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推動跨國公司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2021
跨國公司投資廣東年會昨
日在廣州開幕，會上成功
簽約27個重點項目，投資
總額超過1000億元（人民
幣，下同）（約1203億港
元），涵蓋新材料、半導
體、環保科技、新能源等
眾多戰略性新興產業，其
中多個來自香港的項目。
與會跨國公司及商會負責
人均表示，全球經濟形勢
不確定性與中國經濟亮眼
表現，特別是粵港澳大灣
區國家戰略帶來新機遇，
未來持續看好中國市場，
將加碼在大灣區投資。

大公報記者 敖敏輝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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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重注灣區 斥1200億投27項目
首屆投資廣東年會開幕 電子信息新能源業吃香

2021年跨
國公司投資廣
東年會舉行期

間，外資加碼投資大灣區，27個
大項目簽約總投資1000億元，涉
及新材料、新能源、電子信息等
眾多新興產業。香港中小型企業
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巢國明認
為，這顯示出外商非常看好廣東
省的經濟前景，特別是中央推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後，
迅即引起各界關注，料大灣區未
來仍是港商投資內地的首選地。

巢國明指出，廣東省是全國
經濟發展最佳地區之一，而大灣
區更是省內最具經濟實力的地
區，因此大部分港商十分看好大
灣區潛力，如何用好中央政策，
是特區政府及商會要深入做好的
功課。

港商：內地投資首選灣區
看好前景

在粵開展業務的世界
500強數量：

世界500強主題在粵第三產
業投資註冊資本五大領域：

在粵世界500強
產業分布：

世界500強
在粵投資企業數量：

世界500強對粵製造業投資
註冊資本前五大行業：

數看世界500強
企業對粵投資

350家，其中境外232家

2412家，其中境外企業

1048家

第一產業（0.1%）、第二產

業（27%）、 第 三 產 業

（72.9%）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369.9億
美元）、金融業（332.8億美
元）、房地產（181.9億美
元）、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

（172億美元）、批發和零售

業（136.4億美元）

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
製造業（39.7億美元）、通用設

備製造業（37.6億美元）、電氣

機械和器材製造業（34.3億美
元）、汽車製造（19.5億美元）、
石油、煤炭和其他燃料加工業

（18.2億美元）

註：數據截至2020年12月

本次首屆跨國公司投資廣東年會由廣東省政府主
辦，廣東省商務廳承辦，除了廣州主會場，還在香港
和澳門分別設立分會場，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等
城市分別作了專題推介。美國、日本、韓國等16個國
家和地區的超過200家跨國企業和機構參與。

貿發局東莞設港商服務點
數據顯示，廣東是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的首選地，

截至2020年12月，廣東累計吸收外資近5000億美
元，佔全國五分之一，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27萬
家，規模居全國首位。其中，世界500強企業中，有
350家在粵開展業務。

從活動簽約項目來看，以電子信息、新材料、新
能源等20戰略性產業為主，廣州、深圳簽約項目佔據
較大比例。多個項目有香港元素，如東莞香港中心項
目，計劃投資約30億元，將打造為一個具有濃厚香港
特色及專業人才服務體系的高質量社區。將引進香港
貿易發展局在東莞設立港商服務點，更好地為在莞港

企服務。同時還將建設一個香港風格的會所，成為港
商及其他外商聚集交流的平台。

新華集團亦與廣東省商務廳簽署戰略協議，簽約
一攬子投資項目，在科技、環保、文旅、大健康等方
面布局大灣區。

新華科技集團執行總裁孟霖介紹，比如，南沙之
星項目在南沙投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新一代集成電路
創新研究院，與粵科集團等機構發起成立粵港澳大灣
區綠色技術銀行，與廣州開發區知識城集團發起粵港
澳大灣區大健康基金等。

值得一提的是，為進一步創新招商引資工作機
制，面向發達經濟體加強產業集群招商，廣東省商務
廳從國內外經濟界、工商界中挑選22位知名人士，聘
請擔任廣東省首批全球招商顧問。同時，由廣東省商
務廳與中新廣州知識城共建的 「世界500強企業家俱
樂部」 也揭牌，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談及投資大灣區的原因，科萊恩（Clariant）全
球副總裁、中國區及亞太區總裁Andy Walti接受《大

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得益於中國政府有效的疫情
防控舉措和雙循環戰略，中國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化
工行業需求旺盛。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有利於建立
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成為中國參與國際
經濟合作的新平台新高地。

松下擴建五廠 續加大投資
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和融合發展，也給跨國企業

帶來新機遇。賽諾菲巴斯德（Sanofi）大中華區總經
理張和平在論壇上表示，大灣區對生物製藥產業政策
支持體系多，也在不斷推出先行先試的措施和機制。
該公司期待抓住大灣區建設機遇，首先服務大灣區居
民，再進一步輻射到全中國。

無獨有偶，廣東省首批全球招商顧問之一的松下
集團副社長本間哲朗表示，松下集團受益於廣東改革
開放，對大灣區建設充滿信心，儘管疫情來襲，但去
年以來，松下正先後擴建位於廣州、江門、珠海、順
德的5家工廠，持續加大投資。

▲首屆跨國公司投資廣東年會由廣東省政府主辦。圖為廣東省聘請首批全球招商顧問。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攝

受惠海外需求理
想，香港出口貨值上
月同比大升25.9%，

與市場預期相若。商會人士指出，海外
訂單不俗，但東南亞地區疫情嚴峻，及
內地限電影響，擔心生產受阻，如何保
證準時交貨，令廠家感到非常頭痛。

商會人士指出，上月出口表現與預
期相若，很多廠家仍加班生產，但近期
內地限電，令很多在內地設廠的廠家叫
苦連天，因 「開二停五」 或 「開四停
三」 ，均嚴重打亂生產部署，一些有自
備發電機設備的工廠，生產相對較順
利，但燃料成本一定高過市電，令生產
成本急漲，至於小部分取得 「零碳中和

憑證」 的工廠，可以維持正常運作。
他透露，現時仍是電子業和成衣業

的生產旺季，停工影響十分巨大，若未
能如期交貨，客戶必會追討損失，這將
令廠家承受很大財政壓力。再者，若內
地為達減排目標，而將限電常態化，可
能打擊整個工業生產鏈。

輸往內地增長30%
繼今年7月錄得26.9%的按年升幅

後，8月商品整體出口貨值為4337億
元，較去年同月上升25.9%。同時，繼
7月錄得26.1%的按年升幅後，8月商品
進口貨值為4600億元，較去年同月上
升28.1%。8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263

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5.7%。
政府發言人表示，8月商品出口貨

值續見25.9%的顯著按年增長，輸往內
地、美國、歐盟及許多其他亞洲市場的
出口明顯上升。展望未來，環球經濟復
甦及區內貿易往來暢旺，應在短期內繼
續惠及香港的出口表現。然而，環球疫
情發展仍然為經濟前景帶來不確定性，
中美關係、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等其
他風險因素也須關注，政府會密切留意
相關情況。

按地區分析，輸往亞洲整體貨值上
月升28.7%，尤其是中國台灣升
49.6%，中國內地升30%，韓國增長
39.8%、泰國增幅達37.5%。

港出口升25.9% 商家憂生產不繼

香港進出口近年增長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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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口市場上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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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不俗

【大公報
訊】記者敖敏
輝廣州報道：

世界貿易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及經
濟研究和統計司司長羅伯特．庫
普曼昨日在2021跨國公司投資廣
東年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
全球需求的增長正對供應鏈構成
壓力，雖然在供應方面有改善的
趨勢，但與亞洲、非洲加快復甦
相比，歐美出口疲軟，這可能導

致全球貿易失衡，不排除引發又
一輪貿易衝突，要高度關注各種
貿易壁壘的出現。

羅伯特．庫普曼指出，去
年，全球整體貿易額按價值計算
下降8%，但也有亮點，比如醫
療產品貿易增長16%，農產品增
長1%。當前，全球製造業採購
經理指數已經開始趨向平穩，就
業指數和未結訂單同樣如此，商
品價格和投入價格開始趨穩。

高度關注

世貿專家：歐美出口弱 恐壁壘重現

世銀調升中國今年GDP增速至8.5%
世界銀行

昨日發表報告
表示，今年中

國經濟增長預期，由4月的8.1%
上調至8.5%，明年增長預測則
維持5.4%，主要反映基數效
應。

世銀在報告中提到，隨着中
國退出宏觀經濟支持政策，未來
兩年經濟增長將會逐步放緩，也
擔心經濟復甦正失去動力。

世銀調高中國今年經濟預測
的同時，卻調低了東亞及太平洋
地區（不包括中國）的經濟增長
展望，由4月的4.4%下調至
2.5%。世銀認為，新冠肺炎變
種病毒擴散，重創該地區製造業
和旅遊業，而且疫苗接種率低，
拖慢經濟復甦步伐。

世銀相信，在中國強勁經濟
的帶動下，該區域整體增長率預
計為7.5%。

增長強勁

在新冠疫情及供應
鏈改變這兩大因素驅動
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

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表示，預期疫情結
束後，將會出現一系列 「東移」 新趨勢，
需求東移、供給東移、創新東移、服務東
移、資本東移、金融貨幣合作東移，有望
為粵港澳大灣區帶來歷史性機遇。

張燕生昨日出席 「香港銀行家峰會
2021」 ，並透過視像方式發表演說，分

析粵港澳大灣區未來30年的發展前景。
中國政府現時對經濟發展的要求，是更為
重視發展質量、提倡以科技創新作為主要
動力之一，加上在促進國內國外雙循環的
背景下，深耕東南亞市場和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發展策略，也有利大灣區的未
來發展。他又說，香港的大學、應用科技
研究院、科技園等優勢與國家科技創新、
製造強國、大灣區綜合國家科學中心相結
合，將培育出新增長點和新優勢。

學者：供應鏈東移 逢歷史機遇
發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