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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带一路”机遇下，中资企业

利用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优

势、金融和国际化优势，进一步发挥香

港作为“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作用，助

力香港打造“一带一路”融资枢纽和企

业财资中心。

改革开放40年来，香港从海外企业

投资内地“引进来”的窗口，到内地企

业“走出去”的首选平台，这颗“东方

之珠”更加熠熠生辉。

“敢为天下先”到“一带一路”的

引领者

1978年10月，61岁的香港招商局

原常务副董事长袁庚上任后的第一笔生

意，是买下了位于香港中环干诺道上的

一座24层大楼，即现在的“老招商局大

厦”，大楼售价6180万港元，第一次预

交定金2000万港元，交付定金支票的时

间是星期五的下午两点。对方留下老板

一人与袁庚洽谈，其余三人匆匆走出律

师事务所，直奔银行而去。

后来袁庚了解到，当天是星期五，

对方如果不能在下午三点之前去银行交

那张支票，就只能等到下周一，但将少

收三天几万港元的利息。这真的是“时

间就是金钱”的最好体现，也是袁庚的

“香港第一课”，这也促使了“时间就

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条改革开放

从蛇口到“一带一路”：
中国企业“走出去”从香港出发 
香港在促进基建投融资，如资金筹集、项目配对、风险管理、专业支援等方面独具优势，
将继续成为海外企业投资内地“引进来”的窗口，也是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跳板。

 本刊记者  李滨彬／文   

以来最响亮口号的诞生。

袁庚到香港调研后，就与有关部门

负责人商谈在广东沿海邻近香港边境地

区筹建招商局工业区的问题。1979年，

招商局在深圳设立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

型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区，以“敢为

天下先”的勇气，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

的第一炮。今天，招商局继承改革开放

的基因，从香港出发，在“一带一路”

上先试先行。

招商局董事长李建红表示，香港作

为“超级联系人”，在“一带一路”践

行中有着独特的优势。招商局要充分发

挥香港优势配置国际国内资源，把集团

打造成为国际国内资源的整合者，利用

招商局的“前港-中区-后城”模式带动

香港中小企业走出去。

“香港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一切

都以市场化思维按市场规律办事。长期

受香港影响熏陶，招商局形成了以市场

化为核心的体制机制。”李建红说。

驻港中资企业引领构建“一带一

路”金融大动脉，服务中资企业“走出

去”。中国银行在港经营超过百年，目

前积极推进区域性银行转型，实施集团

重组战略，收购母行东南亚分支机构，

并在文莱开设分行，对东南亚业务进行

一体化经营管理，目前网点已遍布马来

西亚、泰国等东盟七国，把中银在香港

先进的管理、服务和金融产品等优势延

伸至东南亚地区，提升中国银行集团区

域及全球服务能力。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中银香港

总裁高迎欣介绍，近年来，中银香港完

成了“一带一路”区域内电信、基建等

多个行业的重点项目，为“一带一路”

金融支持大动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

时，中银香港还完成了与世界银行成员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首笔项目，为将来

与国际多边机构的进一步合作、支持

“一带一路”项目积累了宝贵经验。

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

达维香港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黄逸

宇2016年全程参与了华泰证券的首次

海外并购，华泰证券通过其香港金控平

台收购美国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全部股

份，交易总对价约7.80亿美元，这是华

泰证券依托香港资本市场在境外进行的

第一笔收购交易，带来巨大的战略价

值。

黄逸宇从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后，选

择到港工作，他认为，中资企业海外收

购面临人生地不熟等问题，例如“分手

费”的概念对中资企业比较陌生，如果

交易未能完成，买方需要向卖方支付补

偿。而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大多是英资所

或者美资所，在国际影响力大，历史悠

久，对于律师事务所进行的法律尽职调

查和法律意见书，在国际资本市场、外

资投行和监管部门都有高度认可。

“香港的金融体系发达与世界接

轨，交易结算系统非常便捷，没有外汇

管制或限额，法治完善，诉讼风险很

小。”黄逸宇说。

“香港快速上升成为中国跨境并购

百强交易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从2018年

的数据看来，相比较2017年在百强交易

中的数量增加了14笔。”中国并购公会

轮值主席胡章宏介绍。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近年来呈现出日

趋活跃的态势，并购的行业分布与区

位分布也变得更加多元化，而香港作为

“超级联络人”，越来越成为内地企业

“走出去”的重要投融资平台。

同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

业将会面临包括法律和政治、税务、金

融及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风险，而香港

正是中资企业管理这些风险的风险管理

中心。

胡章宏介绍，“一带一路”地区有

并购需求的中国企业更倾向设立香港平

台。香港在发债、上市、贷款和风投等

融资方面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优势，

能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企业甚

至政府集资和融资提供多元化的金融平

台，又可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资产分配

工具，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

香港可以更好地融入国家的发展。

自1993年首家内地企业青岛啤酒赴

港上市至今，香港资本市场一直是内地

企业“走出去”的理想平台。目前，在

超过2200间在港上市的企业中，内地企

业市值占香港证券市场市值超六成。

近两年，中资企业“走出去”呈现

新特点，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在港成

立企业财资中心，既满足企业财务管理

需要，也有助于“走出去”企业集中处

理海外财资业务，提升营运效率和更好

管理风险，凸显香港是中资企业“走出

去”的重要平台。

开拓“一带一路”重点领域

利用香港“走出去”，招商局参与

的48平方公里的吉布提自贸区和91平

方公里的中白工业园，一个在亚丁湾面

对涛涛大海，续写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一个在当年驼铃声远去的丝绸之路建园

区、聚产业、造新城，两个项目位于同

一时区，南北半球，共奏时空交响曲。

吉布提自贸区是招商局“前港-中

区 -后城”蛇口综合开发模式在海外

落地的第一个地区，成为“东非的蛇

口”；而中白工业园则成为“一带一

路”的标志性项目和最大的海外工业

园。

侧重港口和工业园区的投资和建

设，是香港中资企业“一带一路”建设

的一大亮点。李建红说，香港是世界著

名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这为招商局

港口航运业务和金融业务发展提供了较

多的产业资源。

此外，香港发挥金融综合优势，建

立多支专项投资基金。高迎欣介绍，

中银香港推进区域化发展，配合母行中

国银行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取

得很好成效。华润金融携手华润电力、

水泥、置地、五丰等发起专项私募股权

基金，充分撬动第三方资本，在“走出

去”的过程中分散风险，实现金融业务

整体创新发展。

中信集团与中信银行、中信证券等

金融子公司，通过对“一带一路”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设立“一带一路”基础

设施基金，与沿线有关国家合作设立直

接投资基金等方式，累计为国内外“一

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约150亿美

元。

与此同时，香港中资企业在“一带

一路”资源能源、装备制造领域开展投

资和服务。中信集团旗下的多家企业积

极在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西班牙

等沿线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收购资源能

源、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等项目

和企业，投资总额达25亿美元。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推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相关融资和资

金管理需要将为区内金融业带来大量的

商机。香港在促进基建投融资，如资金

筹集、项目配对、风险管理、专业支援

等方面独具优势，将继续成为海外企业

投资内地“引进来”的窗口，也是中资

企业“走出去”的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