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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传真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 
 

国际金融中心竞争，香港信心满满 
 

本报赴香港特派记者  赵觉珵  刘彩玉  夏彩云  云天华 
 

    本月 8日起，内地与香港实施首阶段免检疫通关。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在两地间恢复流

动，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凸显，国际社会对于香港的经济前景也更加

乐观。 

    展望 2023 年，世界仍充满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冲突、通货膨胀、美联储货币政策等均将为

国家和香港的发展带来挑战。香港将如何走出疫情阴霾，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进行产业升级？又

将如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组近期独家专访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通关加大香港经济复苏动能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实现通关有何重要意义？ 

    陈茂波：这次通关比预测还要更快一些，让我们很受鼓舞。通关后，香港社会整体氛围变得

更乐观积极，对加大香港经济复苏动能非常重要。 

    首先，两地旅客往返更加方便。很多香港企业赶到内地洽谈业务，也有一些内地代表团来港，

例如参加近期的玩具展等。其次，恢复通关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很大促进作用，之前过关不方

便，很多工作都在线上，现在可以自由往返。第三，通关将加快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步伐，

此前我去境外推广香港时，大家普遍对大湾区非常感兴趣。这些国际人士来香港开办业务，其实

更看重的是以香港为跳板，方便开拓在大湾区和内地的业务。 

    环球时报：您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是否已经有前往内地的工作计划？ 

    陈茂波：我们初步计划今年两会后前往北京。整个问责官员团队会有分工，去不同的城市，

基本覆盖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浙江、山东、大湾区城市和西南地区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行

程，让大家更了解香港的情况，我们在内地的经贸办事处也有专门的同事主动接触所属地区的企

业和商界人士，鼓励大家和我们多合作、多交流。 

    环球时报：第 16届亚洲金融论坛 11日在香港开幕，这是今年香港首个大型商贸交流论坛，

超过 7000人于线上线下参与。这一论坛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陈茂波：此次论坛是继去年 11 月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后，又一个重要国际会议，也是疫

情以来该论坛首次线下举行。这次会议让大家实地来到香港，看见香港已经不单纯是“回来了”，

而是生机勃勃、机遇众多。 

    吸引更多内地创科企业 

    环球时报：随着内地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市场普遍预计经济今年将出现明显回暖，增长率或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您对此有何预期？ 

    陈茂波：虽然经历疫情，但内地的政策空间还是很大的，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足

以抵御外部风险。同时，内地在恢复免检疫通关上步伐很快，有利于出口和投资。内地经济体量

很大，国家提出“双循环”格局，14亿人口本身就有很大的经济动能，个人消费可提升的潜力很

大。此外，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创新科技发展，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我对于内地的经济

发展是比较乐观的。 

    环球时报：内地经济发展对香港经济而言，将带来哪些利好？您对 2023 年的香港经济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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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陈茂波：2023年上半年，香港经济面临较多挑战。从外部环境看，全球利率向上调整、欧洲

经济因地缘政治出现问题等因素都会影响香港。在香港，本地利率也会因美元因素持续升高。 

    国家经济好，是我们向前发展最大的底气。我们预计未来一年出口有较大增长。疫情前到港

的内地旅客平均一年超过 5000 万人次，有市场调查显示，不少内地朋友还是将香港作为境外游

的首选目的地。 

    过去几年，香港在产业发展方面很重视创新科技，我们希望与内地有更密切的往来交流，尤

其在大湾区范围。本届政府提出“抢企业”“抢人才”，不少内地企业对于来香港开设国际总部非

常感兴趣，不仅是龙头企业，也包括一些拥有前沿技术的创科企业，我们近期也在与他们洽谈。 

    环球时报：能否介绍一下“抢企业”的情况？是否已经有初期成果？ 

    陈茂波：发展香港经济需要兼顾几个方面。一是要提升产业发展结构，虽然香港金融业发展

得很好，但雇用人员较少。金融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率约 22%-23%，雇用人员却只占约 7%。从

产业发展来说，香港需要多元发展，创新科技是最重要的。二是希望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更好的

就业机会。但是，仅靠香港自身把创科产业培养起来需要时间，所以要吸引全球相关企业到香港，

内地企业是重点。行政长官去年发布《施政报告》后，不少内地企业找到我们，我们也制定了重

点名单，会主动出击。 

    做好中国经济的“试验田”“防火墙” 

    环球时报：您去年 10 月出访中东，近期又宣布将访问欧盟和东盟。从您出访的目的地看，

香港是否正在转换经贸合作重点？这与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家政策变化是否相关？ 

    陈茂波：香港需要审时度势。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经济周期，同时地缘政治也是一个主

要因素。 

    因此，我们要多元发展市场，原来的市场我们不会放弃，同时要开拓新市场，尤其是有潜力

的地区，包括中东、东盟，这些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与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 1/3，肯定

是我们的重点。我们也会重点选择德国、法国这些欧洲主要经济体，它们的外交政策比较独立，

和中国的关系也比较好。 

    环球时报：近年，一些人对香港能否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商业中心的地位产生质疑。您是

否担心香港在相关领域的地位被撼动？ 

    陈茂波：我们经历不平凡、很困难的三年多时间。这段时间里，香港和内地、和国际社会的

接触少了，一些人对香港的了解少了，误解也比较多。 

    去年 11 月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全球 100 多家金融机构的代表参会。他们都表示，西方

媒体的一些报道有所偏颇，他们对香港存在误解。今年我们还会继续举办规模更大的峰会，并邀

请一些国际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将会议搬到香港。在国际会展领域，一些会议确实搬到其他

地方了，但我们要积极主动抢回来。香港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是一个全开放的经济体，

更多人往来是有好处的。 

    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非常激烈，香港对标的是纽约、伦敦这样的城市，并且信心满满。第一，

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30%以上，

并且大家普遍看好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这种情况下，香港金融业的巨大发展潜能是新加坡等

地没有办法比的。 

    第二，香港是离岸人民币中心。人民币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是国家政策，也是国际社会的

期待。近年来，一些国家对美国的政策和美元产生担忧，我在中东访问时，就有当地人士希望能

分散风险、多元投资。目前，中国在购买石油上已经使用人民币结算，境外人士持有大量人民币，

会有投资需求。香港有责任发展好离岸人民币中心。 

    第三，香港在股票市场首次公开募股（IPO）等方面做得比较好，且不断创新。2018 年，我

们修改上市规定，让同股不同权的公司能在香港上市，把香港股票市场推上新的台阶。去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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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还推出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上市机制。现在，我们准备推出大规模前沿技术研发公司

的上市机制，也考虑让一些私募基金通过同股不同权的方式来港上市。这样做是希望不断走在市

场前面，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此外，互联互通也是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重要部分。2014年以来，香港与内地开设了沪港通、

深港通、债券通，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做的一些统计显示，境外投资者对内地股票市场约 70%的

投资都是通过香港进行的，他们对香港的监管和效率比较有信心。 

    目前，国际基金投进内地市场的资金比例还是太小。按照中国的经济体量，他们投资增加 10

倍也不够，因此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也在发行绿色债券，过去一年约 570多亿美元，在

亚洲排名第一。中央提出“3060”目标，相信这方面未来发展势头会更好。 

    “一国两制”给予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香港一直都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

“试验田”“防火墙”。我们要和内地相关部门多沟通，利用香港平台助力内地市场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