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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法律專業服務 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今年是共
建 「一帶一
路」 倡議提出
十周年。為攜

手各方共商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機遇和新進程，香港特區政府
和貿發局日前共同主辦第八屆 「一
帶一路」 高峰論壇。

本屆論壇來賓代表團多達100
個，近6000名各國及地區人員出席；
至少10個國家的政府高層代表出席；
簽署的合作備忘錄將多達20份。這
幾項數字都創下歷屆最高紀錄。同
時，超過35家央企領導、超過260人
參與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
會及中央企業領導代表團，陣容亦
超越歷屆。

積極推動「五通」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丁薛祥以視頻方式出席開幕
式並發表主旨演講。丁薛祥副總理
指出，中央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
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
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
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在共建 「一
帶一路」 中發揮更為重要功能。

丁薛祥副總理對香港提出 「四
點希望」 ，希望香港深化區域合作，
進一步拓展經貿網絡；希望香港完
善金融服務，進一步推動資金融通；
希望香港聚焦專業服務，進一步發
揮人才優勢；希望香港深化人文交
流，進一步促進民心相通。 「四點
希望」 為香港發揮優勢、深度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提供了方向和
指引。

今屆論壇首次設有 「金融篇章」
及 「青年專章」 ，推動 「一帶一路」
倡議的金融服務、創新科技及青年
的創業機遇展開探討。隨着互聯互

通持續擴大，進一步將金融服務輻
射至東盟、中東等國家與地區。積
極推動 「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
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的
「五通」 工作。

香港具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 得天獨厚的優勢，是內地與海
外國家的 「超級聯繫人」 。成功舉
辦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突顯了
香港作為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樞紐城市以及 「一帶一路」 重要節
點的高端定位；昭示了國家對香港
的重視和保持香港國際化發展的決
心。而特區政府亦充分利用本身所
長，貢獻國家所需，全力推進 「一
帶一路」 建設工作，成為 「一帶一
路」 的積極參與者、貢獻者、受益
者。

本屆論壇尤令人矚目的是來港
參與出席會議的中東及東盟地區政
要人數是歷年最多，成為論壇最大
亮點之一。

東盟和中東是香港發展商貿，
聯通世界的重要着力點，也是 「一
帶一路」 開展成效最高的地區。

行政長官今年率團先後訪問這
兩個地區，促成香港與不同企業和
機構簽署40多份合作備忘錄和協
議，取得一系列豐厚成果，包括有
香港企業為中東提供氫能汽車、氫
能加氣站，有企業提供節能環保和
城市設計，亦有企業計劃做酒店的
合作業務，這都反映中東蘊含豐富
商機。

事實上，中東地區是陸上絲綢
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中
東也是世界能源中心，是中國能源
供應的主要基地。中東的地緣和戰
略位置使之在世界政治、經濟和軍
事上居於要塞地位。這一地區集中
了22個阿拉伯國家兩億多人口，市
場廣大，潛力無限，是 「一帶一路」

的天然合作夥伴。沙特阿拉伯和阿
聯酋分別是中國在中東地區的第一
和第二大貿易夥伴，而中國是沙特
和阿聯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而東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
站，是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戰略
要衝。東盟多國與中國接壤，一直
是中國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地區。
隨着RCEP效應，目前東盟事實已經
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東盟各
國，尤其是星、馬、泰、越半個多
世紀來與香港商貿來往也十分密切，
無論從陸地，或是海上，都是 「一
帶一路」 的重要節點國家。

改變奉西方為圭臬舊觀念
「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十周年，

實踐證明， 「一帶一路」 是一項高
瞻遠矚的創舉。這幾年來，由於美
國掀起貿易戰，使我國的外貿面臨
壓力，但 「一帶一路」 開闢了一條
與世界150多個國家合作，互通互
利，開放包容、共同發展的新路。
十年來，中國已與152個國家和32個
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合作文
件，與沿線國家雙向投資累計超過
2700億美元，形成了3000多個合
作項目，建成80多個境外經貿合
作區。中國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
家貨物貿易額亦從1.04萬億美元擴
大到2.07萬億美元，年均增長8%。
沿線國家、地區產業鏈供應鏈合作
更加密切，中間產品出口佔中國對
沿線國家出口比重由49.8%升至
56.3%。

可以想像，如果沒有 「一帶一
路」 ，而堅持把外貿押在以美國為
首的西方國家，今天我國的經濟發
展將受到怎樣傷筋創骨的傷害。香
港也應該改變過往奉西方為圭臬的
觀念，抓緊 「一帶一路」 的重大機
遇。

與世界各地開展更緊密交流合作 一帶一路是香港興動能新機遇

歐盟對華電動汽車動手是揮拳自傷
歐盟揮動 「貿易大

棒」 要對中國電動汽車
「下手」 。

9月13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
向歐洲議會發表的年度 「盟情咨文」 中，
宣布對中國電動汽車啟動反補貼調查。她
認為，中國電動汽車價格便宜，是因為國
家補貼扭曲了價格，影響了歐洲汽車市場
的公平性，因此歐盟有必要採取反補貼調
查保護歐盟電動汽車商云云。

馮德萊恩講得冠冕堂皇，實則是以保
護主義破壞市場公平。有歐洲媒體認為，
這標誌着歐洲在去全球化時代，從全球最
大的自由貿易集團轉向建立貿易壁壘的又
一步。美國媒體則直言不諱，歐洲對中國
電動汽車的攻擊是在 「玩火自焚」 ，傷害
了歐洲消費者，也影響了中企在歐洲的投
資意願。

中國商務部表示高度關切和強烈不滿，
認為歐盟的發補貼調查將嚴重擾亂和扭曲
包括歐盟在內的全球汽車產業鏈供應鏈，
並將對中歐經貿關係產生負面影響。

歐盟是清潔能源的鼓吹者，馮德萊恩
也承認電動汽車對歐盟雄心勃勃的環境目
標的重要性。中國的電動汽車只會對歐盟
市場帶來良性競爭，讓歐盟消費者有更多
選擇。

所謂「自由貿易」只是謊言
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進行反補貼調查，

不僅是典型的保護主義，也是歐盟濫用權
力干預市場競爭的行為。這讓歐盟陷入難
堪：其一貫的自我標榜成為虛偽謊言（追
求自由貿易、反對權力干預市場、追求環
保主義），而且也會損害中歐貿易關係。
更重要的是，歐盟對華電動汽車 「下手」 ，
將推升中國電動汽車進入歐盟的關稅，使
得中國電動汽車零售端價格高企，增加歐
盟消費者的購車成本。

諷刺的是，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 「下
手」 ，在歐盟內部也有嚴重分歧。此舉主
要是由法國發起，不斷攛掇歐盟委員會對
中國電動汽車發動 「貿易戰」 。但是，像
德國這樣的傳統汽車大國，卻極力反對歐

盟對華電動汽車發動反補貼調查。一方面，
德國傳統汽車在中國市場的布局是成功的，
也在和中國電動汽車進行新的戰略合作。
另一方面，德國電動汽車業在歐盟市場也
需要中國電動汽車作為 「磨刀石」 強化產
業競爭力。面對中國電動汽車剛剛在慕尼
黑車展上的 「華麗亮相」 ，德國總理朔爾
茨為德國汽車 「打氣」 ──該國將提供價
值1100億歐元的激勵計劃，鼓勵德國汽車
和中國競爭。

德國做法值得歐盟深思，更值得法國
借鑒。這才是面對中國電動汽車應有的格
局，當然德國總理的說法無形中也打了歐
盟的 「臉」 。德國超過千億歐元的激勵計
劃，是否通過國家補貼對中國或其他國家
的電動汽車形成不正當競爭呢⁉這也正是
德國等歐盟國家反對歐盟對華汽車 「下手」
的原因，將導致中國的報復。由於出口到
歐盟的中國電動汽車，不僅是比亞迪、小
鵬等中國品牌汽車，還包括在中國生產的
美國特斯拉和德國大眾電動汽車。歐盟對
華電動汽車 「下手」 ，也連帶動了德國和

美國電動汽車的 「奶酪」 。

「死道友不死貧道」行為
故而，馮德萊恩不負責任的一句話，

除了帶來 「外傷」 （中美電動汽車）也造
成了 「內傷」 （中國產德國電動汽車），
更會引發全球電動企業產業的連鎖反應，
給歐盟帶來內外交困的貿易難題。因此，
無論是德國還是歐盟委員會內部，對於法
國攛掇歐盟對華電動汽車 「下手」 ，認為
是 「惹是生非」 。相比德國汽車在中國和
歐盟市場的成功，法國汽車的表現堪稱平
庸。習慣自視為歐盟老大的法國，也許要
通過這種反智的方式，彰顯自己的存在。
何況，對中國汽車 「下手」 ，傷害最大的
是德國汽車，而非法國汽車。這種 「死道
友不死貧道」 的行為，折射的是歐盟內部
的分歧和矛盾，也說明歐盟政策的混亂性。

當然，歐盟對中國汽車 「下手」 ，也
是歐盟缺乏自信和焦慮的體現。歐盟向來
重視清潔能源和發展新能源汽車，但是相
比中國電動汽車的異軍突起，歐盟產生了

嚴重危機感。特別是本月初開幕的慕尼黑
車展上，中國參展的電動汽車品牌佔比
41%。對此，大眾、雷諾、寶馬等歐盟老
牌車企負責人紛紛表示，中國電動汽車已
經 「領先我們（歐盟）一代人」 ，加之美
歐主流媒體對中國電動汽車刻意的 「集體
捧殺」 ，讓歐盟產生了焦慮和危機感。法
國作為歐盟 「老大」 ，汽車產業缺乏生機
活力，故而將中國電動汽車作為靶子，添
油加醋攛掇歐盟對華電動汽車 「下手」 。

雖然中國電動汽車產銷兩旺，尤其是
汽車出口成為全球第一。但是中國電動汽
車（國產品牌）在歐洲汽車總銷量中所佔
比例不到3%。所以，法國的鼓噪，歐盟的
焦慮都是杞人憂天。以莫須有的理由對華
電動汽車 「下手」 ，中國也會出手 「還
擊」 ，歐盟能夠承受揮拳自傷的代價嗎？
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認為，歐盟應該對中
國電動汽車採取一種 「更平衡的方式」 ，
多關注 「強有力的產業戰略」 ，而不是貿
易保護主義的手段。

國際關係學者

第八屆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一連兩日在香
港舉行，本屆論壇以 「攜手十載 共建共贏」 為
主題，吸引了數千名嘉賓出席，充分體現了各國
對香港特區重要角色的重視，這也是香港獨特價
值的體現。展望未來，香港要進一步抓緊共建 「一
帶一路」 的新機遇，用好自身優勢和中央支持，
不斷與世界各地展開更緊密的交流合作，以己之
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不斷推動香港發展邁向新
階段。

自2013年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以來，
得到世界各地人民越來越高的認同。據世界銀行
報告顯示，共建 「一帶一路」 使參與的經濟體的
貿易增加4.1%，吸引外資增加5%，使低收入國
家的GDP增加3.4%。而受益於 「一帶一路」 建
設，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GDP佔全球份額提高
了3.6個百分點。這些數字正反映 「一帶一路」 在
促進和深化國際合作、推動全球互聯互通、拉動
世界經濟增長等各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
十年來， 「一帶一路」 朋友圈不斷擴大，中

國已與18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
建 「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經貿合作取得纍纍碩
果。十年來，香港參與助力共建 「一帶一路」 也
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香港一直是 「一帶一路」
的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扮演了 「合作平台
的搭建者」 、 「思想交流的促進者」 以及 「解決
方案的提供者」 等重要角色。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丁薛祥以視頻方式出席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
講，強調中央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
在共建 「一帶一路」 中發揮更為重要的功能，並
對香港更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 提出 「四點希
望」 。各界需要緊緊抓住 「一帶一路」 帶來的重
大機遇，充分發揮好 「內通外聯」 的獨特優勢，
努力把香港建成為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的重
要樞紐和關鍵節點。

事實上， 「一帶一路」 不僅為香港發展帶來
新動能，亦是香港以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的
重要途徑。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發展，支持香
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對香港鞏固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
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更便捷的
國際聯繫，在共建 「一帶一路」 中發揮更為重要
的功能。

新市場、新路向、新機遇
隨着香港開啟由治及興新階段，為更好激發

香港 「興」 的動能，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
「一帶一路」 就是大有可為的平台，現在正是深
度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的大好時機。

受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委託，國務院港
澳辦副主任、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出席高峰論壇並
致辭，鄭雁雄主任在致辭中鼓勵香港發揮四大優
勢：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與世界各
地開展更加緊密的交流合作，以更深入的國際化
推動更有效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高度自由
開放的優勢，在營造自由開放便利法治的國際化
營商環境上下功夫，當好連接內地同世界各地的
重要橋樑與窗口；發揮國際規則暢順銜接的優勢，
積極提供金融、法律、會計、諮詢、管理等專業
服務，為高質量建設 「一帶一路」 牽線搭橋；發
揮多元文化交融薈萃的優勢，當好東西方文化藝
術交流的橋樑紐帶，促進各國文化交流、文明互
鑒、民心相通。

事實證明，香港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 越深
入，香港的獨特優勢越凸顯，香港對國家的貢獻
越大，香港也就越能在這過程中獲得自身的更大
發展。回望過去，香港的每次崛起都是在世界變
局中實現的。 「一帶一路」 是香港需要尋找的新
市場、新路向、新機遇，是香港必須把握住、且
能夠把握住的重要機遇。

香港正致力於擁抱 「一帶一路」 的廣闊前景，
努力成為 「一帶一路」 的 「超級聯繫人」 ，爭取
成為聯通內外的功能平台，繼續發揮自身優勢，
不斷加強與 「一帶一路」 共建國家在貿易投資、
創新科技和基建發展等各個領域的合作，共建共
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主席

有話要說
陸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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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和貿易發展局共同主辦
的第八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在
香港舉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丁薛祥以視頻方式出席論壇開幕式
並發表主旨演講。丁薛祥副總理在演講中
表示，中央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
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
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
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
在共建 「一帶一路」 中發揮更為重要的功
能。

丁薛祥副總理並向香港提出了 「四點
希望」 ：希望香港深化區域合作，進一步
拓展經貿網絡；希望香港完善金融服務，
進一步推動資金融資通；希望香港聚焦專

業服務，進一步發揮人才優勢；希望香港
深化人文交流，進一步促進民心相通。

提供迅捷爭議解決方案
香港是國際化的司法管轄區、法律實

踐領先者，走在國際司法合作前沿。筆者
認為，丁薛祥副總理特別強調支持香港維
護普通法制度，可望推動香港加快成為商
務糾紛處理中心。而且香港律師擁有中英
雙語優勢，具有豐富的跨境服務經驗，不
僅對香港法律熟悉，對普通法系、國際法、
慣例，甚至對大陸法系及其他一些國家的
法律體系和融資方式，都不陌生。尤其是
不少香港法律專才擁有完善的國際網絡和
豐富的處理跨境法律問題經驗。香港更有
專業的調解、仲裁與審裁服務，提供迅捷
爭議解決方案。

在香港眾多的專業服務中，法律服務
無疑是一塊金漆招牌。國家 「十四五」 規
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

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香港法律專業人才，
能夠為 「一帶一路」 的基建發展專案提供
優質的支持服務。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題為 「國際法律
合作」 的專題分組論壇上表示，憑藉國際
社會熟悉的普通法制度、司法獨立及專業
法律人才匯聚等優勢，香港在協助建立良
好國際法律環境以助力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方面，扮演獨特角色。他認為，香港
要加速成為商務糾紛處理地區，可以使用
中國香港的名稱，達成各種國際協議。香
港有很多法律專業人員，對普通法有深刻
了解，亦了解大陸法，故香港對國際十分
有吸引力。希望所有國家都可以於香港交
流，香港是內地及國際的 「超級聯繫人」 ，
可以作為解決糾紛的地方。支持香港發展
網上仲裁中心，希望所有企業均可以使用，
不只中小企。並重申，根據基本法香港可
以有自己獨立的司法體系，可以在 「一帶
一路」 提供高質素法律服務。

在國際商貿、知識產權、航運，以及
國際仲裁等多個與 「一帶一路」 相關的範
疇，香港法律界的優勢在於擁有豐富的專
業知識。 「一帶一路」 沿線的國家、民族
和地區之間不但文化有異、語言等不同問
題。在這方面，香港律師由於多年來身處
多元文化和國際化的大環境，經常接觸到
各地商人，熟悉他們的喜好、習慣、困難
和誤解等等，因此在處理國際商貿、知識
產權以及國際仲裁等方面更顯得心應手。
而本港已經與內地達成共9項民商事司法
互助的安排。截至9月6日，經香港國際仲
裁中心提出的保全申請99份，涉及內地34
家法院，請求保全資產總值達250億元人
民幣。

不斷提升自身專業競爭力
香港沿用國際商貿界熟悉的普通法制

度，而且法律制度完全獨立，因此廣被認
同為辦理業務合約或處理各類糾紛的理想

地點，反映了各國對香港法律的信任和肯
定。現時已有超過200項國際條約和協議
適用於香港，按照國際慣例法的規定，也
可納入普通法內。而且香港作為國際仲裁
中心，擁有國際知名、不同國籍的仲裁員；
其國際仲裁中心完全獨立，不受任何一方
干預。香港《仲裁條例》在2015年作出
修訂，緊貼國際認可的調解程序，並獲公
認為世界上最完備的仲裁法例之一。在香
港所作的仲裁裁決可在所有簽訂《紐約公
約》的150個國家和地區執行。而《內地
與香港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於2000
年生效後，香港的仲裁裁決亦可在內地執
行。

香港各界要深刻理解 「四點希望」 ，
法律等專業界更要把握好機遇，在助力 「一
帶一路」 的同時，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
實現自身更好的發展。

律師、吉林省政協委員、香江聚賢法
律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