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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投：5至10家參投企擬來港上市

投資創科

戈壁創投管理合夥人唐啟波
表示，香港的創投生態環境在過
去十年間快速發展。舉例說，初

創企業的數量增加了三倍以上，從2015年的
1500家增加到現時大約5000家。這些初創企
業僱用的員工數量從不足4000人，預計到
2024年底將增長到2萬人。風險投資資金預計
也將增長十倍，從2015年的不到5億美元增加
到2025年的50億美元。此外，香港在2015年
幾乎沒有 「獨角獸」 企業可言，而現時估計有
15到20家。

他續說，特區政府和大學大力投資創新和
技術，促進研究成果的商業化，特別是在人工
智能、新材料、機器人、生物技術、FinTech

（金融科技）和可持續發展等領域，可為耐心
資本機構提供投資機會。

中大創新有限公司行政總裁伍心妍表示，
相對美國硅谷，香港的初創生態環境仍然處於
早期階段，故此需要更多投資者包括大學、耐
心資本機構的參與。她預期在未來五年，行業
將逐步迎來創科發展的 「黃金年代」 。

香港大學創業天使聯盟召集人、Esri中國
（香港）有限公司創辦人及主席鄧淑明對此表
示同意，認為現時的創業環境比她當年創業時
幸運得多，除了有大學協助提供初期發展資
金，也有不少校友支持，加上特區政府倡導
「官產學研」 的創新協同機制，在社會共同努
力下，有助加快整個初創生態環境的發展。

港初創企10年增三倍 擁20獨角獸
發展
提速

1 與戈壁創投合作成立 「耐心資本專項
基金」 ，透過槓桿更多包括主權基金

在內的國際長期資本，結合在本港的跨大
專院校協作，推動新一代的科技創新

2 與藍馳創投合作成立 「共同投資夥伴
計劃」 ，推進一籃子的共同投資項

目，重點支持有全球視野的華人科技創業
者和全球領先的技術創新，推動中國科技
能力走向全球

3 與基滙資本合作成立 「國際策略拓展
平台」 ，加速初創科研成果的轉化與

應用，首階段聚焦以中東為重點的全球南
方市場開拓和深化發展

特區政府提倡 「官產學研」 的創新協同機制，
加上大學機構和整體社會支持，創科發展的
「黃金年代」 正逐步走近

香港大學創業天使聯盟召集人、Esri中
國（香港）有限公司創辦人及主席 鄧淑明

諾亞：應對地緣風險 投資中東具吸引力



國際耐心資本看好兩地創科 促精準配對

大公報記者 黃裕慶、麥晉瑋（文）
蔡文豪（圖）

由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
司）主辦的首屆 「國際耐心資本論壇」
昨日揭幕，發揮港投公司在匯聚與牽引
國際耐心資本的影響力，實現多方共
贏。港投公司並宣布多項具體成果，包
括與策略夥伴成立耐心資本專項基金、
共同投資夥伴計劃，及國際策略拓展平
台；並透露，有5至10間參投公司有意
於今年在香港遞交上市申請。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論壇上致辭時
表示，全球各地的政府和機構都認識到
耐心資本在推動技術進步、產業轉型和
經濟增長方面的戰略重要性。

◀港投公司主辦的首屆 「國際耐心
資本論壇」 昨日舉行，一眾嘉賓在台上
合影。

AI人才輩出 創投需求大

中國市場廣闊
能源企投資首選

「國際耐心資本論
壇 」 的 英 文 譯 名 是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Patient Capital」 ，簡稱IPC。港
投公司行政總裁陳家齊表示， 「I」 、
「P」 及 「C」 這三個英文字母，也精
要概括了論壇的三大核心要素，即
「投資」 （Investment）， 「夥伴」
（Partnership），和 「跨地域對話」
（Cross-Jurisdictional Dialogue）。

耐心資本擁有前瞻性的願景和能
夠經受時間考驗的投資策略，她說香
港具備獨特優勢，可高效匯聚三大要
素，即人才、創科機遇及金融，讓國
際投資者可以透過香港成熟的資本市
場，對接及投資不同融資階段的高質
素創科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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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言論摘要

3項具體成果

香港的創投生態環境在過去十年間快速發展，
風險投資資金激增， 「獨角獸」 企業也由0增
加至15間左右

戈壁創投管理合夥人 唐啟波

香港的願景，不僅是成為國際金
融、航運和貿易中心，也希望成為
世界級的創新和科技（I&T）樞紐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

內地近年積極發展創科，加上香港
作為高端人才集聚地、國際金融及
創科中心，種種要素加起來，對耐
心資本 「非常吸引」

港投公司行政總裁 陳家齊

▲在圓桌論壇上，嘉賓們分享香港創投生態近年的發展情
況。

特區政府一直鼓勵本
地初創企業主動對接國家
發展機遇，多在大灣區尋

找機會和開拓市場，多位專家分享了
如何發掘內地創新機遇。

藍馳創投管理合夥人朱天宇表
示，在新的科技周期中，中國正在逐
漸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動力來源，不
僅是製造業中心，更是創新中心。同
時，中國頂尖人才正成為全球 「The
Next Big Thing」 的關鍵驅動力，並
且近年大量海外人才在回流。以人工
智能（AI）為例，中國已成為全球頂
尖AI人才的主要來源地。作為中國最
大的早期科技基金之一，藍馳創投已
支持大量優秀創業者完成從0到1的跨
越，但技術進步和產業轉型的成功仍
需要更多國際耐心資本的加入。

PPIO派歐雲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
行官姚欣表示，過去曾到訪不同的大
型科技公司，曾發現中國公司製作的
程序在技術上會與美國公司有一定差
距，但近年中國的科企越來越強大，
差距已大幅收窄，而且不少中國科企
也發表大量的研究及專利，研究人員
發表的論文也不只一次獲世界認可。

AI中醫診所落戶深圳
問止中醫聯合創始人張南雄表

示，公司開發了 「中醫大腦」 系統
後，先在美國硅谷開設全球第一間AI
中醫診所。2019年更正式落戶深圳，
由於內地的市場龐大，加上內地的AI
技術發展越來越快，對相關的產品接
受程度也不斷提高，問止中醫的業務
拓展也不斷加快。

灣區
機遇

企業全球布局是一個複雜且漸進的過程，需要企
業制定明確的國際化策略，各專家分享了在中國、歐
美及中東的戰略部署。

Virescent Ventures合夥人Blair Pritchard指，其團隊一直聚
焦於投資能源產業，也會在全球發掘不同的投資機遇，但這些從事
能源產業的公司，最終也必需把產品在中國生產及分銷才能做強做
大，因為中國是能源產業的大國，只要是能源產業的公司就必須重
視中國市場。

DST China創始人兼主席Zhang Haiying表示，未來自動駕駛
將會是物流行業的發展目標，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自動駕駛車
輛的普及化都會經過兩個階段，先是大量的應用場景，然後透過大
數據將車輛端對端的能力優化，目前中國已有相關的技術，相信隨
着科技的進步，自動駕駛將能更快實現。

St Baker Capital Partners管理合夥人兼首席執行官Chris
Hay表示，過往曾投資從事綠色科技的企業，最終也能成功在美國
上市。但企業可以有很多選擇，例如香港也十分適合從事綠色科技
的企業發展，首先香港有大量的人才，這些企業可以透過與香港的
大學及不同的機構合作研發，而且這些企業也能選擇在香港上市集
資。

全球
布局

▲潘青（左）表示，風險預警有助於避免損失，但過度謹
慎也可能錯失機會。

【大公報訊】地緣政治不穩定因素加劇，美
國總統特朗普朝令夕改的政策令市場擔憂。在
「Greenwich Economic Forum」論壇上，諾亞控
股（06686）首席財務官、ARK香港CEO潘青指
出，面對關稅政策，他觀察到企業主要有兩種應
對方式：一種是「as long as there is a price
we can do business」（有價即有市）；另一種
則是將目光轉向其他市場，例如歐洲和東南亞等
區域。潘青強調，雖然風險預警有助於避免損
失，但過度謹慎也可能錯失機會，因此建議投資
者留在市場中持續關注機會，尤其是對AI前景充
滿信心的投資者。

此外，被問及是否有新的資產避風港出現，

潘青表示，若以選擇新分公司地點為例，歐洲或
中東都是具吸引力的選項。他補充指，美國總統
特朗普近期出訪海灣國家，希望中東能夠成為一
個穩定的金融中心。亞洲金融集團主席兼總裁、
M+博物館董事局主席陳智思則指出，為令香港
「超級聯繫人」 稱號名副其實，須深入了解不同
市場。在美國市場難度加劇的背景下，中東成為
中國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合理選擇。

多元資產配置 增持實體黃金
陳智思提及近日備受關注的寧德時代，並指

未來將有更多類似於寧德時代的公司利用香港作
為融資平台，因這類企業往往有宏偉的擴張計

劃，需要建設境內外設施，而香港能提供所需的
國際資金支持。

在資產配置方面，潘青建議投資者至少將5%
的資產分配至實體黃金，因為這類資產及其衍生
品在全球多個地區都備受歡迎，影響力也不斷上
升。在場嘉賓亦強調資產多元化的重要性，表示
客戶正尋求增加信貸等不同類別的資產配置。

永明金融亞洲資產管理總裁鄧斌則提及中國
近日成功發射搭載12顆計算衛星的長征二號丁運
載火箭，認為科技發展帶來諸多新機遇，並強調
不能再用20年前的方式進行投資。被問及青睞的
投資領域，鄧斌毫不猶豫地表示看好保險。他指
出，保險具有穩定性，是長期投資的理想選擇。

陳茂波表示，香港的願景，不僅是成為國
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還希望成為世界級
的創新和科技樞紐。展望未來，他相信金融、
貿易和I&T（創新與技術）將是推動香港經濟
增長的關鍵引擎。他指出，地緣經濟的碎片化
無疑對全球增長和資金流動帶來陰霾，但機遇
仍在。隨着供應鏈的重新調整和國家將關鍵產
業本地化，耐心資本可以資助可擴展的替代方
案，其中一個例子是人工智能初創企業
DeepSeek。

「投資創科最好窗口期」
港投公司行政總裁陳家齊表示，在地緣政

治不明朗及市場波動的情況下，論壇為國際耐
心資本投資者提供平台，聚焦如何捕捉未來科
技創新與商業轉化的投資機會。雖然地緣政治
局勢複雜，對耐心資本而言，她說仍有不同的
投資窗口，因為這些投資例如創科等屬於跨周
期、跨世代，肯定需要耐心。除了港投公司，
她說昨日出席論壇的國際耐心資本機構，也是
看好香港與內地在創科方面的發展機遇。

陳家齊認為現時是 「投資創科最好窗口」，
隨着內地積極發展創科，加上香港作為高端人
才集聚地、國際金融及創科中心，所有要素加
起來，對耐心資本 「非常吸引」 ，因為很容易
就能進入香港市場，以及透過香港這個平台和
資本市場投資企業，她認為這一點相當重要。

港投公司去年公布 「三大賽道」 ，即硬科
技、生命科技，和新能源與綠色科技，已投資
項目逾100個。陳家齊說，當中很多與香港的
創科有關，也有來自內地的創科公司在香港落
地或「出海」，這也是耐心資本對香港感興趣的
原因之一。港投公司會以這些 「項目庫」 為基
礎，冀將海外資金匯集到香港。港投公司現時
每投資1港元，可撬動的海外資金逾4港元。

年內再辦兩專題活動
陳家齊續說，在港投公司的投資組合當

中，有5至10間公司表明有意於今年在香港遞
交上市申請，部分更已遞表。由於屬市場敏感
資料，故不便透露詳情，惟她形容 「進度良
好」 。她續說，港投公司不只投入資金，亦會
幫助被投公司成長。她說這些被投公司的成長
速度，例如在尋找其他資金或者市場等，都比
預期為快，故此進入IPO階段的進程也比較快。

是次論壇匯聚全球80家耐心資本機構、
合共約400位嘉賓，分別來自全球15個國家，
總資產管理規模達20萬億美元。這些來自歐
洲、美國，以及中東和東南亞在內的全球南方
市場的耐心資本機構。展望未來，她說港投公
司將於今年稍後時間舉辦兩項專題活動，分別
為 「國際機器人大會」 及 「國際人工智能青年
科學家論壇」 ，冀有助促進合作與交流。

香港交易所昨日也宣布，將與沙特證交所
集團於5月29日合辦第二屆 「香港─沙特資本
市場論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