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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港大經管
學院18日舉辦「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
會，港大首席副校長王于漸於專題討論環節
中指出，聯通世界是香港的長久優勢，在地
緣政治緊張的環境中，香港要重新定位，積
極探索，利用自身優勢促進環球供應鏈的發
展，健全金融體系建設。
市場擔心世界貿易活動減少，或不利香
港商貿增長，王于漸並不擔心這一問題，
香港過去幾十年建立的商貿中心優勢明
顯，但認為此刻也要作出反思，要在亂世
中尋找價值，創造轉折點。他相信在全球
去風險化的主題下，香港還會持續扮演連
接中國中國及國際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羅康瑞冀港成「超級價值創造者」
同場，瑞安集團創始人及主席羅康瑞以自
身的投資經歷為例，強調無論是粵港澳大灣
區或「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香港都不能
滿足於做「超級聯繫人」，而更應成為「超
級價值創造者」，幫助共建國家、城市一起
成長與發展。
羅康瑞指出，過去10年，中國對「一帶一

路」共建國家的投資已超過2,400億美元，

但這只是滄海一粟，中國難以獨力完成所有
投資，未來仍需借助全球私營市場的資金和
資源，香港可成為「一帶一路」的投資中
心，因其擁有人才、經驗及更多優質的資
源。

政府可助融入灣區拓「一帶一路」
談及香港在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兩大

戰略中的作用和角色，他提議，特區政府

應該嘗試了解當地企業的需求，將有效資
訊帶回香港。因大部分在港的中小企業難
以獨立完整調研，對當地市場的了解並不
全面，需要有政府的引領才能進入且融入
當地市場。
羅康瑞還建議，香港企業若要拓展「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等市場，須派出最優秀
的人才和團隊落地，不能簡單複製在香港
的成功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在港
大經管學院「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
會的專題討論環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董事局副主席陳智思指出，想要更多吸
引人才來港，除了依靠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優勢，安全、教育和生活品質
亦要配套發展。同時，香港需要進行自
我重塑，期望下一代能真正理解東方與
西方，讓香港保持東西文化薈萃的特
色，更好發揮其「超級聯繫人」角色。
陳智思說，香港不斷鞏固國際金融中心

的角色，也在大力建設創科中心，但他
提醒，對於人才而言，一個城市的教
育、安全、生活品質、文化氛圍都十分
重要，整個「配套設施」完善，才最具
競爭力。他提到，藝術與文化是香港競
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形容在文化藝
術方面，香港的「硬件」已逐漸到位，
但「軟件」仍須完善和加強，如培養本
地人才和引進國際人才，挖掘香港在亞
洲現當代藝術中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

更好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
在新時代下，他認為，香港未來發展

的重點在於如何持續提升價值創造，
「香港應該『自我重塑』，更好發揮
『超級聯繫人』角色，思考如何利用自
身優勢為中國創造更多價值。」
在討論環節，多位學者和業界專家就
「重新定位香港經濟」、「香港經濟的
未來機遇」、「新世代的人才和青年發
展」等話題展開深入討論。與會者認
為，吸引更多企業和人才來港發展以及
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是香港需要努力
探索的重要課題。

汪濤18日在網上記者會表示，中國2023
全年GDP實際增速為5.2%，名義增速

為4.6%，均基本符合該行的預期。低基數
推動去年四季度社零、出口、基建投
資、製造業投資和工業生產的同比增速
均有所上行。12月資料顯示房地產活動
尚未觸底，季節調整後的房地產銷售面
積和銷售額均較11月的水平進一步下
行。隨着低基數效應消退，12月社零同
比增速放緩，而製造業和基建投資同比增
速均有所回升。12月出口量同比增速進一步
上升，其四季度同比增速較三季度大幅反彈。

提振居民信心 消費回暖
考慮到去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速5.2%，高於該行最初預測的
5%，同時國家統計局對前幾個季度GDP環比增速進行了修正，
她指出，「如果我們維持今年GDP環比增速預測不變，對應的
2024年GDP增速應為4.6%。」該行此前預測為4.4%。未來幾個
月，該行預計房地產活動和房地產市場逐漸低位企穩，這應有助
於提振居民信心。再加上經濟活動和勞動力市場持續復甦，消費
應可以繼續兌現疫情後的溫和修復，不過增速可能有所放緩。
此外，汪濤又認為，儘管美國經濟增長可能放緩，但隨着全
球科技周期的回升，預計中國出口增速將溫和改善。
對於中國的刺激政策方面，汪濤預計總體上中國未來政策支
持有望加碼，不過力度將較為溫和，財政支援將更為顯性化，
基建增速不會提速。
瑞銀預計，今年中國政府將財政赤字率設定為3.5%至3.8%
（包括今年可能發行的新一批特別國債），提高地方政府專項
債券新增限額，並再發行新一批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資債券。貨
幣政策放鬆力度可能比較有限，預計人民銀行降低MLF利率10
至20個基點，降準25至50個基點，並使用其他流動性工具，配
合財政擴張。

房地產政策或進一步放鬆
同時，該行預計房地產政策也可能進一步放鬆，包括加碼對
開發商的信貸支援，以及利用部分PSL（抵押補充貸款）支援
的低成本資金購買存量住房、消化庫存。汪濤表示，未來幾個
月PSL資金的規模和使用方法應會更為清晰，不過整體而言，
其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或遠小於2015至2018年的棚改。

王于漸：聯通世界是香港長久優勢 陳智思：港需自我重塑 保東西文化特色

◆陳智思表示，香港應思考如何利用自
身優勢為中國創造更多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王于漸認為香港要重新定位，利用自身優
勢，健全金融體系建設。

◆羅康瑞表示，香港更應成為「超級價值
創造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環球同業銀行金
融電訊協會（SWIFT）18日發表上月全球支付數
據，報告顯示人民幣國際支付份額從去年11月的
4.61%紀錄最高水平，回落至12月的4.14%，不過
仍然是紀錄次高，人民幣國際支付全球排名保持
第4位，仍超過日圓的3.83%佔比。至於最常用的

三大支付貨幣依次為美元、歐元和英鎊。
作為全球貿易融資貨幣角色，人民幣上月份額從

11月的5.7%降至5.07%，佔比重新回到第三；排在
第二的是歐元，佔比7.35%。SWIFT指出，整體12
月人民幣在國際間支付金額按月跌11.94%，而全球
整體國際支付金額則升1.94%。若撇除歐元區內支

付，人民幣在全球國際間支付的市佔率為2.86%。
上月美元的相關交易佔比略升至47.54%，歐元
佔比降至22.41%，再創紀錄新低。去年8月美元
佔比曾刷新紀錄至48.03%。至於港元方面，上月
以1.58%排行全球第7，重新超越澳元。香港在
離岸人民幣支付市場佔有率繼續保持80%。

人民幣國際支付佔比4.14% 仍居全球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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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展望中國經濟發展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及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

預計中國房地產活動和房地產市場逐漸低位企穩，政策支持有望溫和加碼，
將年內MLF利率下調10-20個基點，存準下調25-50個基點；2024年中國
GDP增長由4.4%的預測，上調至4.6%。

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部總監龐溟：
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和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繼續保持，有利條件遠多於不利

因素，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潛力和宏觀政策的空間仍然充足。

安本中國股票投資主管姚鴻耀：
中國政府有需要在消費方面着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針對中國民眾預防性

儲蓄過高，中國可提供更優質的醫療設施或加強退休保障，以鼓勵民眾增加消
費。

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
自2023年「民營經濟31條」發布以來，中國連續出台了一系列促進民營經

濟發展的措施，對民間投資形成有力支撐。目前除了房地產業外，其他領域的
民間投資增速已明顯提升。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
2023年中國基建投資同比增長5.9%，投資對經濟已經起到了比較關鍵的作

用。如果今年能積極穩妥化解房地產風險，引導好民營企業預期，投資對整個
經濟的拉動作用會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近期有外資調低對中資股的
持倉，影響其估值以至股價表現，但中資股表現仍有轉機。安
本中國股票投資主管姚鴻耀18日表示，雖然中資股受累估值下
跌，影響其股價表現，但盈利增長可望成為未來股價重要動
力。
他表示，若中資股今年盈利按年錄高單位數至10%增長，

將有助中資股估值獲向上重估。然而，中國與香港股市表現
要進一步改善，需要看到經濟數據與盈利增長持續改善。他
表示，該行看好新能源車零部件供應商，因為其受惠燃油車
轉型至新能源車的趨勢。
另一方面，姚鴻耀表示中國經濟已開始呈現復甦苗頭，但

仍不足以推動股市走高，因投資者期待的大規模刺激措施仍
缺乏，該行也不預期當局未來會推出大規模刺激措施。儘管
如此，他認為小規模的刺激措施仍有助經濟穩定，並足以轉
化為企業盈利。
此外，姚鴻耀認為，中國政府有需要在消費方面着墨，推
動中國經濟增長。針對中國民眾預防性儲蓄過高，他建議中
國可提供更優質的醫療設施或加強退休保障，以鼓勵民眾增
加消費。

景順料中國將推更多刺激措施
景順亞太區（日本除外）環球市場策略師趙耀庭18日亦預

期，中國年內將推出更多貨幣及基建投資刺激措施，他並預
測中國將2024年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在5%左右。
就未來的投資部署，趙耀庭指出，年初至今新興市場（中
國除外）股市資金大量外流，這是因為投資者重新思考聯儲
局前端政策轉向，因為聯邦基金期貨暗示美聯儲局最快會於3
月減息，但此預期或許過高。鑑於現
時美聯儲貨幣政策路徑走向，以
及今年稍後美國經濟將以何種
方式着陸存在不確定性，因
此他預期短期之內市場或仍
會波動。他建議投資者可保
持充分多元化，偏重優質的
投資級別債券、另類投資
（如私募信貸）以及新興市場
股票，因為經歷近期市場下跌過
後，此類資產估值遠遠更加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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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製造業和基建投資同比增
月出口量同比增速進一步

其四季度同比增速較三季度大幅反彈。

消費回暖

中國剛公布的2023全年GDP實際增速為5.2%，增速比2022年加快2.2個百

分點，也勝過中國原定增長5%的目標。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及首席中國經濟

學家汪濤18日評價指出，中國經濟增長情況基本符合該行預期，未來幾個月，

她預計中國房地產活動和房地產市場逐漸低位企穩，這將有助提振居民信心。她

認為未來政策支持有望溫和加碼，預計人民銀行降低MLF（中期借貸便利）利率

10至20個基點，降準25至50個基點，該行並將2024年中國GDP增長預測由此

前的4.4%，上調至4.6%。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汪濤

◆大行調升中國今年
經濟增長預測。

資料圖片

瑞銀：今年GDP料增4.6% 將減息降準

中國經濟續向好 樓市漸趨穩

◆趙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