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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投資推廣署昨日公布2024年中
期工作報告，今年上半年協助

322間內地及海外企業在香港開設
或拓展業務，按年上升逾四成，為
本港經濟帶來383億元的投資，創
造逾3500個職位，分別按年上升
6%和44%，當中有逾半數是海外企
業。

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表示，
不少企業看中香港的國際化水平，
視香港為 「跳板」 ，期望透過香港
進軍亞洲其他市場。她又說，有信
心超額完成2022施政報告提出吸引
企業來港的績效指標。

吸財有方 投推署上半年助322企業落戶
按年增逾四成 創造逾3500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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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150間47%

美國30間9%

英國19間6%

新加坡18間6%

法國15間5%

其他90間27%

受助企業來源地

總數322間

金融服務和金融科技77間

創新及科技61間

家族辦公室52間

商務及專業服務33間

消費產品29間

受助企業首五大行業分布

資料來源：投資推廣署

政府的「新資本
投資者入境計劃」

接受申請至今約3個月，投資推廣署昨日
表示，已接獲310宗來自世界各地的申
請，預計投資額超過90億港元，並接獲逾
3600宗相關查詢。首宗個案已於上月完成
全部四階段審批，在本港實質投資最少
3000萬元。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於今年3
月1日開始接受申請。合資格申請人須投
資最少3000萬港元於獲許投資資產，獲批

申請人可攜同其受養人（包括配偶及其18
歲以下未婚及受養的子女）來港，一般可
獲准在港逗留兩年，期滿後可申請延長逗
留期限三年，其後可在每個三年期屆滿時
再申請延長逗留期限三年。

投資推廣署下半年將會舉辦兩場旗艦
活動，包括香港金融科技周和創業節。署
方亦會繼續致力推廣優勢，加強在世界各
地策略市場的推廣工作。投資推廣署並計
劃在土耳其及埃及開設辦公室，推展招商
引資工作。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

今年上半年經投資推廣署協助在
香港開設或拓展業務的企業，內地企
業有150間，佔47%，其他主要來源
包括美國30間、英國19間、新加坡18
間及法國15間。按行業分布，企業最
多屬金融服務和金融科技行業，有77
間，其次有61間創新科技企業，52間
家族辦公室，33間商務專業服務企
業，以及29間消費產品企業。該些企
業中，有47間來自不包括內地的 「一
帶一路」 沿線經濟體。

2022年施政報告提出的績效指
標，於2023至2025年間，吸引至少
共1130間企業在港開設或擴展業務，
即是三年間平均每年約400間。劉凱
旋說，按比例而言，現時引進香港的
公司數量已超出績效指標，她有信心
能達到今年目標，甚至超額完成。

集中金融及創科範疇
劉凱旋分享，來自瑞士的大型基

金集團、資產規模達1470億美元的
Partners Group（合眾集團），看好
香港財富管理發展的潛質，在香港正

式開設業務。金融服務行業的RIME
CAPITAL亦在香港開設地區管理中
心。在創新科技方面，不少創新和通
訊科技知名企業，亦選擇香港作為國
際或地區總部，將海外研發中心和財
資管理中心放在香港，反映香港作為
創科中心的吸引力，當中包括來自英
國的Hanover Displays，選擇香港作
為地區總部；西井科技、馭勢科技亦
選擇香港作為地區總部、國際總部、
研發中心和財資管理中心；中國移動
亦在港擴展業務，將財資管理中心和
研發中心放在香港。

劉凱旋表示，今年上半年引進的
企業數字呈升勢，當中不少內地企
業，特別是創科公司，看中香港市場
國際化的水平和標準，會將香港作為
國際或地區總部，並視香港為 「跳
板」 ，落戶後再繼續 「走出去」 ，進
軍亞洲其他市場。傳統市場例如歐美
或發達國家，都會利用香港作為 「跳
板」 ，進入中國內地亞太區市場，包
括正高速發展的大灣區。

來自日本的禮品控股公司在香港

開設的首間橫濱家系 「町田商店」 拉
麵店，上周正式開幕，該店是日本第
二大拉麵連鎖店。劉凱旋說，訪港旅
客數字逐步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今年
首五個月錄得1800多萬旅客人次。內
地一些較為出名的食肆，例如 「朝天
門」 、 「農耕記」 亦紛紛來港開業。
她形容香港成為新產品的試驗場，預
料未來會有更多品牌陸續落戶香港。

內地品牌湧入 冀打響名堂
劉凱旋又說，北上消費已成為潮

流，無可否認兩地市場存在競爭，但
始終有一定分別，北上消費熱潮反而
令內地品牌更為重視香港市場。她指
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匯聚全球
較高質素的顧客，因此有很多企業，
尤其是零售或餐飲企業，都希望在港
發揮國際效應，打響自家品牌。

她強調，投資推廣署今年上半年
已引進29間零售、28間款待或餐飲企
業，分別較去年同期上升16%及
33%，而且業務渠道一直增加，對引
入餐飲、零售企業看法正面。

有市場人士指
出，香港聯繫內地

與全球的獨特優勢，令香港繼續成為企業
進駐的理想地。

瑞士大型私募基金合眾集團上月在港
辦事處正式開業，其亞太區私人財富部門
主管兼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徐家傑當時表
示，香港擔當 「引進來、走出去」 的雙向
平台角色，為財管營銷帶來龐大機遇。

早前宣布以香港作地區總部的霧凇資
本，其聯合創始人林通認為，香港不但是
傳統國際金融中心，近年與東盟等新興市
場關係日漸增強，有利吸引跨國企業前
來，為霧凇資本提供理想的國際據點。

同樣於今年在香港開設亞洲地區總部

的瑞羚資本管理公司，其主席歐君樂亦指
出，香港金融法規明確，讓瑞羚的運營比
在其他地方更為安全。

資深證券界人士謝明光表示，香港的
金融市場發展具備很大優勢，包括低稅
率、清晰法律制度等，加上香港早已匯聚
國際金融精英，並擁有背靠祖國的優勢，
因此在人才上、資源和政策上，都能吸引
到更多國際投資者進駐香港。

德勤中國數字資產香港主管合夥人呂
志宏認為，為了配合全球的經濟發展步
伐，香港近年積極投入大量資源在Web
3.0發展之上，吸納了大量人才、資金及
企業，對經濟及資本市場未來的發展都十
分有利。 大公報記者許臨

港聯繫內地與全球 企業最佳駐地
獨特優勢

▲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
表示，不少企業看中香港
「跳板 」 作用，來港落
戶。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攝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料吸資90億
成效顯著

◀瑞士大型私募基金集
團Partners Group看好
香港優勢，上月正式來
港開設辦公室。

重大成就來之不易 乘勢而上未來可期
投資推廣署昨日總結上半年 「搶企業」 成績

單，共協助322間內地及海外企業來港開設公司或
開展業務，創造3500多個職位，分別比去年同期
上升43%及44%，為香港帶來382億元總投資額，
超過了當初預定的目標。在外部勢力百般 「唱
衰」 打壓之下，香港仍能吸引大量企業進駐，這
一事實凸顯特區政府主動作為、積極作為的施政
新風貌，彰顯 「一國兩制」 的強大生命力和巨大
優越性。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地緣政治
更加複雜化，新冠疫情及科技發展加速了局勢的
演變。作為細小而開放經濟體的香港，面對的嚴
峻挑戰可謂前所未有。挑戰來自兩方面，就外部
環境而言，外部勢力抹黑、干擾香港無所不用其
極，不僅散布所謂 「香港玩完」 、 「金融中心遺
址」 等奇談怪論，更以制裁相恐嚇；就內部環境
而言，香港存在不少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有待解
決，一些民生痛點和難點問題突出，一些支柱行
業因為市場環境的改變而面對激烈競爭，有不進
則退、慢進也是退的風險。

客觀大環境已然改變，固守 「小政府、大市
場」 的傳統思維沒有出路。這一屆特區政府上台
伊始，就錨定了以守正創新、積極作為贏得未來
的目標。守正，就是回歸基本法的初心，築牢維
護國家安全的屏障，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

特區政府展現了責任擔當，完成新選制下的區議
會選舉，完善地區治理架構；履行為基本法第23
條立法的憲制責任，償還了歷史的欠債。維護國
安雙法雙機制的建立，為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
行穩致遠打下堅實基礎，也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提供了根本保障。

創新，就是在強化香港傳統優勢產業的基礎
上，培育新質生產力。特區政府聚焦科技創新，
依託大灣區，全力 「搶人才」 、 「搶企業」 ，雙
雙結下纍纍碩果。位於河套的創新園區，發展熱
火朝天。港投公司最近與兩家重點企業簽約，一
家是市值逾百億美元的獨角獸企業思謀科技，另
一家是百圖生科。港投不僅成為其投資夥伴，更
打造出 「領投模式 」 ，全力搶佔 「先行者優
勢」 。這是一種創新的發展平台，可助力香港創
科實現 「從零到一，從一到無限」 的蝶變，繼而
將無限機遇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動能。

積極作為，則是特區政府最鮮明的施政作
風。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頭外訪，積極開拓中東、
東南亞乃至南美新市場，且已取得實質性進展。
香港與沙特的合作堪稱典範，第一隻沙特ETF已
在港上市，兩地亦積極探討沙特企業在港上市，
發揮香港作為超級中介人的角色，助力中東企業
進軍內地，探索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快速發展帶來
的巨大機遇。

特區政府亦通過一系列政策，打造領先的家
族辦公室樞紐。目前在港的單一家族辦公室達
3000多間，為新加坡的一倍；管理財富2.2萬億美
元，僅次於瑞士。按此勢頭，香港有望在2027年
取代瑞士成為全球最大的財富管理中心。更不必
說，特區政府在發展債市方面頗有收穫，增加了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深度和廣度。

在解決民生困難方面，特區政府亦多有新
猷，簡約公屋堪稱代表作。首批簡約公屋上月底
開始申請，最快明年入住。這一類中轉屋建造速
度比正常公屋快得多，對棲身不適切居所的基層
而言堪稱福音。特區政府加快拓土建屋，推出
「公屋提前上樓計劃」 ，落實更嚴厲的 「公屋富

戶」 政策，多策並舉之下，加快公屋流轉，縮短
輪候時間，為市民尤其是基層帶來看得見、摸得
着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短短兩年之間，特區政府克服重重困難，交
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成績單，創下了近年最高的
民意支持度，這一切來之不易。當然，這離不開
中央全方位的大力支持。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提出 「四點希
望」 ，這為特區政府的施政提供了根本遵循。中
央挺港惠港措施 「陸續有來」 ，包括增加來港個
人遊城市、擴大內地居民訪港購物免稅額、為非
中國籍香港永久居民簽發多次來往內地通行證、

不斷優化CEPA協議、再贈送一對大熊貓等。正如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夏寶龍所強調： 「香港有求，祖國必
應」 ，祖國是香港最堅定的靠山，是香港戰勝一
切艱難險阻的底氣所在。

展望未來，香港是機遇與挑戰並存，而機遇
大於挑戰。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研究
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這是
全方位、歷史性、劃時代的改革開放，意義重
大。中央全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新質生產力不
斷形成，綜合國力將實現新飛躍，為香港發展帶
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源源不竭的動能。

香港的發展環境越來越好，特區政府趁熱打
鐵，李家超特首在7月1日表示，未來將在三大方
面全力工作。第一是全力發展經濟，聚焦改善民
生；第二是強化自身優勢，發揮新增長點；第三
是把握國內國際雙優勢，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
事實上，這三大工作方向既是民心所向，也是香
港發揮自己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推動香港
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正確道路。

偉大的事業，光明的未來，都是幹出來的。
香港要統籌好安全和發展的關係，用好中央支
持，緊緊抓住機遇，乘勢而上。正如李家超指
出，香港人只要團結一致，發揮敢拚善贏的精
神，必定可以創造更輝煌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