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的經濟學都
會告訴你，規模經

濟很重要，如果只是在香港這麼小的市
場內循環是不行的，一定要到周邊，特別是

大灣區尋找新的合作夥伴和投資機遇。」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亞洲

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指
出，香港經濟融入大灣區發展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這讓香港有機會釋放本身的軟硬實力，解決香港面
對的經濟困局。他建議香港要利用好 「一國兩
制」 、普通法、國際化等軟實力的優勢，扮
演好中國和其他地方，特別在當前地緣

政治條件下，與 「一帶一路」 沿
線國家的橋樑角色。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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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灣區優勢 實現經濟轉型
港大教授鄧希煒：發揮軟硬實力 突破困局

大灣區 5周年 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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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之言

▼▼有經濟學者認為有經濟學者認為，，融入大灣區發融入大灣區發
展展，，香港才能有機會把自身的軟硬實香港才能有機會把自身的軟硬實
力釋放出來力釋放出來。。圖為廣州珠江兩岸圖為廣州珠江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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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發展有助解決中等收入陷阱 善用一帶一路機遇開拓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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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立法會否影響學術
交流？鄧希煒向記者直言，

他從專業領域的角度，看不到
23條立法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

我都是用數據去研究經濟發展，從
公開的數據得出結論。」 而在經濟、工商管理
的領域，內地與香港的交流也越來越多，並沒
有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他說，自己不是專
家，但現在仍在諮詢期，希望諮詢期結束後，
政府會進一步對立法進行解說。

在學術交流的層面，鄧希煒指出香港也有
不少發揮空間，可以幫助改善中美關係。在亞
洲環球研究所，他們與美國的一些智庫合作，
希望吸引更多歐美專家，甚至一些企業的代表
來香港和國內看一看，讓他們知道這裏的情況
其實沒有在美國聽到的那麼負面。

香港仍是各地升學首選
早前有聲音擔心建設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

紐 「錢從何來」 ，認為增收外地學生未必能覆
蓋成本。鄧希煒認為，不需要每件事都從經濟
成本出發，應着眼長遠經濟效益。特區政府雖
然補貼本科教育，但對於非本地生的學費，其
實可以研究出一個令收支平衡的方案。而除了
本科生，對於碩士和博士生，更不存在需要蝕
本辦學的情況。

鄧希煒指出，對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來
說，香港還是升學的首選。 「如果你一定要找
一個美國的白人（才叫國際化），那今時今日
是比較難的。」 但他的MBA課堂上，有印度
人、以色列人，也有來自中東、東南亞、日
本、韓國的學生，絕對很國際化。

全球經濟發展在亞洲
談到學生選擇來港理由，鄧希煒認為，一

是覺得商學院的學習經驗和能得到的人際網絡
能幫助學生的事業發展；二是未來全球經濟發
展的中心在亞洲區，香港作為亞洲的中心，選
擇香港也是理所當然的。他說，學生畢業後可
能未必在香港工作，但因為香港的地理優勢，
學生可以很容易地到內地、東南亞，甚至中東
發展。

鄧希煒成長於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到美
國留學又留下任教，2019年回流港大。他說，
在美國求學和任教的經歷給了他另一個角度的
視野，而回流後他也感受到，香港的研究環境
越來越好，學術交流也增加了。就他所見在經
管學院，平均研究水平變高了，有經驗、在頂
尖期刊發表過文章的教授人數也變多了。因為
人才聚集，研究的氛圍也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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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 「中國崛起頂峰論」
甚囂塵上，但鄧希煒認為，
中國經濟能實現5%左右的成

長實屬難得。 「現在印度吸引了
很多注意，它的經濟增長平均大概是

6%，但印度的人均GDP大概是2500美元，不
到中國的1/4。所以你說印度的6%增長和中國
的5%增長，哪個更好？」

鄧希煒說，中國經濟從1978年到現在，持
續的高速發展已經超過30年，現在的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12000美元。 「但是中長期
來看，不應該期望中國一直以7%、8%的速度
發展，這樣也是不健康的。」 他指出，在經濟
學裏，有一個 「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收入到
了這個水平，就很難再高速發展下去，典型的
例子有馬來西亞、泰國，或者其他一些南美洲
的國家，人均GDP到了12000美元附近，增長

都出現了放緩，甚至還有下降。
「所以你會聽到國家領導人說要高質量發

展。中國要實現高速發展、保持高質量發展，
同時實現共同富裕的話，其實要依靠創新、發
展和強化內需。這些都是長期以來一直都想解
決的、但在未來也還要繼續解決的問題。」 而
短期內中國經濟面對的重要風險，鄧希煒指包
括地緣政治、地方債、房地產等。他說，中央
政府和人民銀行也還有空間支持經濟復甦，例
如降息和增加貨幣供應。 「短期我覺得還有可
以放水的空間。」

地方債與房地產問題逐步消解
鄧希煒認為，地方債和房地產等問題短期

內並沒有什麼靈丹妙藥，能一夜之間解決，但
這些問題也許可以隨着時間慢慢消解。 「中國
金融市場的特色，就是不存在一個嚴重的 『金
融風暴』 或者金融危機的情況，而可以攤長金
融市場的壓力。例如債務問題，有兩個做法，
或者減少發債，或者隨着GDP慢慢增長，讓債
務相對GDP的比例下降。」 他指出，如果中國
經濟保持5%的增長，那麼自然能實現去槓桿。

而對房地產問題，鄧希煒指出，過去幾年
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視債務問題，過去幾年看到
房地產市場疲弱，現在看到房地產市場已經出
台了新的支持措施。 「三五年之後，我們應該
能見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房地產市場。這個市場
可能更接近新加坡模式，也就是政府提供的住
宅單位所佔的比例，比私人市場提供的住宅單
位更高。」

高瞻
遠矚

▲國家要保持經濟增長，創新、發展和強化內
需是重要的法門，並可為香港帶來機遇。

統計處早前
預估，2023年香港本

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升
3.2%。鄧希煒認為，近來可能

有一些新常態，例如民間消費降
級、對未來的預期不那麼正面，而且

本地消費市場疲軟、北上消費潮等，都
影響了整體經濟復甦的速度。而地緣政

治也持續影響資金流入香港，令股票市場和
房地產市場的表現都不如預期，但他認為香
港的經濟表現 「當然有進步空間」 。

善用內地資源 增產學研互動
鄧希煒認為，要解決香港面對的社會和

經濟的困局， 「融入大灣區這個大趨勢是不
可逆轉的，也只有融入大灣區經濟發展，香
港才能有機會把自身的軟硬實力釋放出
來。」 他說，香港700多萬的人口，是一個

小市場。比起大灣區其他城市幾千萬
人，即使在疫情期間沒

有 對 外 開

放，但依靠內部競爭，生產力也比香港進步
得更快，所以香港現在更要追落後。

他說，香港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
在產業多元化上，一定要和大灣區其他先進
工業做得比較成功的城市增強互聯互通和產
學研的互動。香港有好的大學、好的基礎研
發，但做不到商業化，是因為市場太小了，
而且香港也沒有了工業基礎。不利用大灣區
的優勢，特別是其他城市的資源和土地，香
港很難突破，實現經濟轉型。

「所有的經濟學都會告訴你，規模經濟
很重要，如果只是在香港這麼小的市場內
循環是不行的，一定要到周邊，特別是大灣
區尋找新的合作夥伴和投資機遇。」 他說，

海外投資者如果想投資中國的話，一定是瞄
準中國龐大的市場，和中國的新科技發展。
如果要投資人工智能、大數據、自動化、新
能源、電動車等領域，一定要到大灣區。

助力企業發展「無形資產」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可以更好提振

資本市場的表現，鄧希煒認為，一直以來，
企業對無形資產的處理都非常模糊。他說，
美國的七大科技企業，很大部分的市值並不
在他們的銷售，而在他們的潛力，特別是他
們擁有的科技、專利這些無形資產。他們將
這些無形資產當作一些可以買賣的資產，也
體現在公司的賬目中。他說，香港雖然對無
形資產的保護做得不錯，但在無形資產的估
值和無形資產的交易方面缺少支持和鼓勵。
他認為可通過知識產權貿易和商品化，形成
一個框架，鼓勵企業將無形資產轉化為有價
值的資產，從而提高他們的估值。

鄧希煒又補充，對於歐美的資金，特區
政府相對被動，可以考慮開拓包括中東在內
的其他資金來源地；在與內地互聯互通方
面，也有小門可以開。特區政府和港交所可
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開多幾個水喉」 讓
內地的 「水」 更容易和有更多渠道流到香
港。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
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
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

「我們經常聽到香港的制度實
力或者軟實力，包括 『一國兩
制』 、普通法、國際化、穩定的金

融市場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在國家
內部比較突出的優勢。但問題是怎麼可

以利用好這些軟實力，去扮演好我們作為中國和其
他地方的橋樑角色，這個是值得深思的。」 鄧希煒
說，香港傳統的國際化可能是與歐美市場掛鈎的，
而現在特別是美國，短期內與中國的關係很難會有
改善空間，所以香港應該發展一些新的市場。

「我看到特首和有關官員組織了考察團去中
東、去東盟，也有民間自己去的。國際化的方向，
或者說聯繫的方向一時三刻要轉變是很難的，但假
以時日，可能在未來幾年，我們可以看到更多香港
與這些市場的互動，也能強化國家與這些市場的互
動。」 對於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特別是東南亞
市場，鄧希煒認為，香港可以提供專業服務，幫助
他們投融資、保護知識產權、提供法律援助。

對於中東市場，由於離歐洲很近，因此很多歐
洲的專業服務已經 「飲了頭
啖湯」 ，有先行優勢。他認
為中東市場對香港的機遇主
要體現在資金方面。中東市
場資金充裕，出於分散投資
的需要，這些市場對大灣區
的科技企業非常感興趣，香
港可以作為橋樑，引入這些
資金投資大灣區的新科技和
新工業發展。而反過來，香
港也可以利用國內資金和技

術，幫助中東國家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多元化。
施政報告提出要發展 「總部經濟」 ，鄧希煒指

出，香港一直以來都是總部經濟，但由於地緣政
治，歐美、特別是美國公司的總部走了一部分，有
的可能去了新加坡，也有去了國內。 「特區政府，
特別是特首再次提出這個 『總部經濟』 的政策，應
該是希望能協助總部經濟本身方向的轉變。」

兩地「雙總部」優勢互補
「我覺得你要留住一些對香港的前景已經失去

信心的公司是很難的，因為這是他們一廂情願的看
法。特別是美國的公司可能未必覺得特區政府做得
不好，而是覺得美國政府給他們很大壓力，希望他
們離開香港。這些我們是改變不了的，改變不了美
國政府要怎麼做。」 鄧希煒認為，要繼續發展總部
經濟，香港應該吸引一些不同國家、不同產業的企
業來港設立總部。

「因為中美的角力，全球科技就出現了 『一球
兩制』 ，一個地球、兩個制度的現象。在亞洲，特

別是中國為首這邊，其實有很
多科技企業、新工業企業都需
要融資，那麼香港的優勢就可
以吸引他們來香港設立一個亞
洲甚至全球的總部。也有人提
出可以有 『雙總部』 的合作，
也就是生產研發的總部留在大
灣區，特別是在深圳，但面向
世界，特別是融資、銷售和出
口的部分設在香港，這也是值
得關注的。」

發揮
所長

▲鄧希煒表示，只有利用大灣區的優勢，特
別是其他城市的資源和土地，香港才能突
破，實現經濟轉型。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 「一國兩制」 、普通法、國際化、穩定
的金融市場等，都是香港擁有的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