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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出海迎機遇 港專業服務有作為
IFF：一帶一路連接亞歐經濟 創造廣闊合作平台

國際金融論壇（IFF）第21屆全球年會昨起一
連兩日在港召開，共同探討全球經濟金融領域的新
趨勢與挑戰。在全球經濟環境日益複雜多變的背景
下，中國企業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談
及如何突圍而出，IFF理事、哈薩克斯坦前副總
理、阿斯坦納國際金融中心前主席凱拉特．克林姆
別托夫特別強調了 「一帶一路」 倡議對中國企業出
海的重要意義。

凱拉特．克林姆別托夫指出， 「一帶一路」 不
僅促進了中亞與歐洲、中國之間的經濟連接，還為
可再生能源、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多個領域的合
作提供了廣闊平台。對中國企業而言，這意味着在
出海過程中，可以優先考慮沿線國家如哈薩克斯坦
等，這些地區不僅政策友好，且市場潛力巨大。

大公報記者 許臨（文） 林良堅（圖）

隨着全球氣候變化和環
境問題的日益嚴峻，綠色金

融作為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日益
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昨日在 「綠色金融
與可持續發展：金融支持綠色經濟的路徑」 研
討會上，巴西前財長、世界銀行前常務副行
長、巴西薩夫拉銀行經濟策略和市場關係總裁
若阿金．列維表示，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
會（ISSB）制定的氣候相關披露新要求
（IFRS S1和S2）將於明年開始實施，
企業日後要披露其碳足跡，以及實現淨
零排放的目標，相信可引導更多資金投
向綠色金融領域，為金融市場帶來直接
影響。

IFF理事、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總裁
兼首席執行官、國際註冊專業會計師公
會（AICPA&CIMA）首席執行官柏瑞．
梅蘭肯指出，ISSB的主要貢獻之一，是
推出了一體化的思考和匯報準則，因為
從全球角度出發，應對氣候變化並沒有

國界之分，新披露要求的量度標準，在不同國
家之間的可操作性越強越好；如果每個國家在
實施過程中，都強調自身國情的獨特性，要實
施全球一致的標準會比較困難。

保爾森基金會高級顧問兼綠色金融中心
執行主任、博思瀾亞顧問諮詢公司亞太區主席
孫蕊回應說，ISSB標準是一個 「非常重要」
的框架，除了為不同國家提供一把相同的衡量

工具，跨國企業在推展全球業務過程中，應該
恪守同一標準。全球能在一致的國際標準，或
ISSB披露要求，或其他可持續發展披露標
準，這些跨國企業的合規成本也會相應減低。

監管要求嚴 融資挑戰大
IFF學術委員、亞洲開發銀行前首席氣候

變化專家呂學都指出，協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
候轉變所需的資金投入，據估計現時已提
高至1.3萬億美元，但融資常面對巨大挑
戰，部分原因是與監管要求、政府政策和
金融產品的設計有關。他續說，如果有一
個好的監管環境，以及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引導資金投入減排或生物多樣性項目，而
投資方亦能取得合理回報，相信逐漸可驅
動更多資金投入這些領域。

地緣政
治緊張局勢

加劇，國際金融論壇（IFF）
副理事長、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和世界銀行信息交
流部前主任格里．賴斯在
「地緣政治衝突下的全球貿
易趨勢」 議題會議上指出，
2023年1月至2024年7月期間，全球可見7000
逾條扭曲貿易的政策存在或出台。對此，政
界、學界和經濟領域的嘉賓出席論壇，並一同
探討未來貿易發展新趨勢。

IFF理事、新西蘭前總理珍妮．希普利指
出，當前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正在削弱世貿組
織的功能，樹立關稅壁壘會推遲必要的經濟改

革。她以1991年新西蘭取消汽車產業保護
為例，認為這一政策為消費者提供了技術
含量更高、價格更低的外國產品。
IFF學術委員會聯合主席、對外經濟貿易大

學校長趙忠秀則提及，全球外商直接投資
（FDI）流向新興經濟體減少
7%，而各國產業政策的重點

則更多強調安全因素。這種
產業政策的轉變是一把雙刃
劍，一方面增進有關國家自
給自足的能力及其經濟韌
性，另一方面也加劇地緣政
治的支離破碎及主要經濟體
之間的緊張形勢。他指出，
中國的產業政策中注重以競

爭促進創新，並以太陽能電池、電動汽車及中
國菜為例說明，透過鼓勵政策及淘汰落後產能
使得中國經濟受益。

去美元化趨勢持續
對於美元未來的變化，珍妮．希普利認

為，美國施加關稅會令美元走強的同時，也令
一些國家思考使用替代貨幣交易。安邁企業董
事兼主權諮詢服務全球負責人、哈佛大學肯尼
迪學院研究員、巴基斯坦央行前行長雷扎．巴
基爾表示，現時俄羅斯已有50%左右的比例，
透過美元以外的貨幣進行結算，當中包括人民
幣。即使俄烏衝突結束，去美元化的趨勢亦會
持續，並引更多國家效仿。

國 際 金 融 論 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簡
稱 IFF）成立於 2003
年，是於北京創立的非
營利、非官方的國際組
織，致力於推動全球經
濟與金融領域的交流與
合作。IFF匯聚了來自
政府、學界、商界及國
際組織的領袖，定期舉
辦高端論壇和研究活
動，涵蓋全球經濟治
理、可持續發展、金融
創新等關鍵
議題。

在當今
數字化轉型

的浪潮中，數字金融、人工智
能（AI）和數字技術正在深刻
改變金融行業的運作模式。國
際清算銀行（BIS）亞太地區
首席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原副
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前副總裁張濤表示，
據金融穩定理事會（FSB）近
期報告，無論對於監管部門還
是金融機構來講，AI將會帶來
巨大好處，但也伴隨風險，例
如對第三方服務供應商的依
賴，以及數據安全、網絡安
全、數據質量等。

整體而言，是希望透過應
用新技術，可從中提高營運效
率，但同時要對潛在風險保持
警惕，將風險減至最低，儘管

他明白這是 「說易行難」 。
對於AI技術可能帶來的潛

在風險，IFF人工智能委員會
成員、德根多夫應用技術大學
人工智能教授、skyrocket.ai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帕特里克
．格勞納表示，不少是由於監
管當局對於AI技術缺乏足夠認
識所致，故此加強對外推廣教
育是重要工作之一。

AI難全方位滿足客戶
IFF學術委員、西班牙對

外銀行（BBVA）亞洲首席經
濟學家夏樂則說，對於銀行業
而言，與客戶建立互信關係是
非常重要一環，而應用AI並不
能全面滿足所有客戶的需求，
相信傳統金融機構應適應科技
發展所帶來的變化。

凱拉特．克林姆別托夫還提到，
全球能源網絡倡議的提出，為中國企
業在能源領域的國際合作提供了新機
遇。通過參與這些全球性倡議，中國
企業不僅能夠提升自身在全球產業鏈
中的地位，還能在海外市場樹立負責
任、有擔當的企業形象。

新加坡富敦基金董事總經理、瑞
典投資促進署前副署長陳永嵐指出，
中國企業在出海過程中不僅要應對地
緣政治的挑戰，還要學習新的理念、
戰略和商業模式，提升自身核心競爭
力。他認為，儘管面臨諸多困難，但
中國企業出海是全球化的必然趨勢，
必須勇敢迎接挑戰。

梁錦松：港優勢助中企外闖
IFF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財政司司長、南豐集團行政總裁

梁錦松從宏觀角度分析了中國企業出海的必要性及面臨的挑戰。他
認為，在全球經濟碎片化的背景下，中國企業應積極尋求與海外市
場的合作，通過廣交朋友、尋求共同利益來擴大自身影響力。在出
海過程中，企業應進行充分的市場調研，了解目標市場的政治、經
濟、文化等環境，選擇與自己核心競爭力相匹配的市場進入。

梁錦松特別指出，美國新政府可能會採取更多貿易保護措施，
對中國企業出海構成挑戰。但他認為，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企業應放
棄出海計劃。相反企業應更靈活調整策略，加強與國際夥伴的合
作，共同應對挑戰。同時，充分利用香港等地區的資源和優勢，如
金融、法律、諮詢等服務，為中國企業出海提供有力支持。

IFF副理事長、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前司長梁維特分享了
中國企業出海的成功經驗。他提到一家國有建築企業在葡萄牙的成
功合資案例，該企業在與當地家族企業建立合資關係後，不僅實現
了業績的大幅增長，還成功開拓了歐盟、非洲和拉丁美洲市場。這
一案例為中國企業出海提供了寶貴啟示：找到最合適的戰略合作夥
伴是成功的關鍵。梁維特指出，企業在選擇出海市場時，應優先考
慮那些能夠與自己形成互補優勢、共同開拓全球市場的地區。同時
通過建立合資企業或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企業可以更快地適應當地
市場環境，降低出海風險。

中國積極提升資本市場流動性
另在中國金融市場發展方面，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國家金

融研究院院長吳曉求指出，中國人民銀行正通過創設結構性貨幣政
策工具來影響資本市場，以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他表示，中國未
來將繼續採取一系列措施來優化地方債務規模、促進房地產市場的
穩定發展，並提升資本市場的流動性。

吳曉求還談到，中國資本市場未來發展的兩大重點，一是提升
上市公司淨債率。目前內地上市公司結構相對傳統而落後，如何讓
高科技成為上市公司的主體，是下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目標。二是要
為中國資本市場提供潛在的流動性，他指出，人行這次貨幣政策目
標調整和工具創設，便是為中國資本市場未來發展提供潛在的流動
性準備。

國際金融論壇（IFF）第21屆全球年會以 「世界大變局：構建
國際合作新未來」 為主題，吸引了來自全球50多個國家和
地區、國際組織的200多位財經政要、金融機構、專家學者
及業界代表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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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F副主席、
渣打銀行集團董事長 韋浩思
●目前市場對
非銀行金
融機構的
負債率、
槓桿率等
沒有充分
監管，建
議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
監管，以確保金融市場的穩
定性

IFF理事、國際資本市場協會
（ICMA）首席執行官
布萊恩．佩斯科
●隨着資產類
別和交易
模式愈趨
多元，對
監管機構
提出了新
的挑戰，
因此市場的透明度變得非常
重要，呼籲加強監管和數據
分享，以降低市場風險

IFF理事、哈薩克斯坦前副總
理、阿斯坦納國際金融中心前
主席
凱拉特．克林姆別托夫
●後疫情時代
全球經濟
面臨諸多
不 確 定
性，如全
球貿易系
統的碎片
化、區域化進展以及中美之
間的關稅爭端等，各國要做
好準備，應對全球貿易可能
受到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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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F發布三大報告亮點

氣候披露新要求明年施行 推動綠色金融發展
框架協議

◀左起：孫蕊、若阿金．列維、柏瑞．
梅蘭肯、全球綠色增長組織代理總幹事
海倫娜．麥克勞德及呂學都。

有利有弊

金融科技應用 需警惕數據安全

保護主義抬頭 窒礙全球經濟
關稅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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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全球金融與發展報告》

•全球債務水平的持續上升和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構成了潛在風險
•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依然穩固，去年吸引了1127億美元的外資流入，顯示出其作為投資
樞紐的強大吸引力

•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正在加強合作，制定和完善綠色金融標準和政策框架，金融機構也在積極創
新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

•金融科技將在推動中國生產力提升和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全球AI競爭力指數報告》

•截至2024年10月，全球約有5.5萬家AI企業，遍布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
•中國香港在AI企業融資總額上進入全球前十，高居第8位
•中國內地AI初創企業融資金額近27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300億美元
•全球AI獨角獸企業總數為243家，其中美國擁有116家；中國內地以41家排在第二位

《全球數字貨幣發展報告》

•未來數字貨幣將出現私人數字貨幣與央行數字貨幣長期共存局面
•私人數字貨幣將在支付、投資和跨境交易中發揮重要作用，但伴隨技術安全、隱私保護等挑戰
•面對數字貨幣產業快速發展的趨勢，國際社會需要共同努力，構建一個開放、包容、
安全的數字貨幣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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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松表示，中國企業
積極尋求與海外市場的合
作，廣交朋友、尋求共同
利益來擴大自身影響力。

▼

珍
妮
．
希
普
利
表

示
，
全
球
若
果
樹
立
關

稅
壁
壘
，
將
會
推
遲
必

要
的
經
濟
改
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