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印人：香港商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道332號香港商報大廈 總機：25640768 傳真：25655456 廣告部：25905305 傳真：25905553 發行部：25905385 傳真：25635437 深圳廣告電話：86-755-83881358 傳真：86-755-83516512 深圳發行電話：86-755-83518737 傳真：86-755-83518513

2022年9月8日 星期四

頭條商報

安達臣道塌天秤三死六傷
當局排查全港地盤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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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廣東）一體化項目全面建設
廣東加快打造世界級綠色石化產業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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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香港商報訊】記者古小喬報道：為促進香港私人
財富管理行業進一步發展，金發局昨日發表題為《鞏
固香港作為亞洲優秀私人財富管理樞紐的地位》的研
究報告，就五大範疇提出相關政策建議。金發局主席
李律仁表示，香港有望在明年超越瑞士成為按資產管
理規模計算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

私人財管業務規模三分天下有其一
報告指出，長久以來，私人財富管理業務一直在香

港資產及財富管理行業擔當主要角色。報告引述香港
證監會《2021 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顯示，
2021年私人財富管理行業總資產雖然下跌至10.6萬億
元，但淨資金流入仍錄得6380億元；同時，2021年私
人財富管理業務總資產規模佔香港整體資產及財富管
理業務的三分之一。

報告引述根據私人財富管理公會（PWMA）及畢馬
威較早前聯合發布的報告指，2019至2020年期間，香
港高淨值人士數目增長 9.6%，達 18.8 萬人。與此同
時，41%的私人財富管理機構的管理資產（AUM）來
自內地，預計未來5年內這數字將增至51%。為促進
私人財富客戶（尤其是高淨值人士及大灣區人士）的
數碼體驗，有必要盡量發揮行業潛力，以把握相關新
機遇。

審視關鍵領域提升香港競爭力
金發局指，樂見監管機構致力在投資者保護和基於

原則的監管之間取得平衡，但該局認為仍有必要審視
若干關鍵領域，以提升香港競爭力。

報告就認識你的客戶（KYC）、專業投資者制度、
合適性框架、稅務制度及教育及人才發展等五大範
疇，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包括：一、調整金融服務業
應對打擊洗錢、合適性及專業投資者相關KYC制度的
一致性；二、引入熟悉投資技巧的專業投資者分類及
較高門檻的資產測試，並允許客戶在自願同意的基礎
上豁免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三、檢視現時合適
性規定框架及為客戶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四、
引入有利私人財富管理行業的稅收待遇，打造更具競
爭力的投資環境；以及五、透過行業及學界通力合作
培育人才。

李律仁表示，香港私人財富管理行業即使面對環球
經濟壓力及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仍能夠在過去幾年
表現保持強健。香港有望在2023年超越瑞士成為按資
產管理規模計算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他又
稱，為確保行業穩健發展及把握未來發展機遇，香港
必須繼續提升現有制度，以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的定位。

港明年有望成最大跨境財管中心
金發局倡五大範疇改革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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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千) 變動

2020 2025* 千人 %

美國 21951 28055 +6104 +27.8

中國 5279 10172 +4893 +92.7

日本 3662 5411 +1749 +47.8

法國 2469 4201 +1732 +70.1

加拿大 1682 2981 +1299 +77.2

德國 2953 4240 +1287 +43.6

澳洲 1805 3071 +1266 +70.1

英國 2491 3711 +1220 +49.0

韓國 1051 1772 +721 +68.6

西班牙 1147 1804 +657 +57.3

*2025年富豪人數為預測數據

資料來源：瑞士信貸「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

當日，團結香港基金、香港地方志中心、廣東省政
府地方志辦公室及澳門基金會聯合舉辦 「志史鑒今砥
礪前行：從改革開放到大灣區建設」研討會，在香
港、北京、廣東及澳門同步線上線下舉行。

港股總市值內地企業佔八成
研討會上，陳茂波致辭時回顧了過去香港從參與國

家改革開放，到25年前回歸祖國的懷抱，再到今天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隨國家持續改革開放，香港也成為內地企業 『
走出去』的最重要橋樑。」陳茂波列舉數據稱，香港
是外資進入內地的橋頭堡，經過幾十年發展，至今內
地累計使用外資總額仍有超過60%是從香港進入。到
今年7月底，已有1400家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佔香
港上市公司總數超過50%；以總市值來計算，內地企

業佔港股總市值接近80%。到去年底，有超過600家
內地企業在港設立地區總部或辦事處。這顯現了內地
企業對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性，也展示
了金融服務對實體經濟的貢獻，以及市場力量對推進
改革的積極作用。

香港站上更高新起點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陳茂波指，大灣區人口

超過8600萬，生產總值接近2萬億美元。過去幾年，
香港與大灣區兄弟城市之間的跨境交通基建一一落
成，兩地往返愈趨方便。大灣區正全力朝國際一流
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目標邁進。香港是大灣區龍頭
城市之一，肩負帶領和推動大灣區的經濟朝更高增
值、更國際化的方向發展。在助力整個大灣區的發展
與升級轉型過程中，香港將會扮演更舉足輕重的角

色。
他說，國家 「十四五」規劃提出了香港未來發展的

定位和方向，比如建設成國際航空樞紐中心、區域知
識產權貿易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這些方
面香港跟大灣區城市優勢互補、強強聯手，都大有可
為。同時，香港會積極對接好深圳前海、廣州南沙和珠
海橫琴的 「試驗平台」，用好更多先行先試的契機。
「香港與大灣區共同繁榮發展，有非常亮麗的前

景。」隨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融合，香港站在更高的
新起點，不應局限於香港本身，而是要以同心圓的視
角，以大灣區一分子為本位，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

鄧中華：要貢獻灣區制度型開放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以視像形式對香港參與

大灣區建設提出三點看法，包括香港要充分發揮規則

制度優勢，貢獻大灣區制度型開放；發揮人才優勢，
參與大灣區高水平人才基地建設；以及發揮科技優
勢，助力大灣區建設國際創科中心。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兼貿易處負責人劉亞軍指，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標誌性事
件，也將成為香港在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多位嘉賓還就 「港澳參與新時代改革開放」進行專
題研討，並就 「金融·貿易·科創：協同發展，創造機
遇」進行對話。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表示，作為
大灣區發展核心引擎之一，香港在金融、專業服務領
域擁有優勢，可以和其他灣區城市產業群優勢互補，
全力提升在國家雙循環中的功能作用。港大經管學院
名譽教授陳坤耀指，香港高等院校擁有豐富的基礎研
究成果，大灣區 「9+2」城市群偌大的人口與市場規
模，為香港科創產業提供巨大的發揮空間。

大灣區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最佳切入點

財爺：積極對接前海南沙橫琴

【香港商報訊】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日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
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地
區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香港
來說特別重要，是香港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最佳切入點。他說，
在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事業中，香
港是先行者，擔當重要而獨特的角
色，不但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也
成就了香港的經濟地位。未來，香
港會積極對接深圳前海、廣州南沙
和珠海橫琴三大 「試驗平台」 ，用
好更多先行先試契機。

陳茂波（中）等一眾嘉賓出席研討會。 政府新聞處

中國內地未來幾年將成為全球可投資中國內地未來幾年將成為全球可投資
財富的動力財富的動力，，並助力香港成為全球最大並助力香港成為全球最大
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安達臣道一處地盤昨發生嚴
重意外，一個大約10米高、30
米長的天秤突然倒塌，擊中場

內多個貨櫃辦公室，導致三死六傷，事件令人悲痛
震驚。行政長官李家超對死者的家屬致以慰問，希
望傷者早日康復，並就事故作出指示，要求勞工處
全面檢視全港的天秤安全，尤其留意天秤的豎立及
支承是否穩固及有足夠強度。安全事故 「一宗都嫌
多」 ，每宗意外背後都是對受害者及其家庭的一場
悲劇。當局除了做好善後工作，加緊徹查找出事故
原因，亦要研究切實可行的措施，多管齊下杜絕安
全事故，保障從業人員的生命安全。

初步調查顯示，涉事天秤在倒塌時並沒有負重，
懷疑基座未有妥善固定， 「秤腳」 突然從其中一邊

的工字鐵鬆脫，造成整個天秤傾斜塌下。事實上，
天秤的設計、安裝、驗收本港均有法例規管，由專
業人士確保合法才可使用。今次安全事故發生，無
論是監管不力、檢查沒做足，還是人為疏忽、安裝
操作出問題，政府都須嚴肅跟進，理清責任誰屬，
追究到底。

面對安全事故，更重要的是對暴露的問題深切反
思，檢討安全保障是否足夠，提出改善措施，防止
悲劇再次發生。客觀看，政府和業界在保障工人安
全和安全宣傳教育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勞工處
除日常突擊巡查外，還多次進行特別執法行動，去
年就進行了71063次地盤安全巡查，發出440張 「暫
時停工通知書」 和3288張 「敦促改善通知書」 ，並
提出1872項檢控，不謂不嚴。而且隨工友安全意

識普遍提高，本港整體的職安健狀況近年得以持續
改善，整體工業意外率明顯下降。

惟致命工傷個案依然不斷出現。今年前8月，本
港已發生至少11宗奪命工業意外，當中以地盤高空
墮下事件佔多數。資料亦顯示，自4月下旬疫情緩
和、多個行業復工後，奪命事故變得頻密，今次天
秤倒塌再釀不幸事故，情況令人憂心。每當有嚴重
工業意外發生後，政府勒令停工、整改、調查、究
責，但大小意外依然不斷，亟須更嚴格全面檢討，
包括安全監管是否到位，僱主有否提供安全保護設
備與環境，法規阻嚇力是否不足，僱員安全意識是
否欠缺……這些都要查找問題，迅速彌補完善。

有聲音認為，由於對違反職業安全的處罰過輕，
導致僱員的安全問題不被正視。今年5月，政府向

立法會提交《2022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
項修訂）條例草案》，將極嚴重違法個案的最高罰
款額提升至1000萬元，以及監禁兩年，加重違例罰
則。希望相關修訂能盡快獲得通過，藉以警醒僱主
高度重視施工安全，更自覺地做足防範。

政府還應舉一反三，檢視現行安全監管是否足
夠。有政團建議當局以事前預防方式巡查工地的安
全，推行 「全港工地安全大巡查行動」 ，找出高危
安全黑點，值得考慮。關鍵還要完善監管和執行的
各項流程，要真正落地落實，不能流於形式和紙上
安全。僱員方面，更要增強安全意識，嚴守安全指
引，時刻牢記安全最要緊。防範和杜絕安全事故，
政府、僱主、僱員都有責任，須共同織牢安全防
線！

多管齊下杜絕安全事故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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