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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低及人才多 吸引企業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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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企業奏效 駐港公司9960間創新高





初創公司涵蓋行業

儘管外圍市場暗潮洶湧，但特區
政府多項搶人才、搶企業措施發揮成
效。特區政府公布的 「2024年有香港
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
查」 顯示，今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內地
的駐港公司數目升一成達到9960間創
新高，僱用人數高達49.3萬人，顯示香
港營商吸引力有增無減，成為外商進
軍內地及內企走出去的重要平台。行
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本屆政府上任
後，推出多項改革措施，包括成立人
才服務辦公室、引進重點企業辦公
室，發展 「總部經濟」 等，樂見這些
措施取得好成績。 大公報記者 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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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公司數目升至9960間創新高，顯示香港營商吸引力大增。

2022至2024年
香港初創公司數目

對於今年駐港公司數
目、香港初創企業數目同創

新高。商會人士指出，香港是全球最適合營
商的地方之一，特別是稅率低及稅制簡單，
成立公司手續簡單便利、成本低，且本身為
國際金融中心及專業人才眾多，為外商進軍
內地的橋頭堡，亦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首
選，故吸引愈來愈多企業落戶香港。

大灣區家族辦公室協會主席李慧芬表
示，很多內地企業要走出去，到東盟及中東
發展，主因是香港較易與這些地方聯繫，故
決定在港設分公司。同樣地，外商想透過香
港打入內地市場，特別在電動車及新能源方
面，很多外商與相關內地企業合作，善用他
們的技術，而外商睇中香港，主要是香港航
空交通便利，及資金自由進出等優勢。

香港紡織業聯會副會長劉培傑表示，香

港是一個非常好的對外投資基地，成為內地
企業投資海外的門戶，特別是擁有大批出色
人才，都是香港一大優勢。和諧汽車副總裁
及香港辦公室首席代表馮璐表示，該公司在
去年落戶香港，並以香港辦事處作為集團的
海外總部。

胡應湘：北都助港長遠發展
另外，特區政府積極推進北部都會區建

設，進一步增加房屋土地供應。合和實業主
席及董事胡應湘表示， 「香港不能夠停滯不
前」 ，認為北部都會區發展有必要性，同時
也要推進填海造地，以配合香港長遠發展。

臨近聖誕及新年假期，胡應湘看好香港
旅遊業前景，認為隨着內地及東南亞國家的
國民收入持續增加，外出旅遊人數將上升，
未來會有更多遊客來港，惠及本地酒店業。

初創企數目大增一成至4694間
儘管外部環境充滿挑

戰，但香港初創生態圈維持
增長勢頭。香港投資推廣署的2024年初創企
業統計調查顯示，本地初創公司數目升一成
至4694間，僱員數目升7%至17651人，兩
項數據均為歷史新高，印證本地初創生態圈
充滿活力。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表
示，香港的初創企業數目持續有亮麗增長，
可見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出的各項支援措施
奏效，提供了理想的初創生態圈，促進本地
初創企業蓬勃發展。創科局局長孫東稱，數
據反映香港環境有利初創及創科發展。

若將數據與2020年比較，本地初創企數
目升40%，僱員數目更升65%，同時香港有

137處共享工作空間、孵化器及加速器，較
2020年升18%。對於香港取得亮麗成績，調
查相信主因包括：簡單稅制及低稅率、多元
化的集資途徑、中國內地及亞洲市場的龐大
商機等，有關因素造就香港作為亞洲門廊的
定位，協助企業進入大灣區和亞洲市場。

初創公司涵蓋多元行業，包括金融科
技及數據分析等。值得一提的是，健康及醫
療，以及可持續／綠色科技兩個行業錄得明
顯增幅，分別按年增加54%和82%。

另有分析指，香港吸引眾多初創公司，
與當局大力支持資訊科技基礎建設有關，特
區政府正在積極籌備發展一個佔地87公頃的
世界級創新中心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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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主要行業

生物科技
硬件製造

機械人／智能製造
智慧城市

供應鏈管理／物流科技

公司數目

235
197
133
104
86

1
2
3
4
5
6
7

首七位行業

金融科技
資訊、電腦及科技

電子商貿
教育及學習
數據分析
健康及醫療

可持續／綠色科技

公司數目

619
517
410
406
334
275
244

李家超：展現國際社會對港信心 施政方向正確

李家超指出，將繼續對接國
家發展戰略，開拓內地龐大市
場，探索 「一帶一路」 新興國家
的合作機遇，鞏固傳統歐美市
場，不斷塑造經濟發展新動能。
談及香港優良的營商環境，他強
調，過去兩年半，香港在不同領
域都看到成果，有些更反映在國
際排名上，包括香港再次被評為
「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重奪世界第三；
世界競爭力排名上升兩位至第
五；人才競爭力升至第七，排名
重回十大。一直排名第一的有
「投資環境 」 、 「國際貿
易」 、 「商業法規」 、航空貨
運量等。這些都反映國際社會
對香港的信心，亦顯示施政方
向是正確的。

來自歐洲東盟企業增一成
數據顯示，按母公司所在

地分析，9960間駐港公司之
中，來自中國內地佔2620間，
其次是日本（1430間）、美國
（1390間）、英國（720間）
及新加坡（520間）。李家超表
示，本屆政府上任之後，積極
作為，推出多項改革措施，搶
人才、搶企業，成立人才服務
辦公室，引進重點企業辦公
室，發展總部經濟等，投資推
廣署積極進取、吸引及協助大
量境外企業來香港開設或擴展
業務。他樂見這些措施取得好
的成績，尤其是反映在剛剛收
集到的數據上面，年度調查顯
示，來自各個國家的駐港公司
數量升幅可觀，來自意大利的
公司增加 17%、英國增加

12%，新加坡、德國、瑞士增
幅大約10%，美國增加約9%，
特區政府致力開拓的新興市
場，中東和東盟駐港公司數目
升幅可觀，分別升 25%及
13%。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
應樺表示，憑藉在 「一國兩
制」 下的獨特優勢，香港是海
外企業開拓內地市場和內地企
業 「走出去」 的最佳雙向平
台，是它們的首選投資目的
地。

發揮「超級聯繫人」功能
對於內地駐港公司繼續佔

據首位，丘應樺分析指出，證
明香港是內地企業 「走出去」
的首選平台。而來自海外的駐
港公司數目亦持續增長，反映
儘管受地緣政治影響，企業對
擴展業務仍保持務實態度，理
性選擇香港作為其拓展亞洲業
務的基地。作為全球唯一集中
國優勢與環球優勢於一身的城
市，香港會繼續積極擔當 「超
級聯繫人」 及 「超級增值人」
的橋樑角色，更好地 「引進
來、走出去」 ，為香港的經貿
發展增強動能。

另有商會人士指出，近年
不斷有外國政府和勢力打壓國
家、 「唱衰」 香港。然而，數
字最能反映事實，若香港真的
大不如前，怎會有這麼多公司
落戶香港，數據正好說明香港
仍是最佳的賺錢地方之一。他
又指出，不少外國商人對香港
充滿誤解，但只要親身來港，
便會認為香港是一個好地方。

優勢盡顯

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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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擴大開放 大國胸懷
國家移民管理局昨日發布通

告，即日起全面放寬優化過境免
簽政策。新舉措極大便利外國遊
客來華，彰顯了中國擴大開放的
胸懷和自信。

免 簽 政 策 放 寬 體 現 在 兩 方
面。在時間維度上，將過境免簽
外國人在境內停留時間由原先的72
小時和144小時，一齊延長為240小
時（10天）；在地理維度上，新增
21個口岸為過境免簽人員入出境口
岸，並進一步擴大停留活動區
域。換言之，54個獲中國提供免簽
待遇國家的公民，可從60個口岸來
華，並允許跨省域旅行。

內地免簽政策實施一年多，
在華外國人顯著增加。統計數據
顯示，自今年1月至11月，全國各
口岸入境外國人為2921.8萬人次，
同比增長86.2%；其中通過免簽入
境 1744.6 萬 人 次 ， 同 比 增 長
123.3%。不難想像，免簽過境時間
延長至10天之後，有關數字將進一
步升高。有輿論認為，外國人特
別是周邊國家居民到中國來度
假，正如港人熱衷北上消費一
樣，將成為常態。

這些年，一些國家大搞 「脫
鈎斷鏈」 、 「小院高牆」 ，全球
化處在一個歷史的關口。關鍵時
刻，中國沒有隨波逐流，不搞閉
關鎖國，而是擎起全球化的大
旗，進一步擴大自主開放，讓各
種要素流動起來，讓自由貿易體
制重新建立起來。以 「單邊開
放」 應對 「單邊主義」 ，這展現
了中國的大國風度，也是推進人
類構建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一步，
備受矚目。

這些年，西方政客對中國的
攻擊、抹黑層出不窮，中方在據
理力駁的同時，歡迎更多外國人
到中國來，實地走一走、看一
看，親身體驗中國各方面的發
展，不僅有助消除外界的誤解，
更展現中國的從容和自信。

香港是外國人進出內地的一
個重要門戶，國家放寬免簽政策
後，相信將香港列入行程的外國
人將持續增加，這是旅遊業發展
的一大利好，也是展現香港新階
段新風尚的重要契機，特區政府
及業界要積極行動起來，將中央
支持轉化為發展的動力。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系統
部署，香港發展面臨新的歷史機遇。如
何抓住新的歷史機遇？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見赴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時指
出，中央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團結帶領社會各界，銳意改革、奮發有
為，積極對接國家戰略，塑造經濟發展
新動能新優勢， 「在創新創造中推動香
港由治及興」 。習主席重要講話體現了
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支持，表達了要求
和期望，指出了香港實現由治及興的具
體方向和路徑，必須全面貫徹落實。

香港以彈丸之地發展成國際大都
會，有賴香港人的創新創造精神；香港
實行的 「一國兩制」 ，是中央解決歷史
遺留問題的偉大創舉。創新創造關乎香
港的前途命運。現在，香港發展的內外
圍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國際
地緣政治挑戰日益嚴峻；另一方面，內
地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契機推動高質量
發展，為香港發展帶來了無限機遇。挑
戰和機遇，乃一體兩面，需要香港社會
更好發揮創新創造精神，在將一個個金
字招牌擦得更亮的同時，創造出經濟發
展的新業態、新動能和新優勢。

香港聚焦創新創造並非憑空而起，
而是已有相當好的基礎和條件，北部都
會區就是最好的平台。北都佔地近香港
三分之一，將成為香港發展生命科技、
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尖端科技的
重鎮，也是新質生產力的匯聚地。

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駐港公司
調查報告顯示，截至今年6月初，境外
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數目達9960間，較去
年增加10%。另一方面，已有17萬人才
通過特區政府推出的多項吸才計劃抵
港，與港人一起為未來打拚。水往低處
流，人向高處走。人才和企業蜂擁來港
上演 「正在進行時」 ，將大大提升香港
的創新創造能力，北都建設將快馬加
鞭，香港的新動能、新發展模式、新產
業鏈將加快形成。

香港高質量發展並非單打獨鬥，而
是有大灣區作為重要依託，有國家作為
最強大的靠山。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已形成 「一河兩園」 模式，根據發展
規劃，深圳園區和香港園區將打通 「任
督二脈」 ，實現人員、物資、資金乃至
生物基因等創新要素的加快流動。香港
與深圳在發展創科方面各擅優勢，雙方
合作，強強聯手，雙贏可期。更何況，

大灣區之內還有前海、橫琴、南沙三大
創新合作平台。澳門迎來回歸25周年慶
典，在展現澳門新風貌的同時，也必將
成為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合作
的加速劑。

回歸以來中央挺港惠港政策陸續有
來，CEPA政策持續更新，為金融、旅
遊、物流、貿易、醫療、安老、文創等
各方面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能。在
創科領域，中央支持力度也是越來越
大，包括資金過河南下、開放香港科研
人員參與國家重點工程、在香港建立了
十多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在香港選拔載
荷專家等等。在培養香港年輕人對創科
興趣方面，國家同樣不遺餘力。

創新創造是一個宏觀要求，既是技
術方面的創新、制度上的創新，更要有
思維上的創新。只有打破思想上無形的
舊框框，革除制度上有形的桎梏，才能
解放生產力。改革的本質，就是建立一
套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制度和發展模
式。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要深化改革，
多用新思維解決新問題，多用新方法發
現新路徑。在與國家高質量發展的同頻
共振中，推動香港各方面發展躍上新台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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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作為創新創造 推動香港由治及興
——落實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系列評論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