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梳理近些年大陆与台湾、内地与香港的经济
交往，许多朗朗上口的热词不时迸出：“赴台自由
行”、“宝岛债”、“沪港通”、“离岸人民币中心”⋯⋯
这些小小的字符，拼接出两岸三地经济社会往来
的斑斓画面。记者从中撷取8个关键词，来回顾两
岸三地交融过程中值得纪念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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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关键热词

解码经贸热点

暖春4月，第五届两岸及香港 《经济日报》 财经高
峰论坛将在美丽的台北召开，这是“三经论坛”第二次
在宝岛台湾举行。从北京、台北到香港，“三经论坛”
已成功举办四届，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人们期待，在未来两岸及香港的合作与发展中，
“三经论坛”作为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将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强强联合 铸就品牌

两岸及香港 《经济日报》 财经高峰论坛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香港与内地经贸联系日益密切的大背景
下应运而生：三地 3 家 《经济日报》 从发挥各自优势
出发，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最终签署合作协议，商
定从 2011 年起共同主办、轮流承办财经高峰论坛。

两岸及香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经济各有优
势，互补性强，合作动力遒劲。3 家 《经济日报》 分
处大陆、台湾、香港，熟悉 3 地情况，尽享 3 地资
源。天时、地利、人和，3 家 《经济日报》 的紧密合
作结出丰硕成果，论坛已经成为两岸及香港财经界高
端交流合作的品牌活动和重要平台，形成的一系列成
果，对推进两岸及香港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独
特的作用。

2014 年，两岸及香港 《经济日报》 财经高峰论
坛在香港获得“星火大奖”(Spark Awards)最佳活动
(Best Event)项目银奖。“星火大奖”是香港媒体界
的一个重要奖项，旨在表扬优秀媒体在媒体平台上的
杰出应用。

日前，在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人马晓光表示，第五届两岸及香港 《经济日报》 财经
高峰论坛即将举行，这是一个由媒体搭桥，广邀各界
人士讨论两岸及香港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要平台。我
们希望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本届论坛能够为进一
步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凝聚共识。

广邀嘉宾 智慧碰撞

“众人相助者得其势，顺势而为者成其功”，5 年
来，切中时脉的讨论主题、不断创新的交流形式、强
大亮眼的嘉宾阵容，“三经论坛”从无到有，以无可
置疑的实力和实效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两岸及
香港财经界人士一年一度的盛会。

大陆“一行三会”的权威人士、台湾金管高层、

香港证券交易所大咖⋯⋯,3 家 《经济日报》 整合两岸
及香港三地财经界优势资源，每年都会在“三经论
坛”上为大家呈现货真价实的财经信息盛宴：邀请的
嘉宾覆盖两岸及香港政府官员、金融界人士、知名企
业家、专家学者等，交流成果既有政策层面的解读、
宏观趋势的分析，也有行业前沿动态的交流、企业成
功理念的分享。

专业源于积累。3 家 《经济日报》 同为三地的
权 威 财 经 媒 体 ， 多 年 的 行 业 积 淀 造 就 了 敏 锐 的 视
角，每届论坛主题总能捕捉到两岸及香港的经济热
点 ， 以 回 应 社 会 各 界 的 民 意 关 切 。 首 届 论 坛 举 办
时，欧债危机延续，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论坛
主 题 确 定 为 “ 两 岸 及 香 港 经 贸 合 作 的 机 遇 与 挑
战 ”。 当 前 ，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心 正 在 发 生 变 化 ，
由西方国家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转移，大陆
进入转型升级的经济新常态，并首倡“一带一路”

愿景与行动。本届论坛聚焦“全球经济转型合作契
机 ”， 将 为 两 岸 及 香 港 实 现 优 势 互 补 、 深 化 合 作 、
联手抢占国际市场提供前瞻性视角。

务实讨论 成果丰硕

详解最新政策，阐述最优选择，每年的“三经论
坛”都力求汇聚实情、收获实效，为两岸及香港企
业、民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

第一届论坛提出培育两岸及香港产业新亮点，共
同打造中华民族自主品牌；加强两岸及香港金融监管
合作，开发更多金融产品；借鉴台湾与香港经验，扶
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创新领域的合作力度，重视人
才培养与认证等，引起了各界高度重视。

第二届论坛从不同层面阐述了复杂的国际经济
形势给两岸及香港经贸合作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提
出要加速推进 ECFA 后续重要议题的协商；加快推
进两岸及香港金融业的开放与合作，建立两岸货币
清算机制；放宽陆资赴台限制；构建两岸及香港通
信产业“智慧联盟”等内容，对进一步推进两岸及
香港经贸合作作出有益探索。

第三届论坛指出，两岸及香港要在重要制造业及
服务业发展上，构建符合共同利益的分工体系，引导
主要产业的发展；发挥金融的关键性作用，为两岸及
香港经济合作增加推力；鼓励和支持 3 地加强企业合
作，让更多同胞和企业共享发展机遇；台湾和香港企
业应抓住内地经济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启动蕴含的商
机，为两岸及香港实现产业升级，提升区域经济整体
实力和竞争力指出了方向。

第四届论坛提出两岸及香港金融合作正处在关键
时期，应加快金融合作制度化进程，推动三地金融监
管的接轨；高度关注互联网给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与
机遇，发育培养竞合关系，积极迎接产业竞争，通过
不断创新更好满足客户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大有可
为，香港要扮演好金融改革试验田的角色。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一些传统
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力量则在
成长，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呈爆发式成长，两岸及香
港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第五届两岸及香港 《经济
日报》 财经高峰论坛将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应因新
形势，开拓新路径，为两岸及香港经济合作注入新的
活力和动力。

第五届两岸及香港 《经济日报》 财经高峰论坛将

于 4 月 22 日在台北举行。5 年来，这一由两岸及香港三

家 《经济日报》 共同举办的财经高峰论坛，已经成为

两岸及香港财经界交流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两岸各领域交流发展势头良好，两岸经

贸交流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去年，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在岛内受到某种程度阻碍，

服贸协议在台湾有关机构受阻，迟迟未能实施。岛内

干扰因素增大，困难增多，为未来两岸经贸关系发展

与合作增添了新的变数与不确定性。

香港经济发展也遇到了仅靠自身难以克服的问

题。香港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美国加息步伐难测，

欧日通缩风险加剧，外部需求疲弱。香港内部的土地

成本、人工成本、商铺成本还在上升，而由于违法

“占中”和反水客事件的影响，访港旅客减少，进一步

削弱香港消费市道，海外投资商望而却步，意兴阑

珊，香港整体经济发展缓慢。香港产业结构单一的问

题没有得到解决，金融、贸易物流、旅游和工商专业

服务四大支柱产业占比仍然过高，创新科技、文化创

意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尚未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就更需要两岸及香港财经界人

士审时度势，加强交流沟通，抓住机遇，提高经济合

作质量，促进两岸及香港经贸关系稳健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

国大陆正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最近，《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 正式发布。“一带一路”东连亚太经济

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沿线有 60 多个国家，总人口

约 44 亿，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

63%和 29%。有专家指出，这条世界最长最具有发展

潜力的经济走廊一旦形成互联互通，周边国家可以共

同分享好处，其发挥的作用将超乎想象。顺潮流者昌，

如何“借势”，抓住“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所带来的商

机，实现共赢，是摆在两岸及香港财经界人士面前的重

要课题。

本届论坛恰逢其时地为两岸及香港财经界高层

人士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平台。论坛议题紧紧抓住了

民众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包括“全球经济转型合作

契机”、“金融迎新与人民币国际化”、“从沪港通、深

港通看两岸及香港资本市场合作”以及“产业转型升

级新挑战”等议题，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相信

通过两岸及香港财经界高层人士集思广益，凝聚共

识，抢占先机，定能为两岸及香港的经济发展找到新

的增长点，两岸及香港的经贸交流与深化合作也定

能保持势头，克难前行。

互利融合 克难前行
□ 毛 铁

2011 年，两岸旅游主管部门出台政策，鼓励个人前往
台湾旅游，即“赴台自由行”。截至今年 4 月 15 日，大陆赴
台个人游开放城市共计已达 47 个，大陆各省区市除西藏、
新疆外，省会城市均已开放。截至 2015 年 2 月，大陆居民
个人赴台旅游人数累计已超过 219.9万人次。

旅游已经成为大陆民众感知、了解台湾的重要渠道，同
时有助于促进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及经济发展。

“宝岛债”是指在台湾地区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
2013年 12月 10日，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在台湾发行了共计 67 亿元的“宝岛债”。这是大陆银行
首次在台湾发行人民币债券。2014 年 10 月底，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消息显示，台湾人民币债券市场累计已发行 31 款

“宝岛债”，规模达 234 亿元人民币，台湾地区已经成为全球
第二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

2011 年 11 月，国务院颁布实施《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
发展规划》，着力探索两岸交流合作新模式。2014 年来，平
潭 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获批，综合实验区正式封关运
作。2014 年底平潭又先后纳入福建自贸区、国家“一带一
路”愿景与行动，正朝着自由港和国际旅游岛建设迈进。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是内地和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内签订的自由贸
易协议。自2003年签订以来，已签订10份补充协议，内地对
香港的市场开放力度、广度、深度不断增加。数据显示，2014
年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占内地外贸总值的8.7%，内地是香港最
大的贸易伙伴，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

沪港通是指上交所和港交所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
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
股票，是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正式启动至 2015 年 4 月 8 日，“通车”近五个月的沪
港通业务中北向交易的沪股通累计使用额度 1223.94 亿
元，占总额度的 40.8%；南向交易的港股通累计使用额度
384亿元，占总额度的 15.4%。

赴台自由行

ECFAECFA
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

金会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ECFA早
期收获实施四年多来，成果丰硕。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大
陆自台湾进口ECFA早期收获产品累计减免关税约22亿美
元。据台湾有关机构统计，截至2014年底，自大陆进口EC-
FA早期收获产品累计减免关税约2.2亿美元。

宝岛债

平潭综合实验区

CEPA

沪港通

离岸人民币中心
2004 年 2 月 ，香 港 成 为 内 地 以 外 首 个 提 供 人 民 币

银 行 服 务 的 地 区 ，此 后 香 港 的 人 民 币 业 务 备 受 青 睐 。
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香港人民
币存款为 10036 亿元，人民币资金池总额达到 11500 亿
元。除了银行服务外，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已扩展至
人民币集资和结算。截至 2014 年 12 月，跨境贸易结算
的人民币汇款总额为 6578 亿元。

前海深港合作区
2010 年 8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2 月底，前
海入驻企业已超过 2.3 万家，注册总资金逾 1.4 万亿元人民
币。其中，港资背景企业 1171 家，其投资额占前海投资总
额的 18%。

（本报记者 周 剑整理）

把 握 机 遇 深 化 合 作
——写在第五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召开之际

□ 本报记者 廉 丹

图为第五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举行地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4月 19日，行人从台北信义区的一家银行门前宣传人民币业务的广告牌前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