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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滙豐及香港總商會聯合調查：企業有意拓展大灣區市場以發掘增長潛力 

52％受訪企業管理層計劃於 2022 年或之前在大灣區擴展業務 

八成受訪者預計未來三年大灣區經濟增速將較中國內地其他地區高 

香港，2020 年 1 月 20 日 – 畢馬威、滙豐及香港總商會的聯合調查顯示，逾半（52％）企業

管理層表示計劃於 2022 年或之前在大灣區擴展業務，顯示企業對大灣區發展的信心。 

「探索大灣區」是第三份有關大灣區發展的關鍵年度調查報告，受訪者包括 747 名來自中國

內地、香港和澳門多個行業的企業管理層。 

近四分之三（73％）受訪管理層認為，拓展更大市場是企業計劃在擁有逾 7,100 萬人口的大灣

區投資的主要推動力，其他原因包括與合作夥伴和客戶保持更緊密的聯繫、獲得人才、降低成

本及享有更完善的交通基建。五分之四的管理層預計，未來三年內大灣區的經濟增速將較中國

內地其他地區高，而近六成（56％）受訪者預計其大灣區業務收入未來三年內至少有 20％的

增長。 

畢馬威中國香港區管理合夥人劉麥嘉軒表示：「若要充分把握大灣區所提供的機會，企業必須

制定並實行正確的策略，同時採用大灣區的思維方式。這一思維方式要求企業考慮區內商品、

服務、人才和資訊的互聯互通和自由流動，並全面接納和支援該地區，相當於大灣區一地的

『經濟全球化』。」      

在行業焦點方面，有 56%受訪者認為科技與創新產業最能受惠於大灣區，79%來自科技與創

新產業的企業管理層認同這個觀點。該產業逾半受訪者（53%）預計未來三年的業務收入增

長至少達 30%。 

滙豐香港工商金融主管趙民忠表示，隨著區內發展及可用收入上升，將為各行各業帶來不少商

機。「大灣區規劃的規模、更趨緊密的聯繫，以及人口增長，將可為來自科技與創新、貿易與

物流等多個行業及不同規模的企業締造機遇。人才、資金及產業匯聚，可推動高增值生產和業

務發展。有見及此，滙豐已為多個行業設立專門客戶服務團隊，以配合其業務需要，協助他們

在區內發展。」 



金融服務業被視為第二個主要受惠板塊，42%的受訪者認為該行業在大灣區最能受惠。行業

普遍計劃大舉投資於大灣區，接近五分之四（78%）的受訪管理層預計將斥資逾 1,000 萬港元

推進其在區內的重點工作（市場推廣及品牌建立）。大灣區的發展亦將會為提供綠色金融服務

的公司創造機遇，在所有行業的受訪管理層中，近半數（47%）表示會考慮透過可持續金融

為其在大灣區擴展業務融資。 

超過三分之一（35%）的受訪者認為貿易與物流業是最能受惠於大灣區規劃的第三個行業。 

同時，人才在大灣區投資計劃中起著關鍵作用，而交通基建改善、稅務和就業要求改革，均有

助提高勞動力流動性。 

畢馬威中國香港區資本市場發展主管與審計合夥人李令德指出：「企業有必要進行投資，但前

提是制定恰當的投資策略和目標。人才是公司投資計劃的核心，近期的改革已消除勞動力流動

的主要障礙，為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奠定基礎。」 

儘管大灣區具有巨大的長期發展潛力，受訪者指出要實現增長仍有不少挑戰。例如，近四分之

三（73％）的受訪管理層認為對政策或監管措施的理解、不確定和不熟悉大灣區是其業務計

劃所面對的主要風險，這個比例高於 2018 年的 68％。 

香港總商會大灣區工作小組召集人余鵬春總結：「儘管法規仍存在差異，我們還是建議企業儘

早進軍大灣區市場，積極探索瞭解針對其所在行業的重要稅收政策和優惠措施，以及大灣區內

每個城市的關鍵發展優先事項，以便選擇最適合其拓展業務的城市。」 

– 完 – 

關於此報告 

畢馬威中國、滙豐和香港總商會委託YouGov向747名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企業管理

層進行調查，當中近三分之二（64%）的受訪者為「C」級或高級管理層人員。  

調查於2019年7月至2019年9月期間進行。約496名（66％）受訪者來自主要業務位於香港的

企業; 13名（2％）來自澳門； 57名（8％）來自深圳； 34名（5％）來自廣州；41名來自中

國內地其他大灣區城市（5％）；106名（14％）來自中國內地大灣區以外城市。  



企業高級管理層來自各行各業，包括185家金融服務業公司、98家專業服務業公司、89家製

造業公司、85家貿易和物流業公司、57家科技與創新公司、50家房地產公司、32家醫療保健

/生命科學公司，以及32家零售公司。  

對公司營業額作出披露的受訪者中，有224名任職於年收入超過1億美元的公司，163名任職

於年收入介於1,000萬美元至1億美元的公司。其餘受訪者任職於收入介於200萬美元至1,000

萬美元（108名）及200萬美元或以下的公司（83名）。 

關於畢馬威中國

畢馬威中國在 21 個城市設有 23 個辦事機構，合夥人及員工約 12,000 名，分佈在北京、長沙、

成都、重慶、佛山、福州、廣州、海口、杭州、南京、青島、上海、瀋陽、深圳、天津、武漢、

廈門、西安、鄭州、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這些辦事機構的緊密合作下，畢馬

威中國能夠高效和迅速地調動各方面的資源，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 

畢馬威是一個由專業服務成員所組成的全球網絡。成員所遍佈全球147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專

業人員超過219,000名，提供審計、稅務和諮詢等專業服務。畢馬威獨立成員所網絡中的成員

與瑞士實體—畢馬威國際合作組織（「畢馬威國際」）相關聯。畢馬威各成員所在法律上均

屬獨立及分設的法人。1992年，畢馬威在中國內地成為首家獲准中外合作開業的國際會計師

事務所。2012年8月1日，畢馬威成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中，首家從中外合作制轉為特殊普

通合夥的事務所。畢馬威香港的成立更早在1945年。率先打入市場的先機及對質量的不懈追

求，使我們積累了豐富的行業經驗，中國多家知名企業長期聘請畢馬威提供廣泛領域的專業服

務（包括審計、稅務和諮詢），也反映了畢馬威的領導地位。 

關於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是滙豐集團的始創成員，集團透過旗下四大環球業務，包括零售銀

行及財富管理、工商金融、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以及環球私人銀行提供服務，業務遍布歐洲、

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以及中東和北非 65 個國家及地區，為全球客戶服務。於 2019 年 9 

月 30 日，滙豐的資產達 27,280 億美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銀行和金融服務機構之一。 

關於香港總商會 

香港總商會成立於1861 年，是城中最歷史悠久和最具代表性的商會。作為香港「商界之聲」，

香港總商會擁有龐大的企業會員，其成員包括逾半的恒生指數旗艦公司及約五分之一的「財富

全球500強」企業。商會會員合計在香港僱用約三分之一的勞動力人口。



在過去一百五十八年，總商會與香港共同成長。總商會的使命是促進、代表和維護香港商界的

利益。同時，總商會亦提供支援、聯誼機會、培訓及商業服務，協助企業茁壯成長。 

通過政策倡議工作，總商會遊說政府、立法會、政策制訂者，公共機構和其他組織，讓商界能

夠更容易地開展業務。總商會在40 多個政府和非政府諮詢委員會，特區行政會議和立法會，

以及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會均有代表。 

總商會每年組織超過500次活動，當中包括聯誼酒會、研討會、培訓、政策討論會，以至與來

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團會面，亦有安排參觀香港公司和政府的設施，以及訪問內地和海外的考察

團。此外，總商會還提供商業文件服務、會議室租賃、活動管理及廣告等各種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