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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恒生大學與《亞洲週刊》合辦 

「疫後亞洲經濟面對的挑戰及機遇」講座 

RCEP 建立與兩會願景具啟示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大中華研究中心與《亞洲週刊》日前合辦「疫後亞洲經

濟面對的挑戰及機遇」講座，從疫情後亞洲經濟挑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建立與影響、中美博弈、兩會召開與願景及中國與亞洲經濟發

展等範疇，探討亞洲經濟前景與香港何去何從。 

是次講座由恒大校長何順文及《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共同主持，四位重量

級嘉賓講者為香港天大研究院副院長伍俊飛、中華新時代智庫基金會理事長、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主席及新大中集團執行主席李大壯、恒大大中華研究

中心主任高朗，及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黃

平。講座吸引逾 300 人現場或網上參加，主持及嘉賓講者互相交流，討論氣氛

非常熱烈。 

邱立本在開場介紹時指出，當新冠疫苗面世為亞洲經濟復甦帶來曙光之際，中

美關係持續緊張，猶如一朵烏雲籠罩各國。但大灣區在金融科技、加密貨幣、

支付系統及人工智能等科技上的突破發展，可協助東亞國家向進一步經濟融合

邁進。 

伍俊飛指出，雖然東南亞經濟體處理疫情較西方國家有效，但亞洲經濟發展前

景存在兩大不確定因素。第一，疫苗分配嚴重不均、接種進度參差，恐令各國

復甦步伐不一。第二，新冠病毒變種為抗疫工作帶來新威脅，是全球經濟復甦

的潛在阻力。 

2020年底亞洲 15國成立 RCEP，為亞洲經濟整合注射一支强心針。高朗認同

區域合作及整合有助突破難關， 因為 RCEP 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往來將會

大幅增加，「長遠而言，若中國經濟再向上走，必需進行改革，令經濟發展更

多元、更開放，同時需持續其多邊主義的長期政策。」其他講者也認同中國應

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在全球化發揮更大貢獻。 

 

 



 

 

全球經濟受疫情重創之際，中國 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GDP）上升 2.3%，是

去年唯一錄得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兩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不設 GDP增

長目標數字，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

康發展的基礎。李大壯表示，以往中國的五年規劃是透過外國投資、貿易及內

需推動，惟在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下，需要透過內循環帶動外循環來發展經濟。 

論及香港在中國經濟發展擔當的角色，黃平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在科技創新及

消費力等方面均處於雙循環的交匯點，而大灣區則是中國經濟雙循環的增長點，

這些條件均有利香港從中發揮獨特角色。李大壯也建議，香港政府應加強教育

及人才培訓，讓香港人更深入了解大灣區文化，參與大灣區發展。 

何順文回應問題時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揭示全球政府及企業對突發危機的

應變力不足。長遠而言，他建議大家應重新思考如何提升應變能力及可持續發

展方向，共同建立更強韌、抗風險的經濟體系。目的是在效率、韌力與社會包

容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 

 

圖片： 

 
圖一：香港恒生大學與《亞洲週刊》

合辦「疫後亞洲經濟面對的挑戰及機

遇」講座。 

 
圖二：恒大校長何順文認為，新冠肺

炎疫情衝擊揭示全球應變力不足。 

 
圖三：《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表

示，RCEP成立為亞洲經濟整合注射

一支强心針。 

 
圖四：中華新時代智庫基金會理事長

李大壯強調，中國需要透過內循環帶

動外循環來發展經濟。 

 

 



 

 

 
圖五：香港天大研究院副院長伍俊飛

認為，亞洲經濟發展前景存在兩大不

確定因素。 

 
圖六：香港恒生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

主任高朗指出，區域合作及整合有助

突破當前難關。 

 
圖七：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

長黃平指出，香港及大灣區在中國與

RCEP經濟發展擔當重要角色。 

 
圖八：主持及嘉賓講者一同探討

RCEP建立與兩會願景的啟示。 

 

圖片下載： https://bit.ly/3d7YwRf 

 

香港恒生大學簡介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是一所非牟利、私立並以博雅教育為主導的大學。恒大

現有五個學院，包括商學院、傳播學院、決策科學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和翻譯及外語學院，共有約 6,000 名全日制學生。作為一所住宿型院校，恒大

採用獨特的「博雅 + 專業」教育模式，把優質教學和學生的全方位發展訂為最

優先目標。 

矢志成為一所區內具領導地位的私立大學，恒大以本科教育為主，配合優質的

師資、獲獎的綠化校園與設施、創新學位課程、住宿式書院制度結合生活與學

習、互動小班教學、緊密師生關係、獲研究資助局資助具影響力的研究、與優

質的學生發展/支援服務，致力培育年青人成為具明辨思維、創造力、人文關懷、

道德價值觀和社會責任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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