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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圆桌讨论“一带一路”
绿色投融资的挑战与机遇

引导市场力量向
绿色低碳发展配置资源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
年会嘉宾们关注的一大重点。3月28日，“一带
一路”绿色投融资圆桌会议举行，与会嘉宾探讨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发展机遇。

会议中，不少嘉宾指出，目前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中很多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在绿色投融
资方面仍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绿色标准认定不统一。中国已建立
起全球范围内相对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包括政
策框架和标准体系，欧洲发达国家则主要沿用欧
洲的相关标准，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缺乏明
确的绿色标准。

其次是布局新能源设施的能力不足。一
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缺乏新能源项目的规
划与建设能力，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数据作储
备和支撑。同时，绿色投融资能力建设的工作
力度和投入力度需加强，以推动这一领域的持
续发展。

面对这些挑战，应该如何建立和完善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引导
市场力量向绿色低碳发展方向配置资源？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已经
和丝路基金建立合作关系，成立了“一带一路”影
响基金，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融资，以满足亚洲气候转型项目的资金需求。

“应建立高效协同的机制，调动多元化资金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投融资活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进出口
银行原董事长胡晓炼认为，只有国家、政府、国
际组织、商业机构共同行动，在绿色投融资中密
切合作，建立有效机制，才能动员更多资金促进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
发展。

“中国在推动形成绿色金融国际共识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绿色原则指导委员会
共同主席、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
长马骏表示，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强化绿色化进
程，要让更多投资机构了解如何管理环境和社会
风险，让更多金融机构懂得使用绿色金融工具，
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本报博鳌3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曹马志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生效实施两年多以来，海南与
其他成员国的合作不断深化，互联互
通水平持续提高，贸易投资交出亮眼
答卷。如何发挥RCEP与自贸港政策
叠加效应，推动海南开放发展谱写活
力新篇章？

“紧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3月28日，在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打造亚洲
增长中心”分论坛上，与会嘉宾纷纷分
享经验、表达洞见，为海南自贸港高质

量发展提供“开放智慧”。
RCEP自2022年初生效实施，是

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
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

“尽快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
增值政策与RCEP原产地规则叠加。
例如，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完
全累积原则，支持企业在RCEP成员
国的加工增值部分计入在海南的增值
部分……”与会的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一直为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鼓与呼，“必须以高水平
开放政策的落地形成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突出优势。”

实际上，海南自贸港地处RCEP
区域中心，与RCEP其他成员国贸易
往来具有独特优势。RCEP生效实施
两年多以来，海南与其他成员国的合
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如在外贸方面，
2023年，海南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
出口800.9亿元，较RCEP协定生效
前的2021年增长37.9%，高于全国33
个百分点；RCEP成员国已成为海南
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23
年，海南对 RCEP 成员国实际投资
21.29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全
省对外投资总额54.8%。

放眼全国，RCEP已成为推动中

国和东盟经贸关系深化的重要力
量。东盟秘书长高金洪认为，东盟
在地区乃至在全球的重要性不断上
升，将发挥 RCEP 机制作为重要着
力点，持续推动区域经济深化合作，
同时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对
经济长远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积极
影响。

对于东盟和海南的合作前景，高
金洪充满期待：海南与东盟国家地缘
相近、人缘相通，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且与东盟国家的港口等基础设施紧密
相通，可以在促进区域合作与人文交
流方面开展更多务实合作，拓展经贸

合作新空间。
作为全球知名自由贸易港，新

加坡的开放经验值得海南借鉴。新
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部长傅海燕
表示，新加坡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势，
尽可能跟全球更多的合作伙伴来展
开务实交往，通过多层次、多领域、
多渠道的有效合作，加快提升口岸
建设数字化发展水平，能够提升经
济发展韧性和活力。“像博鳌亚洲论
坛这样的对话机制非常好，搭建开
放合作交流平台，能够推动各方建
立更强的互信。”

（本报博鳌3月28日电）

如何发挥RCEP机制优势、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与会嘉宾热议——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范平昕

香江奔流，激荡着向前的力量；万
泉河淙淙，映射着繁荣的盛景。

3月28日，香江和万泉河在博鳌
“交汇”——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
会期间，琼港企业家交流会举行。近
百名在港知名企业家代表，商协会、机
构、在琼企业家代表参会，共话海南和
香港之间的发展路径，寻求新一轮的
合作机遇。

在这场交流会上，两地邂逅，碰撞
出了怎样的火花？我们不妨借助桥、
路、窗这三个最常见的意象，扫描琼港
合作的图景和前景。

情谊之桥

“我的祖籍就在琼海博鳌，我父亲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积极回

到家乡投资海南。”交流会上，说起海
南与香港的情谊，琼籍港商、理文造纸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文俊回忆起父
辈的故事。

生于香港、长于香港的李文俊，
在父辈的影响下，不曾忘记祖籍海
南。他一直积极投身海南慈善事业，
2020年至今，他为海南港澳青年创
新创业服务中心等累计捐款超过
5000万元。李文俊说：“我们一家两
代人，永远不会忘记建设海南、扎根
海南。”

一衣带水两地情，琼港文脉紧相
连。长期以来，香港与海南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商缘相连。在香港，有很多
琼籍乡亲，他们是促进琼港人文交流、
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

这座“桥”，连接起熟悉与陌生、历
史与现实、已知与未知。在香港中华总
商会会长蔡冠深看来，身在香港的海南

乡亲不忘桑梓，多年来一直为改善家乡
的教育、卫生及其他事业慷慨捐资。

合作之路

两地联通需要桥，也需要纵横通
向远方的路。海南与香港的合作之
路，成为这场交流会上两地企业家目
光的共同投射之处。

17年前，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
总裁朱鼎健从香江之畔“闯海”来琼，
成为一名“新海南人”。经过多年耕
耘，观澜湖集团已成为目前在琼的领
军港资企业。

“如今，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不断
释放，各级政府也针对香港青年来琼
就业创业出台许多优惠政策和配套措
施，很多人问我‘现在来海南发展怎么
样’，我都和他们说来海南打拼，有‘天
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好’。”朱

鼎健说，他一直主动做好深化港琼合
作的“代言人”，他很乐意为想了解海
南的香港朋友介绍海南。

在这场琼港合作的双向奔赴里，
香港各界积极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推动重大经济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成
果。两地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
素对接愈发密切，琼港经贸往来持续
升温。

机遇之窗

“下次你们到香港，可以随时找
我。”

在交流会开始前，香港嘉宾、中
华精英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凯山又见
到了老朋友——海南德雅医院董事
长骆胜威。去年8月，他到海南德雅
医院开展交流，他很看好这家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第一家港

资医疗机构。
“香港企业来琼发展，不仅有‘保

姆式’服务，还有很多优惠政策。”杨凯
山说，海南税收优惠等政策，让港资企
业迎来更大发展空间。

一场交流会，打开了一扇又一扇
琼港合作的机遇之窗。窗内，美美与
共的故事，正在发生。

“近年来，海南积极扩大开放，为
香港企业提供了不少商机。”香港特区
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香港特区
政府一直全力以赴协助港商扩展内地
市场，同时也鼓励港商参与内地的大
型展览，包括即将到来的第四届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陈国基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支
持香港贸易发展局再一次在消博会设
立香港馆，并组织港商参与展会，以更
好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

（本报博鳌3月28日电）

琼港企业家交流会举行，近百名企业家代表等共话琼港合作

香江与万泉河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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