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十二五」規劃

與兩地經貿金融

合作發展論壇

材料七

分享機遇 共創繁榮 

國家「十二五」規劃與兩地經貿金融合作發展論壇

(2011 年 8 月 17 日) 

香港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主席馮國經博士講話

一、導言

謝謝大會邀請我出席這個論壇。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

會，讓我們聚首一堂，探討「十二五」規劃下，未來經貿發展

的新形勢和粵港未來三十年的發展方向。我從事了三十多年國

際貿易，加上近年來參與國際商會和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的工

作，有更多機會接觸國際和本地的工商界。因此我將較多的站

在企業的角度，結合實際在香港與內地的營運經驗，分享一些

觀察。

二、全球經濟復蘇的基礎仍未穩固

我們在過去幾個星期都可感受到，歐美債務風險仍然存

在，全球經濟復蘇的基礎還不穩固。目前，企業庫存偏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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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量少，而且短期訂單增多，這顯示歐美的消費信心還沒有完

全恢復，我們不能掉以輕心。我預視到，歐美企業將出現重組，

更多收購合併活動將會發生，此外，企業將更重視投入高增值

和研發，具備實力的企業將再進一步壯大。

三、環球營商成本上升，情況在中國更明顯

另一個不可迴避的趨勢，是營商成本的上升，這個情況在

中國更加明顯，對我們香港數萬家在廣東的生產企業構成很大

的壓力。成本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原材料價格攀升、

工資提高和工人待遇改善、人民幣升值、顧客對環保和持續發

展的期望增加等等。我留意到，由於經營成本的上升，更多外

國買家，將採取「中國加一」策略，就是要求供應商把更多生

產工序外判到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例如印尼、越南和孟加拉

等，以減輕風險和成本。

四、從中國生產到中國銷售是「十二五」期間的重要主題

目前，全球發展的一個趨勢，是經濟重心逐步轉向亞洲，

品牌商也愈來愈重視開發亞洲市場。在很多國際跨國公司和香

港的角度去看，在未來中國將不僅僅是一個生產採購基地，而

是潛力巨大的銷售市場。從「中國生產」到「中國銷售」，將

會是「十二五」期間的重要主題。

五、服務業的融合—未來三十年粵港經濟合作模式

接著，我希望基於以上宏觀經貿環境，談談粵港未來的發

展方向。事實上，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除了支持香港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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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和提升金融、貿易和航運支柱產業、培育六大優勢產業外，

也重點提到，支持深化粵港合作和在服務業開放方面「先行先

試」，這些是我和很多香港企業家都十分認同的。粵港過去三

十年的緊密合作，在服務業和製造業互相分工，為國家改革開

放提供了示範和參考作用。未來三十年，我相信粵港將繼往開

來，特別是在服務業方面將進一步加強合作，從而為粵港經濟

創造更高價值、服務全國市場。在「十二五」期間，廣東提出

希望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增加服務業比

重，而香港服務業佔生產總值已超過九成，目前希望拓展更大

服務業發展腹地，由此可見，粵港在服務業的互補性很強，雙

方合作，長遠將有助強化大珠三角區域在世界經濟中的綜合競

爭力。

六、應充分運用廣東強勁的製造基礎，促進企業「出口轉內銷」

廣東有強大的製造業和出口實力，面對中國內銷市場的發

展，如果能協助在廣東的生產企業就地升級、開拓內銷市場，

將生產和銷售結合，落實內外貿一體化，將是粵港未來發展的

關鍵所在。多年來，香港企業在開拓國際市場、供應鏈管理、

批發分銷、物流等方面已累積豐富的經驗，現時應發揮此優勢

服務內地市場，從而促進香港和珠三角成為全國和亞太區的物

流、分銷和零售中心。

七、政策建議：促進四流、利用 CEPA 和重視人才

為配合兩地服務業的合作、促進內外貿一體發展，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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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兩制」的前提下，粵港雙方可考慮以下幾方面：

首先，流量(flows)是創造一個經濟區的重要因素。粵港應完善

各項交通基礎建設的連接，同時，要簡化通關手續，在合適的

通關口岸採用「一地兩檢」，便捷人才、資金、資訊和貨物的

自由流動。

另外，面對歐美市場疲軟的壓力，我們應進一步落實「十

二五」規劃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充分發揮 CEPA 在開拓

內地市場的關鍵作用，利用好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

等示範區，在完善服務業的標準制度和「出口轉內銷」政策等

領域「先行先試」，建立平台，大力發展內銷業務。針對目前

個別服務業發展在制度上遇到的阻礙，粵港兩地可共同提出建

議，通過逐步完善相關的法律法規和配套政策，促進服務業發

展，以吸引更多海外企業在大珠三角成立總部公司，創造需求

和帶動就業。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更重視人才的培訓，

這包括大學教育和企業對員工的培訓。人才質素決定一個地區

的長遠競爭力。在「十二五」期間，中國希望將服務業從現在

佔整體生產總值的約百分之四十三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七，在發

展現代服務業領域，人才的重要性將更突出，也是走向更高增

值的重要基礎。因此，粵港可在科研和教育領域促進交流合

作，吸引世界人才，使大珠三角成為人才聚集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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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語

在「十二五」期間，國家正處於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的關

鍵時期，面對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在新的歷史階段，粵港

應把握當前機遇，在過去三十年的合作成果和基礎上，繼續「先

行先試」，敢於創新，為香港、國家的未來探索新路向。我相

信，通過政府、企業、民間各方面的努力，將可引領粵港經濟

發展邁上新台階，為國家作出新貢獻。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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