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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瑞資產管理昨日舉
辦 「基金賦能港股中小上
市公司研討會暨雲瑞長驅
基金發布儀式」 。香港創
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
表示，香港要發展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就需要建構
完善的創新產業體系。初
創企業往往是構建完整創
科生態最有活力一環，但
同時也是最脆弱的一環，
故需要鼓勵多元投資。

港拓創科中心 需鼓勵多元投資
孫東：集合人才科技資金 建構完善創新產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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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很奇怪，我作為創新
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為什麼出席以投
資為主題的論壇？」 孫東解釋道，人
才、創科和資金是支撐整個創科生態
圈的三大要素，如果人才是創科生態
圈的土壤、科技是種子，那麼資金則
是可持續和壯大生態圈發展的養分。

孫東表示，香港要發展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就需要建構完善的創新產
業體系，計劃從三個方面入手，分別
為引進重點企業、升級轉型的本地傳
統企業、新興初創企業。

其中，初創企業往往是構建完整
創科生態最有活力一環，但同時也是
最脆弱的一環，在還沒有盈利或者技
術研發還未成熟時，初創企業急需資
金以維持企業的發展，甚至是生存。
孫東指出，傳統上，香港還沒有完全
建立起完善、成熟投資初創產業的文

化與氛圍，因此更需要鼓勵多元投
資。

業界增投入本地研發開支續升
除特區政府的投入外，業界的投

入和參與是維持創科產業持續發展的
重要動力。孫東表示，根據2022年
的《香港創新活動統計》，本地研發
總開支有持續上升，但公私營的投入
比例為59：41，仍以公營投入為主，
當中又以大學為多。

而環顧一些創科產業發展蓬勃的
地區，私營投入的比例佔整體為高。
例如在2022年，全國企業研發佔整
體為77.6%，上海超過六成，深圳企
業研發比例更佔94%；日本在人工智
能和生物科技上，企業研發投入佔超
過六成；在韓國，來自民間及海外的
研發投入比例接近八成。

另外，私營資本重視回報，因此
會充分結合 「市場」 發掘具有潛在價
值的項目進行投資。孫東認為，物色
投資機會同時也是篩選的過程，市場
價值將會起主要作用，汰弱留強，助
力提高優質企業和相關技術的存活率
和提升價值。

豐富的創投資金有助促進創新氛
圍。孫東續稱，香港擁有五所世界百
強大學和優秀的科研成果，近年多家
大學都積極鼓勵創新創業，去年的施
政報告將各大學用於技術轉移的資助
倍增至每年1600萬元，希望通過豐
富且多元的投資融資渠道，讓香港擁
有蓬勃的創科生態，為企業增值。

「產學研1＋計劃」快公布申請結果
至於去年推出的 「產學研1＋計

劃」 ，孫東表示，該計劃目的是促進

政產學研之間的合作，加快成果轉化
落地及商品化，其中強調大學與業界
合作，包括投資金融界在內。他指
出，該計劃的申請結果將在今年首季
公布，相信經過千挑萬選的項目都是
優質項目。

孫東最後總結，香港國際創科中
心和國際金融中心應該是相輔相成，
達至協同發展與提升的目的。面對環
球創新科技的大潮及地緣政治的挑
戰，多元的資本和投資必能助力香港
的創科發展，優良創科生態亦有利於
鞏固及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

是次活動由雲瑞資產管理主辦，
支持單位包括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匯聲傳媒有限公司、交通銀行
（香港）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
（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定製化解決方案 助中小企融資

專 家 言 論 重 點

針對如何發現
並賦能優質中小市

值企業，多位業內人士各抒己見。中
國銀河國際總裁助理趙不傲指出，儘
管基金較為關注市值排名靠前的公
司，但中小企也需要關注，稱 「中小
企內總會出現一些明星股，關鍵還是
如何挖掘。」 他表示，去年對於投行
而言很艱難，特別是一級市場，在美
息高企、外圍經濟下行等因素下，中

小企受到一定影響。
民銀資本董事會主席李寶臣建

議，中小企應做好投資者、監管、媒
體、券商投行分析員等的管理，指傳
統而言公司較為關注與媒體的關
係。他指出，廣泛地的參與競爭並不
合適，中小企要在市場中找到差異化
的定位，並提及努力維護市值可以向
市場傳導公司的價值和信心。

華升金融控股總裁李昕指出，去

年公司接觸超過50間進行IPO的企
業，最後參與認購8家，目前6隻股票
賬面盈利。他認為，中小企融資難、
後續怎樣賦能的問題需要得到解決。

港優勢明顯吸引更多公司上市
銳天投資創始人徐曉波表示，資

本市場存在周期，現在收益走低並不
代表以後不會回升，回顧海外資本市
場發展，相信市場在不斷迭代中完

善。他認為，香港市場具備優秀根
基，未來將有更多好的公司上市，吸
引優質資金。

會上亦有嘉賓分享上市心路歷
程。力盟科技（02405）董事長李翔
回憶道，公司在去年1月初獲取香港
證監會和聯交所的批文並準備上市，
團隊幾乎走遍中環，訪問各種基金，
認為企業要在合適的時間、恰當的地
點、遇見合適的人。

專家倡中小企差異化定位 有利展現價值

▶

▲雲瑞資產管理公司昨日舉辦 「基金賦能港股中小上市公司研討會」 ，與會嘉
賓分享討論各界如何通過合作，共同助力港股中小市值企業提升長期價值。

業界之見

近年港股上市制度改革
2017年12月

•容許 「同股不同權」 的公司上市，並在
2018年4月30日生效，吸引到小米
（01810）、快手（01024）等企業上市

2017年12月

•引入《主板上市規則》第18A章的上市制
度以來，沒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可以
在符合一定條件的前提下在港交所主板
上市，並在2018年4月30日生效

2021年5月

•將主板上市申請的三年累計股東應佔盈
利最低要求提高60%至8000萬元，並在
2022年起生效

2021年7月

•宣布推出新股結算平台FINI（Fast
Interface for New Issuance），將新股
上市交易日距離定價日的 「T+5」 結算周
期縮減至 「T+1」 ，並於去年11月正式
啟用

2021年12月

•設立全新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上
市機制

2023年3月

•推出新特專科技公司上市機制，《主板
上市規則》將於2023年3月31日起新增
一個章節，有意根據新章節上市的公司
由該日起可提交正式申請

2023年12月

•聯交所就有關GEM上市改革的諮詢文件
刊發諮詢總結，相關建議均獲大多數回
應人士支持，上市改革於今年1月1日生效

專業機構的
支持有助中小公

司發展。雲瑞金融總裁李銳表
示 ， 由 於 聘 請 首 席 財 務 官
（CFO）需要支付較大成本，同
時也不一定能做好上市公司工
作，很多中小公司在上市時沒有
設立相關職位。

李銳指出，雲瑞金融能在投
資企業的同時幫助解決很多融資
問題。他提到： 「自己看過很多
企業，同時也認識各種各樣的基
金，相信可以為企業提供一些增
值服務。」

李銳舉例道，目前雲瑞金融
投資的一個企業有位於日本的業
務，用美元存款至滙豐銀行，然
後在日本的滙豐銀行進行貸款，
存款利率超過5厘，隨後通過套保
可以在存入5000萬美元的情況
下，再貸款6000萬美元，有助企
業實現資金收益。他表示，雲瑞
金融可以協助中小企完成這樣的
安排，相信可以帶來很大幫助。

交行負責人表示，港股中小
上市公司在經濟發展中扮演非常
重要的角色，是經濟活力的重要
源泉，也是創新創業的重要力

量。交通銀行可以通過貸款、發
行債券等方式為港股中小上市公
司提供資金支持，並透過金融工
具創新，為其提供更加靈活和定
製化的融資解決方案，滿足在不
同階段的不同資金需求。

交行負責人並指出，在當前
經濟環境下，創新是推動企業發
展的關鍵動力，交通銀行可以通
過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為港股
中小上市公司提供更加便捷、高
效、綠色的金融服務，實現降本
增效，提升企業長期市值。未來
將繼續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務。

機構支持

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

•香港要發展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就需
要建構完善的創新
產業體系。初創企
業往往是構建完整
創科生態最有活力

一環，但同時也是最脆弱的一環，因此
更需要鼓勵多元投資

雲瑞金融總裁李銳：

•很多中小公司在上
市時並未設立首席
財務官，相信雲瑞
能在投資企業的同
時幫助解決很多融
資問題

銳天投資創始人徐曉波：

•資本市場存在周
期，現在收益走低
不代表以後不會回
升，回顧海外資本
市場發展，相信市
場在不斷迭代中完
善

力盟科技董事長李翔：

•企業要在合適的時
間、恰當的地點、
遇見合適的人

民銀資本董事會主席李寶臣：

•中小企應做好投資
者、監管、媒體、
券商投行分析員等
方面的關係管理，
並在市場中找到差
異化的定位

中國銀河國際總裁助理趙不傲：

•儘管基金較為關注
市值排名靠前的公
司，但中小企內總
會出現一些明星
股，關鍵還是如何
挖掘

華升金融控股總裁李昕：

•中小企融資難，後
續怎樣賦能的問題
需要得到解決

席春迎博士：

•去年港股漲幅排名
靠前的企業，多數
為市值不超過10億
元的中小企，儘管
這類企業不是港股
市場主流，交易量

也不算很大，但該現象值得投資者研究

儘管中小企
受關注度不算

高，但也存在一定投資價值。席
春迎博士表示，針對2023年A股
市場滬深寬基指數、微盤指數的
統計反映，小盤、微盤股份總體
上漲44%，另一份針對美股的研
究則相信，小微盤策略能長期跑
贏大市。

港股市場同樣如此，席春迎
表示，除了新能源汽車等熱點板
塊外，去年港股漲幅排名靠前的
企業，多數為市值不超過10億元

的中小企，儘管這類企業不是港
股市場主流，交易量也不算很
大，但該現象值得投資者研究。
他並稱，股價最終還是取決於企
業業績。

主動與投資者溝通改善估值
新股發行是企業早期投資者

實現退出的方式之一。談及企業
上市前後市值的變化，席春迎認
為，主要是在一級市場股價基本
只漲不跌，並非完全反映市場價
值，且股東利益一致，具備相對

穩定的股東結構；二級市場則是
公開的市場價值，股東較為分
散，價格上亦有漲有跌。

另一位嘉賓談到，香港市場
始終具備活力，上市制度改革很
好。並指出在流動性緊缺的情況
下，小公司或面臨更多挑戰，相
關的金融衍生品、指數投資亦比
較少，需要市場機構去開發。該
嘉賓還表示，在投資者關係方
面，中小企需要主動和投資者進
行溝通，否則較難獲得較高估
值。

A股小微盤年漲44% 跑贏大市
主動進取

大公報記者 蔣去悄（文）

林少權（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