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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毛铁报道：“一带一
路”战略与港澳发展机遇国际学术研讨
会及颁奖仪式日前在香港举行。此次研
讨会由香港紫荆杂志社、经济日报港澳
台部、招商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岭南
大学潘苏通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山大
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香港管理
学院、香港能源经济学会联合举办。凤
凰卫视主持人杜平、香港城市大学航运
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邓建华等专家学者分
获一、二、三等奖。中央人民政府驻香
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杨健、香港特区政
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等出席研讨会颁奖
仪式并为获奖者颁奖。

曾俊华在研讨会上指出，在“一
带一路”的沿线市场，还有很多有待
开发的领域，给予香港不同优势产业发
挥机会。香港在贸易物流、金融和专业
服务方面，都有优秀的人才，有条件参

与其中，担当关键角色，并且分享发展
成果。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
员叶刘淑仪指出，香港可以在协助国家
推动“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人心
相通”方面作出贡献。香港的侨界十分
活跃，与海外华侨有密切联系，尤其是
在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越南、
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拥有强大的人际网
络；不少香港企业业务早已遍布亚洲，
洞悉东南亚的发展。香港与东南亚的文
化渊源深厚，可以在“一带一路”特别
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担任
重要的桥梁角色。

香港紫荆杂志社社长刘伟忠在研讨
会上指出，“一带一路”是国家发展战略，
有着丰富内涵和多重目标，值得海内外
专家学者仔细研究。港澳地区具有经济
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

大的优势，可积极参与和协助“一带一
路”的构建和发展。香港特区政府也正紧
锣密鼓地研究香港特区在“一带一路”策
略下的各个议题，为求能够把握机遇，发
挥优势，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香港城市大学航运金融研究中心主
任刘建华教授认为，“一带一路”成功
的关键可归纳为三大支柱创新领域：一
体化国际航贸基础设施、国际化航贸金
融城市圈和数字化服务生态体系。香港
在这三个方面都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香港早在 1997 年就开始运作港口
出入境管理的电子平台，在贸易便利性
措施方面，香港在亚洲及世界范围一直
具有丰富的经验与领先的地位，在发展
港口社区系统和贸易单一窗口方面，具
有优良的现实基础。

中粮期货董事总经理、香港比富达
金融集团荣誉顾问王在荣教授指出，

“一带一路”战略为香港金融业提供了
更多的发展空间。香港证券市场规模位
居世界前列，2014 年底，香港股票交
易所市值 3.23 万亿美元，在世界股票市
场中排名第 7 位，证券市场的规范运作
为香港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
础。随着沪港通、深港通的不断推进，
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对接不断加强，
推动了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等产
品发展，推出了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大
宗商品期货产品，强化了离岸人民币市
场的风险对冲、投资、融资功能。

香港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
研究中心周文港博士认为，香港要积极
与在港的外国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密
切合作，同时进一步发挥香港驻外经贸
办和贸发局驻外办事处的作用，并加强
香港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华裔团
体的联系和合作，以抓住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与港澳发展机遇研讨会举办

港澳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构建

在“一带一路”战略与港澳发展机
遇国际学术研讨会颁奖仪式上，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
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还有很多
有待开发的潜能，给予香港不同优势产
业发展机会。香港在贸易物流、金融和
专业服务方面，都有优秀的人才和四通
八达的经贸网络，在“一带一路”沿线
市场开发的过程中，这些优秀人才有条
件参与其中，担当关键角色，并且分享
发展成果。

曾俊华说，今年以来，“一带一路”
这个重要的发展战略，得到了广泛的关
注。今年 2 月的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宣
布，特区政府会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联络，扩大合作空间，希望香港能
够积极配合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把
握发展机遇，创造互惠共赢。

在刚过去的 9 月，曾俊华带领一个
商贸团前往中欧三国，包括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波兰首都华沙和德国的商贸
重镇杜塞尔多夫，拜访当地的政府官员

和商界领袖。“当地的政府都留意到
‘一带一路’具有庞大的发展潜力，并
先后展开了相关工作。”曾俊华说。

曾俊华表示，为了加深本地商界对
于“一带一路”的理解，特区政府已经
展开了对沿线经济体的研究，贸易发展
局准备在本月底推出一个主题网站，提
供 60 多个相关国家的经济资料，让商
界和投资者参考。香港特区政府明年初
举 行 的 亚 洲 金 融 论 坛 (Asia Finan-
cial Forum)，亦会有“一带一路”的

主题环节，将邀请中央相关部委和亚投
行代表作专题演讲。

曾俊华表示，为加强与沿线国家政
府和商界的联系，计划在明年带领商贸
团访问中亚地区，我们过去对这些国家
的认识不够深入，希望通过这个商贸团
的访问，能够加深两地之间的认识和联
系，并把握机会，推动落实双边协定，
促进投资，避免双重课税，保障双边投
资 ， 为 商 界 创 造 更 好 的 营 商 和 投 资
条件。

曾俊华：“一带一路”给予香港优势产业发展机会
本报记者 廉 丹

图 1 为 10 月 1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66周年。 （新华社发）
图 2 为香港铜锣湾街头。图 3 为香港添马公园。图 4 为澳门议事亭前地。

本报记者 廉 丹摄

香港应利用“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契
机，从货运服务型转型至高端服务型的
国际航运中心。香港是中国唯一的普通
法司法管辖区域。自回归以来，香港继
续秉承法治传统，司法系统也依旧保持
其中立、专业和高效的特点。香港拥有
近 9000 名本地执业律师和超过 1500 名
外地执业律师，其中很多律师具有处理
海商事争议的丰富经验和高端专业水
平。因此，香港因其健全和成熟的商业
法律环境而成就了在亚太地区的海商事
仲裁中心地位。

对于参与国际商贸和海上货物运输
的内地企业来说，选择到香港仲裁有如下
几点优势：首先，香港毗邻内地，糅合了中
西方文化精髓，对于世界各地不同的传统
和价值观的了解与认同具有天然优势。在
香港长期生活和工作的航运和贸易法律

专业人士对中国商业、政策和法律环境有
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些专业人士大多通晓
两文三语，能够与内地以及其他国家地区
的企业进行沟通和交流。这都是香港处理
涉及中国的国际海商事和贸易纠纷的独
特优势。

其次，香港得益于保留普通法制度
并且大量沿袭英国判例法，而英国法则
是全球航运业和国际货物买卖中最被广
泛接受和适用的法律。因为长期从事贸
易和海事仲裁实践，香港还拥有一批在

这些领域具有专长的仲裁员。这都使得
香港在处理这些领域的争议和纠纷时更
加专业和高效。

再者，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仲裁立
法框架，拥有国际顶级仲裁机构可提供
优质服务。2011 年 6 月 1 日生效的香港

《仲裁条例》是亚洲首部基于 2006 年修
订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
事仲裁示范法》的仲裁法律，巩固了香港
作为便利仲裁法域的地位。作为亚太地
区历史最悠久的仲裁机构之一，香港国

际仲裁中心(HKIAC)基于其示范仲裁条
款和仲裁庭秘书服务，可以为仲裁当事
方提供最优质的仲裁服务。

最后，作为执行跨国商事仲裁裁决
基础的《纽约公约》适用于香港，从而使
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以在全球将近
150 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有效承认与执
行。与此同时，香港还特别与内地和澳
门签订了有关互相执行仲裁裁决的安
排，使得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以在
内地和澳门得到有效承认与执行。

发 挥 香 港 海 商 事 仲 裁 服 务 优 势
香港礼德齐伯礼律师行律师 刘 洋

香港应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
顺势而为，成为“一带一路”的联络人
和参与者。

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又是自由
港，在经商活动方面有灵活性和自由
度。香港商人具有国际视野和开拓精
神，往往是商机的最早发现者。为了让
商人熟悉外国国情，应当发挥中国驻港
人员、中国驻外国使节、外国驻港使节
三方面的积极性，三者可以与香港商人
沟通，可以与外国政府沟通，香港商人
也可以直接与外国驻港使节沟通，开拓
商机。

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人民币离
岸中心，可以为“一带一路”的各项具
体项目提供融资、保险、担保等服务，
可以为“一带一路”各项工程提供人民
币或港币的结算方便，减少汇率风险。
人民币大量而广泛的使用，促使人民币
国际化，有助于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香港是信息中心，可以释疑解惑。
各国的文化差别很大，香港媒体可为

“一带一路”战略解画，结合各国情
况，说明各有关工程项目之利和对实体
经济的推动作用。

香港和内地的仲裁机构可以联合为
“一带一路”服务。任何大规模的基
建，都经常发生争议，涉及基建工程争
议的事项有很强的专业性，也比较复
杂，通常采用仲裁解决，不采用诉讼。
香港可以成为“一带一路”解决有关争
议的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中
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可以联合服务于

“一带一路”建设。

联通中外

顺势而为
深圳大学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宋小庄

数百年来，澳门已经演变为一座中西文化积淀丰厚的
魅力小城。丰富的人文景观和完备的法制系统，深厚的海
商经济历程，在“一国两制”实践中，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位于祖国南海之滨的澳门，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商埠之
一。16 至 17 世纪，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商品进出口岸，对沟
通欧、亚、美三大洲的贸易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是资本原
始积累时期全球性贸易网络中的一个环节。以澳门为起点
的海上贸易体系，北连日本，南通马尼拉、爪哇、马六甲，向
西延伸至欧美，将东西方贸易连成了一个整体。

虽然近代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浅海区域的澳门海商地位
很快让位于祖国内地的深圳和香港，但悠久的海商历史传
统，使澳门拥有了浓厚的商业诚信文明，形成了完备的海商
法律体系。回归祖国前夕，澳门已经形成包括刑法典、民法
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等法律门类齐全、
中西合璧的法律体系。为澳门商业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
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

2001 年，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何厚铧提出了澳门经
济的新定位：“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其他
行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澳门改变了过去以制造业、旅
游业、建筑业以及金融业四大行业为经济支柱的局面。之
后，“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加快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一带一路”新经济战略为澳门发展带来了新的契
机。澳门完全可以依据自身优势，借“一带一路”之机遇，
实现新一轮的大发展，加快迈向“世界休闲旅游中心”之
步伐。

澳门发展面临新契机
澳门理工学院教授 姬朝远

在建设“一带一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香港凭借
良好的基础和优势，具备了建设离岸文化中心的条件，可以
承担起新时期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新历史使命。

香港所在的岭南地区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
件，地域文化鲜明，开放性、务实性、包容性、多元性等特质
最为突出。近代以来，香港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处于外来
挑战的前沿，也成为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撞击、融合的
平台，造就了开放包容的特性，同时也造就了香港多元文化
共融创新的特色。新风旧俗、中西文化在香港并行不悖，深
刻体现了香港中西荟萃、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这正是香港
得以不断创新，继续开放的深厚根基。

香港电影产业，凭借着强大的明星魅力，出色的商业片制
作能力，香港电影不仅在内地、台湾、新马泰等海外华人社会
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更是作为华语电影的先锋打入国际市场，
功夫片的成功使世界电影创作多了一种类型，香港也因此赢
得了“东方好莱坞”的美誉。雄厚的文化产业基础，尤其是具
备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为香港建设离岸文化中心，将丰富多
彩的文化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香港对于人才引进持自由开放的态度，各类人才可以根
据行业变化的需要，自由申请工作签证或以其他身份来港发
展及定居。因此，大量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出身的国际化人
才汇聚香港，有效地化解了多元文化的障碍，更在交流和碰
撞中以创意的火花激发了文化创造的活力。除了文化产业
人才，香港的特殊优势在于作为国际商务中心，云集大量服
务于会计、法律、金融、评估等行业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既了
解西方文化，也熟悉中国文化特色，可以为解决文化产品贸
易中遇到的大量技术性问题提供专业的意见。

香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样不仅得益于自身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更重要的是依赖于发展过程中各项成
熟的经济制度和营商环境。作为独立的关税区，香港还可
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在 WTO 框架下进行商贸活动，使企
业具备较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够随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的变化，作出快速的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因此，香港可以
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的规则，积极开发利用国际文化资源和
要素，生产文化精品并推向国际文化市场。

香港可建设离岸文化中心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伍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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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过去一直受益于中西贸易的不便,在过去的半个
世纪里充当承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欧美贸易中间人角
色。自 50 年代起，香港成为物资转运及紧缺商品中转站，
来料加工出口也成就了香港的制造业。自 80 年代起，更成
为中国内地吸收西方新技术，建立及开展贸易的代理人。
但从这时起，贸易中间人的角色也渐渐有了转变。香港经
济转型始于 80 年代，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的厂商把
生产工序移往珠江三角洲。随着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关系
日益密切，香港的生产基地大幅北移，香港的制造业基本
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香港蜕变为国际金融中心和
亚洲商贸航运枢纽。目前，内地沿海城市也开始向服务业
转型，而香港面临的是进一步优化转型的阶段。即产业增
值更多依赖科技的研发。香港企业有对外拓展能力优
势。香港企业在与东南亚及欧美的贸易交往上有着较丰
富的经验和贸易历史，在开拓模式和方法上更为多样和灵
活。其次，香港更早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融资和与西方
合作开发上也经验丰富。所以在贸易开拓方面，香港依然
可以作为中间商或是中国代理人的角色，在未来的“一带
一路”中发挥作用。

在整个亚洲地区，香港经济转型始终都紧贴时势。然
而，在近几年的经济转型中，香港出现了不寻常的迟滞。
在产业增值更多依赖科技研发的今天，香港的科技发展一
直被冷淡对待。“一带一路”理念的实施会是香港经济转型
额外的一个附加动力。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的科技发
展无论是自主或与内地合作发展都将使得其产业增值在
未来十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里形成一个优势发展的态
势。另外，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内地与海外市场的
发展也将带给香港更多正面影响或是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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