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海港資企業情況

•2022年前海實際使用港資56.08億美
元，佔深圳全市使用港資總額55.2%

•聚集港資企業9743家，註冊資本超千
億美元

•累積實際利用港資203億美元

大公報記者胡永愛整理

A2 要 聞 2023年11月11日 星期六大公中國fb

「我們都特別喜歡這裏的辦
公環境！」 談及選擇前海的理
由，周傑介紹主題派對是內地唯
一一家擁有漫威主題裝扮的授權
企業，也是迪士尼公主裙國內授
權2家企業之一， 「我們要根據這
些大IP進行服飾的設計、生產，
創意就尤為重要。前海夢工場舒
適的辦公環境，會給我們源源不
斷創作源泉。」

夥珠三角工廠研國風童裝
主題派對深圳公司主要負責

中國市場主題服飾的設計、研
發、生產及市場拓展，香港公司
服務於海外市場，為Walmart、
T-J maxx等全球性商超百貨企
業供貨，江蘇與安徽則設生產基
地。 「90年代開始，公司就成為
了這些國際企業的供應商，但現
在我們更希望把這些國際的設計
理念、生產標準帶到國內市場，
給中國的孩子們穿上高品質的公
主裙。」 周傑表示，前海就是一
個適合與國際接軌的地方，這裏
匯聚了眾多世界性企業、與香港
聯繫密切，可以時刻洞悉國內外
行業情況。僅他們入駐的前海夢
工場北區在園創業團隊160家，其
中，港澳台及國際團隊就有102
家，佔比64%。

目前，主題派對開發出面向
內地的自有品牌：夢幻派對，推

出了仙子系列、田園系列、螢火
蟲系列等。區別於公主裙，主題
派對研發具有中國特色的兒童服
裝，譬如紅紅火火的拜年服、山
海經為元素的漢服等。 「我們主
要是和珠三角的工廠合作，它們
在這方面更有經驗。另一方面，
從前海前往周邊的大灣區城市也
快捷方便。」

另一家入駐在前海夢工場北
區的幻影未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簡稱 「幻影未來」 ）創辦於深
圳，核心成員由深圳、香港兩地
青年組成。成立以來的3年裏，他
們專注於虛擬人的研發與應用，
幻影未來在實時互動3D虛擬人領
域處於國內領先地位，與騰訊、
中國移動和華為等多家行業頭部
公司達成深度合作。

人才輻射優勢加速產品孵化
「我們有近200名員工，

1000多平的場地，前海給我們的
租金優惠接近百分之五十。」 幻
影未來CEO陳國峰介紹，除了場
地優惠外，公司入住前海深港青
年夢工場，不僅能依託香港前沿
的科研資源、風險投資資源及大
灣區傳統產業資源，還可以聯合
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才輻射優勢，
加速產業發展與產品孵化， 「前
海深港團隊非常多，大家發揮各
自優勢，為企業發展加速。」

大公報記者 胡永愛深圳報道

11月8日，前海夢工場北區二期正式啟用。10日，大灣區
建設集中採訪團參觀該園區。漫步其中，彷彿在城市中找到一
片可以休憩片刻的 「綠洲」 ，給人無限創意。前海夢工場內，
「藏」 着一間 「夢幻屋」 ，陳列各式各樣迪士尼公主與漫威為

主題的兒童服飾：粉色蓬蓬裙，泛着金屬光澤的鋼鐵俠服
裝……彷彿走進了迷你版的主題裝扮世界。這是前海主題派對
（深圳）有限公司（簡稱 「主題派對」 ）位於前海深港青年夢
工場（簡稱 「前海夢工場」 ）北區的企業展廳， 「公司在香港
成立，現在總部搬到了深圳前海。從這裏我們不僅與國際接
軌，更能打開廣闊的內地市場。」 主題派對創始人周傑介紹。

港青前海築夢 派對童裝打響名堂
這裏不僅與國際接軌 更能打開廣闊內地市場

配套服務成熟 消除港人入駐疑慮

責任編輯：王孫云鶴 美術編輯：蘇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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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衞生健康合作大會 簽約60項目

▼

前
海
e
站
通
服
務
中
心

人
頭
湧
動
。

大
公
報
記
者
胡
永
愛
攝

▲主題派對在前海的產品展廳陳列漫威主題童裝。 大公報記者胡永愛攝

在前海e站通服務中
心大廳，記者偶遇了來為

一家外企辦理信息變更業務的Sabrina。她
所任職的大灣區共同家園投資有限公司是
一家港資企業。Sabrina介紹，僅花費約1
個小時，就收到了辦理完成的短訊： 「前
海e站通一站式辦理特別方便，這個業務以
前可能要跑一周才能完成。」

「我們2019年在全國率先推出 『深港
／澳通註冊易；2021年，推動港澳跨境政
務通辦；幾天前，香港一站式個人化數碼
服務平台 『智方便』 已經在前海e站通政務
服務中心設置登記服務櫃位，為在內地工
作及生活的香港市民提供辦理300項服
務。」 前海管理局政務數據處副處長李偉
介紹。

在前海夢工場北區D棟的亞諦加速器
內有就業創業港人50多位。 「港青們來深
圳發展人生地不熟，我們會協助兩地政府
的人才及補貼政策宣貫和落地，宣傳推廣
大灣區青年計劃，幫助港青適應灣區城市
生活，讓他們減少來這裏發展的顧慮。」
亞諦加速器聯合創始人周天意說。

大公報記者胡永愛

高效便民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
衞生健康合作大會10日

在廣州開幕，促成60項簽約項目落地，涵
蓋涉及科技創新、產業合作、醫養融合等
方面，將有效推動粵港澳三地在醫療衞生
資源緊密合作，深化大灣區衞生健康互聯
互通。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
茂在大會致辭表示，將推進大灣區醫院評
審標準一體化，並擴大 「長者醫療券」 適
用範圍到大灣區更多城市的醫療機構，香
港醫療福利進一步走進大灣區。

本屆大會集中展示了60個粵港澳大灣
區衞生健康合作項目，其中15個代表項目

上台展示。其中，廣東省衞健委與香港特
區醫院管理局合作推進《粵港醫療人才交
流計劃》項目，雙方開展醫務人員的交流
合作，提升兩地醫療服務水平和質量。

廣東省副省長張新在大會致辭表示，
通過深度推進與港澳共建區域醫療聯合體
和區域性醫療中心等，持續促進三地優質
醫療資源共建共享，助力建設富有活力和
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國家衞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指出，
國家衞健委將全力推進 「健康灣區」 建
設，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

醫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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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在前海可享
優惠政策（部分）

稅收優惠

為破解內地個稅和企業所得
稅稅率比港澳高的難題，前海在
全國率先實施 「雙15%」 稅率優
惠。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延續至
2025年12月31日，對原有四大產
業進行增量補充，還將優惠政策
惠及面擴大到了商務服務業。

租金補貼

前海有針對不同行業的產業
園區，例如針對金融業的深港國
際金融城、物流業的商貿物流小
鎮、初創企業的港澳青年創業創
新小鎮等。港資企業進駐對應行
業的園區，可以享比內資企業多
20%的辦公租金補貼。

創業資助

年齡介於18-45歲的香港居
民及在港澳高校畢業的內地居
民，可以在前海申請創業資助、
場地優惠、人才住房及交通補貼
等多項政府資助。

人才住房

在同等條件下，前海人才住
房優先配租給香港人才、境外高
端和緊缺人才。例如，龍海家園
第3棟主要面向港人港企配租，
可實現拎包入住。

大公報記者胡永愛整理

跟上智能時代香港經濟有挑戰 向好態勢沒有變

龍眠山

康文署前日推出智能康體服
務 預 約 系 統 「SmartPLAY 康 體
通」 ，當日就出現故障。昨日早
上，系統再度死機，10時30分之後
才恢復正常。至昨日下午1時30
分，約有7500人成功訂場，但這與
新系統號稱的 「同時可容納1萬名
用戶登入」 相差甚遠。

新系統除了無法容納大量用
家登入，還被指存在重複預訂等
問題。市民陳先生投訴，昨日透
過新系統預訂葵涌一個體育館的
籃球場，已經付費，系統顯示了
交易編號及預訂參考編號。陳先
生其後與一名友人閒聊時，得知
友人預訂了同一天、同一時段的
同一場地。大感驚奇之下，陳先
生親身到體育館查問，才發現自
己沒有預訂成功，該場地留給了
友人。最令陳先生激氣的是，使
用 「康體通 」 熱線電話反映問
題，苦等兩小時才接通，最終仍
然不得要領。

本 港 體 育 場 地 不 足 ， 引 發
「黃牛黨」 炒場問題，早已備受

詬病。康文署為此耗用5億元研發
SmartPLAY康體通系統，不料新系
統名不副實，看不出 「Smart」 在
何處，市民由翹首以待變成大失
所望不難理解。

進 入 智 能 化 時 代 ， 網 上 預
約、交易是大勢所趨。內地的
「雙十一」 期間，一些網購平台

同時接納數以百萬乃至千萬計的
用家登入仍遊刃有餘，相比康文
署的新預約系統容量有限而且貨
不對辦，不能不令人感慨。這是
技術問題、測試不足、抑或管理
有問題？

從電子道路收費系統 「易通
行」 被嘲 「不易通行」 ，到使用
「智方便」 系統申請電子消費券

淪為 「智不方便」 ；從抗疫期間
的 疫 苗 接 種 預 約 系 統 「 大 塞
車」 ，再到今日的 「康體通」 並
不 暢 「通 」 …… 次 次 都 引 起 爭
議，足證香港在推動 「智能城
市」 建設方面存在諸多不足，有
關部門要總結經驗，
盡快改善。

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昨日閉
幕，意向成交金額達784億美元，比上
屆增長6.7%。今年有300多家港商參
展，數量創歷史之最，收穫也是歷屆之
冠，不少第一次參展的港商也在現場找
到意向客戶，為下一步在內地及海外市
場開拓商機打下良好基礎。事實再次證
明，國家高質量發展為全世界提供新
機遇，同時也為香港特區經濟復甦提
供新動能。雖然香港經濟發展現時遇
到一些挑戰，但持續向好的態勢不會改
變。

香港經濟動能表現在多個方面。現
時各行各業都面對人手荒，需要輸入外
勞救急；一年來，香港吸引人才計劃錄
得18萬人申請，其中10萬人獲批，7萬
人已到港；特區政府日前舉行第二屆國
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全球頂尖金融機
構的負責人幾乎都來了。還有什麼比國
際人才及跨國企業大佬們 「用腳投
票」 ，更能說明香港的吸引力以及國際
市場對香港的信心呢？

近日在一家本地傳媒機構舉辦的論
壇上，美商亞洲集團管理合夥人唐偉康
（Kurt Tong）表示： 「對國際投資

者、商人來說，香港仍然是國際交通樞
紐、中外交流中心，尤其在人工智能、
金融科技方面很有發展前途。」 大家對
唐偉康並不陌生，曾任美國駐香港總領
事的他，面對種種事實，對香港的了解
和觀察也在接近地氣。這反映那些 「唱
衰」 香港的噪音多為政治操弄，是別有
用心的 「抹黑」 ，真正的商界和不存偏
見的人，依然看好香港。

國際社會看好香港，不僅因為香港
本身經濟基礎雄厚，更因為有國家作堅
強靠山。今年前三季，內地經濟增長
5.2%，實現全年5%的增長目標完全沒
有問題，這與世界其他多個主要經濟體
的萎靡不振形成鮮明對比。國家保持引
領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角色，香港近水樓
台，可以不斷獲得推動經濟發展的源頭
活水。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疫後加速，也
為香港提供新動能。第二屆粵港澳大灣
區全球招商大會日前閉幕，達成投資貿
易項目共859個，總金額2.24萬億元，
對香港意味着巨大的商機。

但香港作為細小的經濟體，無可避
免地易受國際大環境的影響。疫後全球
經濟復甦之路波折重重，市場需求萎

縮，拖累了香港的出口表現；美國為抑
制高通脹而持續加息，對全球市場產生
溢出效應，實行聯繫匯率的香港首當其
衝。還有，俄烏衝突、以巴戰爭相繼爆
發，對全球市場都造成了衝擊。種種因
素疊加，導致香港股市和樓市備受壓
力，市民的賬面財富受到損失，甚至影
響到消費信心。

一方面，香港創新發展動能充沛；
另一方面，股市樓市出現波動，類似的
矛盾現象同時存在，的確在社會上造成
了一些困擾。有道是， 「不畏浮雲遮望
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看問題既要看
細節，更要看大局，看長遠。世界面臨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東升西降不可逆
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在這
個時代大背景下，香港的困難是暫時
的，可以克服的。

香港一路走來，挑戰無數，單是回
歸之後就碰到過多次危機，但每一次香
港都能站起來，變得更強大。香港將再
一次戰勝困難，獲得更大發展。這信心
來自港人的靈活應變，來自國家的大力
支持，來自 「一國兩制」 下香港擁有其
他地方無法替代的獨特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