一步，考慮向香港

生產力促進局或香港貿發局撥款，讓他們
在大灣區的九個內地城市設立香港經貿中
心，再以特惠或象徵價格承租給港商、商
會及專業團體、初創公司、專業人士，促
使該中心成為港商、初創人士及專業人士
的聚腳地，並加大宣傳力度，令中心廣為
人知，使中心成為灣區內地九城市與香港
經貿合作的橋樑，以便港商更易打入這個
龐大市場。

商會冀政府助攻內銷市場

貿發局協助港商措施
•舉辦免費研討會及培訓工作坊，並在貿發局網站建立有關中美貿易戰專頁，詳

列有關貿易政策、市場研究、資助計劃等最新資訊

•協助香港生產商探索其他採購及生產方案，如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工業
園建立替代生產線，重整供應鏈

•協助港商開拓新市場，以及擴展現有市場，並以 「粵港澳大灣區」 作起點，進
軍龐大的內銷市場

•在成熟市場主要的國際貿易展覽中，提升香港產品形象及品牌知名度

•提升貿發局展覽和採購平台的國際性，積極招攬更多國際買家來港採購

【大公報訊】為應對目前經濟不明朗
因素及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營商挑戰，香
港貿發局新任主席林建岳（見右圖）昨日
表示，會協助港商多元發展，從挑戰中發
掘商機，同時幫助港商做好裝備，抓緊 「
粵港澳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帶來的機遇。他指出，貿發局可助港商以
「粵港澳大灣區」作起點，進軍龐大的內

銷市場。
中美貿易關係近日有所緩和，但林建

岳認為，中美兩國將繼續在科技發展上較
勁，貿易摩擦亦會持續，呼籲港商必須做
好準備適應轉變。他表示，過去香港中小
企在內地設廠，較依賴美國市場， 「現在
這個市場有困難，就要拓展其他市場，如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東盟市場等。」

隨着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他指出，這為
港商拓展內銷市場提供機遇，強調香港經
濟基礎仍然穩健。

貿發局計劃今年9月赴美國洛杉磯舉行
國際旗艦推廣活動 「邁向亞洲 首選香港
」，林建岳稱，儘管面對眾多不明朗因素
，惟期望 「到時可以讓大家對香港有信心
，香港不似外面看到的那麼亂。」他鼓勵
外商善用香港平台的優勢，拓展大灣區和
內地市場。

在過去50多年，香港貿發局一直支持
香港中小企的發展。林建岳稱，會繼續利用
貿發局全球50個辦事處的網絡，協助港商
發展。他重申，貿發局來年的優先目標是協
助香港企業開拓新市場，探索建立新的製
造業投資合作夥伴關係和不同的供應鏈模

式，以提高港商的營運能力和競爭力。
另方面，今年貿發局的展覽活動亦取

得不俗的成績。在新的財政年度，貿發局
至今舉行了8項展覽會
，總買家人數按年增
2%，當中以中國內
地、泰國、沙特
阿拉伯、巴西的增
長最為可觀；成熟
市場方面，法國
和日本亦錄得顯
著升幅，而美
國買家的數
目亦維持
穩定。

林建岳：貿戰未完 力助港企拓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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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裕慶報道：評級
機構穆迪確認香港的 「Aa2」長期發行人
及優先無抵押債務評級，評級展望維持為
「穩定」。

穆迪解釋，支持 「Aa2」長期發行人
評級的因素，是穆迪認為香港的財政和外
部緩衝仍然非常強勁，這反映了政府的債
務負擔極小、財政儲備龐大、外匯儲備充
足。

這些緩衝可幫助抵禦衝擊和負面的長

期趨勢，當中包括人口迅速老化、全球貿
易的潛在急劇放緩，以及中美緊張局勢下
全球貿易和投資安排面臨的長期風險。

此外，香港的發行人評級的 「穩定」
展望，反映了其風險相對於 「Aa2」評級
而言處於較為均衡的水平。穆迪表示，由
於存在經濟、金融和政治上的聯繫，香港
容易受到內地的發展所影響；部分發展動
向為香港帶來經濟機遇，例如新設立的粵
港澳大灣區。

環球經貿談
全球經濟下行，

加上中美兩國之間的
貿易爭端，全球經貿
環境陷入20年來最大
的挑戰

香港經濟
短期受到不明朗因素

的直接影響，但香港是全
球最開放、貿易最自由的
地方，當中美兩股力量衝
擊時，國際空間反而變大

談 未來出路
國家 「走出去」

的這條路上，無論是
「一帶一路」 或國家

經貿政策，香港都是
走在前面的 「尖兵」

談

邱騰華重點言論表

▼邱騰華表
示，香港作
為全球最開
放、貿易最
自由的地方
，有能力可
轉危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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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出口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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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維持香港Aa2評級

▲調查指出，在大灣區最具潛力的領域是創新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