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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8日於線上
亞洲金融論壇致辭時形容，2020年是
「希望被忘卻但難以忘懷的一年」，
疫情令去年全球經濟增長下降4.4%，
預計香港全年也將收縮6.1%。她展望
2021年將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一
年」，隨着新冠肺炎疫苗陸續在多個
國家和地區啟用，如果疫苗成效顯
著，相信2021年下半年經濟有望復
甦。

港將續擔當內地和世界門戶
林鄭月娥表示，過去一年儘管新冠

疫情衝擊之下困難重重，香港的金融
體系展現了其實力和韌性。香港金融
市場一直有序運行，港元與美元的聯

繫匯率制度穩定，且港元一直處於強
方，體現了投資者對香港金融市場的
持續信心。她相信在「一國兩制」框
架下，香港憑藉與國際接軌的法制、
良好的法治、簡單低稅制、自由流通
的信息和資金等，將繼續擔當聯繫內
地和世界的門戶，為外國資金投資內
地提供渠道，為內地企業進入國際市
場提供跳板。
談及內地時，林鄭月娥表示，內地

成功控制疫情，是全球唯一一個在去
年實現實際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等疫情結束後，香港將繼續加快粵港
澳大灣區人員、資金流通，在大灣區
創造新的市場和商業機遇。她稱，大
灣區正開展「跨境理財通」，讓區內
居民實現跨境投資區內銀行的投資理

財產品，具有龐大的投資潛力，預料
未來會吸引更多國際金融機構加入大
灣區市場。
此外，林鄭月娥還提到香港在公司
上市、生物科技、風險管理、金融科
技、綠色金融等多方面的優勢，歡迎
全世界的投資者進入香港的資本市
場、使用香港的金融專業服務。

許正宇：金融市場疫境勁增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在線上對話環節中也表示，香港金融
市場在疫情下仍然有大幅度增長，表
明金融業足夠進一步支持實體經濟的
復甦，政府可推出更多政策吸引私募
基金來港、規管虛擬資產等。他強
調，疫情讓世界更加意識到科技的重

要性，政府會繼續努力發展科技和創
新，令香港能夠升級為國際金融科技
中心。

林鄭：港去年經濟料收縮6.1%

郭樹清：港可發揮4重要作用
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18日在第十四屆亞洲金融

論壇上表示，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有力地打擊了反華勢力和分裂分子的圖

謀，為香港回歸社會安定，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在新的發展階段上，香港必

將重新煥發巨大生機和活力。他指出，香港可在中國經濟「雙循環」新格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創中心建設和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過程這四個方

面，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郭樹清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正在迎來新的世紀機遇。改革開放和

「一國兩制」兩個基本國策都沒有改變。他
強調，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結束了國際
上一些人歡迎的「美麗風景線」。這項舉措
有力地打擊了反華勢力和分裂分子的圖謀，
為香港回歸社會安定，提供了強有力的保
證。當前國際國內正在發生的重大改變，都
將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成長帶來更多有利
條件。「我們堅信，未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必將會更加繁榮更加穩固。」

在「雙循環」新格局中作橋樑
談及香港未來的機遇時，郭樹清指出，香
港在中國經濟「雙循環」新格局中可以發揮
重要作用。香港是中國經濟國內循環和國際
循環獨特的交集和節點。中外雙向的貿易、
投資、金融、法律、旅遊、文化事務，香港
既是交匯區，又是中轉站，在許多方面是不
可替代不可或缺的橋樑和紐帶。必須進一步
加強與內地的互聯互通，互補互助。

深化合作 拓大灣區發展空間
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可以發揮重要
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在區域、國家和
全球範圍內，進一步深化多層次的經貿和金
融合作。我們將不斷提高內地對港資機構開
放的範圍和層級，積極拓展其在大灣區內的
發展空間。大灣區必將成為我們建設現代化
國家的帶頭者和示範地。

與深圳相互依託多領域共贏
香港在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中可以發揮重要
作用。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支持
粵港澳大灣區與北京、上海一道，布局建設
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區域性創新高地。
2019年，香港被國際清算銀行（BIS）選定
為首批三個創新中心之一。深圳已被評價為
中國的硅谷。香港與深圳互為鄰里、相互依

託，可以在數字經濟、生物醫藥、人工智能
等領域實現合作共贏。

藉港離岸中心促人幣國際化
香港在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過程中可以發

揮重要作用。強大和富有韌性的經濟必然會有
強大和富有韌性的貨幣。人民幣是世界上為
數不多的新興國際貨幣。香港作為全球最大
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可以開辦更多種類、更
大規模的人民幣金融業務，吸引全球各地客
戶，接納更大數額的人民幣資金。依託其
「離岸金融中心」地位，更好地參與國家更
高水平的全面雙向開放，穩步推進人民幣
國際化。優化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安
排，在合作共贏中促進兩地金融做大做強。
他相信，改革開放四十年，香港在中國經濟

發展的每個階段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香
港不僅僅是中國的香港，更是亞洲的香港，世
界的香港。在亞洲和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上，香
港必將重新煥發巨大生機和活力。
由港府及貿發局主辦的第十四屆亞洲金融

論壇一連兩日在網絡平台舉行，今年以「重
塑世界經濟新格局」為主題，共雲集160多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環球政經界領袖、金融及
投資專家、經濟學家，郭樹清、特首林鄭月
娥、亞投行行長金立群、2018年諾貝爾經
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等嘉賓均通過視頻參
與了論壇。他們從多角度深入剖析經濟前
景，發掘全球商機。
據介紹，論壇續設有金融科技專區、Fin-

techHK初創專區、InnoVenture專區及全球投
資機遇專區，以虛擬展覽形式讓逾140家本地
和海外國際金融機構、科技企業、初創公司及
投資促進機構，展示金融科技、企業創新商
業意念，發掘投資機遇。同時，今年的AFF
Deal Flow環球投資項目對接會迎來全新的網
上模式，高效配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資金及投
資項目，預期參與投資對接的投資者及項目
擁有者數目將再創新高。

國安法助港社會安定 金融中心地位更穩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反壟
斷和金融監管是近期的熱門話題，郭樹
清18日也在發言中強調，必須長期堅持
「兩個毫不動搖」，同等重視發展公有
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堅決反對壟斷
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堅持金融創新必須
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防範和化解
各種風險，築牢國家安全屏障，堅決維
護法律秩序和主權尊嚴。

堅持金融創新必須審慎監管
郭樹清指出，最近10年裏，中國對世

界增長實質貢獻平均達到30%左右。然
而令人奇怪的是，國際社會也存在着一
些負面的輿論。20多年前的一種說法
是，中國並非市場經濟，需要一個過渡
時期。而近些年的指責是，「國家壟斷
資本主義」。其最主要的依據是，中國
有強大的國有經濟部門，國家產業政策
扭曲了市場關係。
他認為，這顯然是一個極大的誤解，

需要澄清五點。第一，中國的民營經濟

目前佔到全部經濟的60%。上世紀70年
代末啟動改革前，中國幾乎沒有什麼非
公有經濟。「如果存在着所謂的國家壟
斷和國有保護，這種情況怎麼可能發生
呢？」

產業政策與市場導向改革一致
第二，中國的產業政策總體上與市場
導向改革保持一致。70年代末，鼓勵在
國內發展輕工業，同時也迅速放開消費
品進口，從電視機、洗衣機到小汽車、
大卡車，中國成為「萬國品牌博覽
園」。80年代後期開始，主要的政策目
的是防止過度競爭導致的重複建設。最
近10年來，淘汰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
染、高負債的企業。正是由於有公開、
公平和充分競爭，中國才成為產業門類
最齊全的國家。
第三，國有企業總體上從政府得到
的是負補貼。平均而言，國有企業的
稅負大約是民營企業的2倍。國有企業
實際上還承擔更廣泛的社會責任。私

有工廠和外資公司長期高速增長，一
個重要原因是稅費優惠。各級政府安
排國企相關預算，主要用於分流安置
富餘職工、補助職工社會保障和公共
事業支出。

銀行與國企間財務完全獨立
第四，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財務完全

獨立。中國的銀行體系在世界上贏利能
力最強，如果其長期向企業提供補助，
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在信貸市場競爭十
分激烈，而且銀行的股東早已多元化的
背景下，即使是國有股份佔比較大的銀
行，也不可能向國有企業輸送利益。
第五，中國產品競爭力較強並非由於

勞工權益受損。過去10年，中國工人收
入快速增長，其中農民工收入水平提高
近2倍。「我們認為，罷工遊行不是解
決僱員與僱主爭議的有效辦法。通過相
互協商和多方監督，可以更好地實現互
利共贏，切實保證人民群眾的財富和福
利與經濟發展同步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疫情加
速醫療健康的發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行長金立群18日出席亞洲金融網上論壇
時表示，受惠於各國及公私營機構的緊密
合作，新冠肺炎疫苗推出的時間較預期

快。他認為未來各國應加強國際合作，在
科研上需要投入更多資源，而醫療健康及
數碼科技將成為日後重要議題。
金立群稱，根據過往經驗顯示，主要疾
病的疫苗研發需時逾10年，不過今次疫情

在不同國家、政府及私人企業的合作之
下，新冠疫苗得以短時間內研發。他又認
為，醫療健康是一個具有生產力的行業，
這個領域需要投放更多的資源，而且科技
對基建項目發展的重要性將會日漸提高，

例如人工智能在鐵路、港口建設等應用方
面。

諾獎得主：應尋新措施刺激經濟
此外，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

．羅默 (Paul Romer)同在亞洲金融網上論
壇上表示，為刺激經濟，各國政府過度依
賴貨幣及低息政策，或會造成泡沫以及為
市場帶來波動性，此情況十分危險。他認
為在未來十年，各國需要尋找新的有效經
濟刺激措施，惟現時各國債務佔GDP比重
愈來愈高。另一方面，保羅．羅默認為疫
情過後，相信亞洲將會為全球的經濟增長
作出巨大貢獻，人民的生活模式在疫情後
起了變化，商務旅行次數減少，亞洲的城

市化趨勢會繼續提升。

余偉文：注意政策推出退出時機
同出席亞洲金融論壇網上論壇的香港金

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反
覆爆發之下，相關支援措施需視乎疫情對
經濟的影響而作出調整，貨幣政策需要更
具彈性，各國央行迅速採取應對行動，規
模是前所未有，措施包括寬鬆貨幣政策、
減息以及買債等，但他提醒投資者要注意
政策推出或退出時機。此外，他又指，在
疫情下金融科技應用增長速度較之前快得
多，特別是金融服務發展領域，金融數碼
化已逐漸成為趨勢。
余偉文又提及，綠色金融認受性也因疫

情而愈來愈受到市場關注，此類主題已經
成為各國在疫情下推出措施的共同點。對
於經濟前景不明朗，他稱過去數年政府一
直有加強對銀行的監管，即使面對疫情銀
行也有較穩健的財政能力去應對。

■林鄭月娥18日於線上亞洲金融論壇致辭時
表示，過去一年儘管新冠疫情衝擊之下困難重
重，香港的金融體系展現了其實力和韌性。

■ 許正宇認為，香港金融業足夠進一
步支持實體經濟的復甦。

金立群：需增醫療健康投資應對疫情

五點理據 反駁「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郭樹清18日在亞洲金融論壇上表示，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為香港回歸社會安定，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在新的發展階段
上，香港必將重新煥發巨大生機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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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