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經濟格局不
斷轉變下，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面臨新的挑戰與機遇。港區廣東省
政協委員、畢馬威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與發展中心主管
合夥人彭富強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香港兩大
傳統產業，如股市和地產，近年來分別表現波動和疲
弱，顯示出單一依賴傳統產業的局限性。 「香港必須
加快經濟轉型，推動創新發展。金融及科技是香港的
核心競爭力，但它們必須與新興經濟結合，才能保持
競爭力。」

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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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金融業與新興產業結合 保持競爭力

專家訪談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長期以來依賴傳統的金融服務，
如股市和地產。然而，隨着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香港的金融
業也面臨轉型的壓力。彭富強指出，香港的金融業必須與新興
經濟結合，才能保持競爭力。 「金融業不僅要服務本地市場，
還要幫助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化。」 他表示，香港可以成為內地
企業出海的橋樑，幫助企業在香港上市並拓展國際市場，特別
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背景下，香港的國際化金融體系和法治環
境為企業提供了獨特的優勢。

更多參與綠色及科技金融
彭富強認為，香港的金融業應該更多地參與到新興產業的

發展中，如綠色金融和科技金融。他提到，香港已經開始發行
綠色債券，這是一個重要的轉型信號。未來，香港可以通過金
融創新，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的發展。 「香港的金
融業不僅要追求量的增長，更要追求質的提升。」 他強調，香
港應該通過金融服務，幫助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這將是香港
金融業未來的重要方向。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
融合正在加速。他表示，香港與大灣區的融合正在加速，特別
是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例如，深中通道的開通大大縮短了深
圳與中山之間的交通時間，進一步促進了大灣區城市之間的聯
繫。他指出，香港在大灣區中的角色更多是在現代服務業，尤
其是金融和科技領域。

「香港的優勢在於其國際化的金融體系和法治環境，這使
得香港能夠為大灣區企業提供全球化的服務。」 他續稱，香港
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應該是優勢互補，而非競爭。 「例如
香港可以專注於高端研發和金融服務，而生產環節則可以交給
大灣區的其他城市。」 他表示，香港在大灣區中的角色將越來
越重要，特別是在金融和科技領域，香港應充分利用其國際化
優勢，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合作，共同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發揮橋樑優勢 助內企走出去
彭富強又提到，中美關係變化給香港帶來新的機遇，特別

是在與國際社會接軌方面。他認為，香港仍然是中西文化的交
匯點，這使其能夠在全球競爭中保持自身的獨特性與優勢，指
香港應該積極參與到 「一帶一路」 的建設中，幫助中國企業拓
展國際市場。

在談到香港未來最具潛力的產業時，他提到了低空經濟、
海洋經濟和生物科技。他認為，這些新興產業在全球範圍內都
處於起步階段，香港可以通過其國際化的優勢，成為這些產業
的研發和服務中心。 「低空經濟和海洋經濟是香港未來發展的
重要方向，特別是在物流和供應鏈方面，香港已經擁有全球最
佳的機場和港口設施。」 他指，香港應該充分利用這些優勢，
參與到全球新興產業的發展中。

與灣區城市加強產業合作
此外，他還強調了生物科技的潛力，特別是在中醫藥和生

物醫藥領域。他表示，香港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可以為這些
產業提供強大的支持，幫助香港在全球生物科技領域佔據一席
之地。不過，他提到，香港在新興產業中的潛力巨大，但也面
臨挑戰。 「香港需要加快科研和應用的結合，特別是在人工智
能和金融科技領域，香港應該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緊密合作，共
同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

香港的經濟轉型與大灣區的融合是一個複雜而長期的過
程，但彭富強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他表示，只要香港能夠
充分發揮其國際化和法治優勢，並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緊密合
作，香港將在全球經濟中繼續保持其獨特的競爭力。

彭富強：低空與海洋經濟及生物科技 發展潛力厚

▲彭富強表示，香港的金融業應該
更多參與到新興產業的發展中，如
綠色金融和科技金融。

▶香港可以成為內地企業出海的橋
樑，幫助企業在香港上市並拓展國
際市場。

港宜加快AI應用 提升城市智能化
隨着全球人工智能（AI）技術的快

速發展，香港也在積極推動AI的應用與
創新。彭富強表示，香港在AI領域的科

研能力並不落後，但在實際應用場景上仍有很大的提
升空間。

「香港的科研能力在全球範圍內都是領先
的，特別是在人工智能領域。」 彭富強指出，香
港擁有眾多頂尖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這些機
構在AI基礎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然而，他
認為，香港在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方面還
存在不足，特別是在民生領域的普及度較低。

內地已推廣至日常生活領域
彭富強以內地為例，指出AI技術在內地已經

廣泛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例如智能支付、無人駕
駛和智能家居等領域。 「在內地，AI已經不僅僅
是一個產業問題，而是深入到民生的方方面
面。」 他認為，香港應該加快AI技術的普及應
用，特別是在金融、醫療和交通等領域，以提升

城市的智能化水平。
「香港的優勢在於其國際化的金融體系和法治

環境，這為AI技術的應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他表
示，香港可以通過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推動AI

技術的產業化應用。例如，香港可以專注於高端研
發，而將生產和應用環節交給大灣區的其他城市，形
成優勢互補的合作模式。

然而，彭富強也指出，香港在AI應用方面
面臨一些挑戰，特別是市民對隱私保護的擔憂。
「香港人非常重視隱私，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AI技術的普及應用。」 他認為，香港需要在隱私
保護與技術發展之間找到平衡，並通過教育和宣
傳提高市民對AI技術的接受程度。

「AI技術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香港不
能因為隱私問題而阻礙科技的進步。」 他強調，
香港應該在確保隱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AI技術
的應用與推廣，特別是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等
領域，以保持其國際競爭力。

彭富強對香港在AI領域的發展前景持樂觀態
度，但他也呼籲香港政府和企業加大對AI技術的
投入，並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緊密合作，共同推動
AI技術的產業化應用，以實現香港經濟的進一步
轉型與升級。

推動
升級

▲香港在AI領域的科研能力並不落後，但在實際應用場景上仍
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中東力拓金融與科技
港擁優勢 合作空間大

隨着全球經濟格局
的變化，香港與中東市
場的合作機會也逐漸浮

現。彭富強在訪問中提到，中東市
場近年來在金融科技（Fintech）和
環境、社會及管治（ESG）轉型方面
發展迅速，這為香港帶來了新的合
作機遇。

「中東國家與中國的關係一直
非常友好，這為香港提供了獨特的
優勢。」 彭富強指出，香港可以借
助中國與中東國家的良好關係，成
為中東與中國之間的橋樑。特別是
在 「一帶一路」 倡議的背景下，香
港的國際化金融體系和語言優勢，
使其成為中東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
理想合作夥伴。

彭富強進一步解釋，中東國家
如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正在積極推
動城市現代化和經濟多元化，這與
香港在金融和科技領域的專長高度
契合。 「中東國家正在利用科技和
金融來推動國家轉型，這正是香港
的強項。」 他提到，香港可以通過
與中東國家合作，推動金融科技、
綠色金融等領域的發展，並幫助中

東企業進入中國市場。

高端產品與服務有需求
此外，他還指出，中東市場的

購買力強大，但人口相對較少，這
與歐美市場有所不同。 「中東市場
的消費能力集中在少數高收入人
群，這意味着我們需要針對性地開
發高端產品和服務。」 他認為，香
港可以通過其國際化的服務業，為
中東市場提供高端的金融、科技和
旅遊服務，進一步深化雙邊合作。

「香港與中東的合作不僅限於
金融和科技，還可以在文化、旅遊
等領域展開更多合作。」 他表示，
隨着中東國家對外開放程度的提
高，香港可以通過舉辦國際展覽、
文化交流活動等方式，進一步提升
與中東國家的合作層次。

彭富強對香港與中東市場的合
作前景持樂觀態度，認為只要香港
能夠充分發揮其國際化和專業服務
的優勢，並與中東國家建立更緊密
的合作關係，香港將在中東市場中
找到新的增長點，並進一步鞏固其
作為國際金融和科技中心的地位。

獨特
優勢

▲中東市場近年來在金融科技和ESG轉型方面發展迅速，這為香港帶來了新
的合作機遇。

香港經濟轉型的重點產業與發展方向
產業領域

金融科技

生物科技

低空經濟

海洋經濟

人工智能
（AI）

中東與
新興市場

發展方向
推動綠色金融、科技金
融，幫助企業全球化
發展生物醫藥、中醫
藥，推動科研與產業化
發展無人機物流、低空
交通等新興領域
推動港口經濟、海洋科
技，參與全球供應鏈
加快AI在金融、醫療、
交通等領域的應用，提
升城市智能化
開拓中東、東南亞市
場，推動金融科技、
ESG轉型合作

香港優勢
國際金融中心、法治環
境、人民幣交易平台
高等院校、科研機構、
國際化人才
全球最佳機場、物流供
應鏈優勢
全球最佳港口、國際航
線優勢

科研能力強、國際化金
融體系

國際化優勢、語言優勢
（英語）、與中東國家
的良好關係

香港在大灣區合作與分工
領域

金融服務

科技研發

物流與供應鏈

生物科技

香港角色
高端金融服務、企業
上市、財富管理
高端研發、專利申
請、國際化科技服務
國際物流樞紐、空運
與海運服務
科研與高端研發

大灣區其他城市角色
製造業、生產基地、
內需市場
生產製造、產業化應
用
內陸物流、區域供應
鏈管理
生產製造、市場推廣

彭富強對香港經濟建議
❶ 減少對傳統產業依賴，積極發展新興產業

❷ 發揮國際化優勢，助力內地企業在香港上
市並拓展國際市場

❸ 加強與大灣區的融合與合作

❹ 加快人工智能（AI）技術的應用

❺ 開拓中東與新興市場

香港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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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看AI發展市場潛力
香港生產力局調查

中金公司研報估算

賽迪顧問預測

IDC（國際數據公司）預測

41%香港企業正在或將會應用
AI，平均累計投資額達到83萬
港元

中國AI產業市場需求到2030年
將達到5.6萬億元人民幣，2024
年─2030年間中國在AI產業的
總投資規模將超過10萬億元人
民幣

2035年中國AI產業規模達1.73
萬億元人民幣

到2030年，AI將為全球經濟貢
獻19.9萬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