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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尋找新機遇 外資滬上開新局
上海開放走向縱深 新年伊始62個外資項目集中簽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全球經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的當下，上海依然被視為全球資本的首選地之一：2020年，上海實際

使用外資達到202.33億美元，同比增長6.2%，創歷史新高。「十四

五」開局之年，全球企業在上海「育新機」。

15日，2021年首批62個外資項目在上海集中簽約，投資總額達到118.5億
美元。開放走向縱深的上海，吸引全球企
業「用腳投票」。

新空間：「老友」帶「新朋」
日資企業美守安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是由日本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
全額出資的一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1月1
日剛在上海正式開業，15日就出現在簽約
儀式現場，與靜安區簽署「戰略合作備忘
錄」。
美守安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兼

總經理菅匡彥說，疫情期間，上海先後走
訪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重點外資企業，在
走訪三井住友時，政府不僅關心企業在疫
情期間的運營狀況，還建議其利用風險管
理方面的經驗，橫向拓展自己的業務範

圍。
「我們從去年5月份開始正式啟動籌備

工作，11月就完成了註冊。」菅匡彥說，
從籌備到註冊僅用了約半年的時間，這樣
的「上海速度」得益於這裏優質的營商環
境，「我們深深感受到上海良好的營商環
境以及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和服務」。
外資控股券商、外商獨資基金管理公

司、外商獨資壽險公司……開放政策的不
斷加碼，讓三井住友這樣「老友帶新朋」
的故事不斷續寫。菅匡彥說，過去一段時
間以來，中國金融行業的開放政策頻頻，
也讓企業信心滿滿。

新平台：加速在華深耕
發新品，促投資，進博效應正在不斷

「發酵」。以6天的展會為起點，新產
品、新服務加速進入居民家中；工廠車

間，新合作、新朋友的建立則讓更多的外
資企業堅定了在華深耕的信心。
從首秀到首發，進博會平台的「加速

度」有多快？去年11月，以第三屆進博會
為平台，日本美妝巨頭資生堂首度揭秘了
與雅萌株式會社成立合資公司後推出的新
品牌「EFFECTIM璣妍之光」。兩個月
後，這一新品牌就在上海全球首發了「進
博同款新品」。
快速「決策」的還有意大利製藥企業凱

西。第三屆進博會剛結束，凱西就宣布將
在上海的外高橋投資設立貿易公司，還決
定繼續參加第四屆進博會。
「進博會的影響力非常大！」凱西醫藥

諮詢（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戴賦興說，
進博會期間，凱西展台前的參觀者絡繹不
絕，還接到了不少合作意向，讓自己非常
欣喜。

「進入中國以來，我們一直受益於中國
市場不斷提升的營商環境，現在，上海不
僅是凱西重要的市場，也被看作我們的
『第二個家』。」戴賦興說。

新機遇：加速「數字化」賦能
強生亞太區首個創新孵化器在張江落

地、幫助創新企業加速轉化創新成果；勃
林格殷格翰在上海成立數字創新實驗室和
中國外部創新合作中心……越來越多的外
資企業感受到中國市場的活力，借力數字
經濟加速創新，讓帶有中國「印記」的創
新走向世界。
百事公司大中華區食品業務高級副總裁

兼總經理謝長安說，疫情沒有改變百事對
中國市場的信心，2020年底，百事完成了
位於松江區的食品工廠擴建工程，這一工
廠成為百事公司在華最大的薯片生產基

地，現在企業還將百事食品的大中華區總
部落「滬」。
「疫情凸顯數字化能力的重要性，特別

是如何運用大數據，提升創新的精準和速
度。」謝長安說，百事食品將抓住「雙循
環」的機遇，持續擴大在工廠、供應鏈、
本地人才、本地創新等方面的投資，同
時，把中國的數字化經驗和以消費者為中
心的產品研發能力分享給百事公司其他市
場。
達涅利冶金設備（中國）有限公司首

席執行官馬一諾說，中國是達涅利集團
在亞洲區最重要的設計、製造和研發中
心，「越來越多源於中國的創新研發成
果正在惠及全球，比如，運用機器人加
工鋼鐵的技術就從中國『反向輸出』到
了意大利，幫助企業節省了一半的成本
和時間」。

中菲簽9.4億美元鐵路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

16日消息，菲律賓交通部當天與中國企業簽署總額約9.4
億美元的蘇比克-克拉克鐵路項目商務合同，這是迄今為
止金額最大的中菲政府間合作項目。
蘇比克-克拉克鐵路是菲律賓政府「大建特建」基礎設施建

設計劃的旗艦項目，也是菲呂宋島鐵路網規劃的重要組成部
分。項目位於呂宋島中部，連接蘇比克灣自由港區與克拉克
國際機場兩大交通樞紐，並與菲律賓北線鐵路銜接。
蘇比克-克拉克鐵路全長約71公里，遠期規劃將延伸至克

拉克新城。項目主要採用中國標準，將按照單線標準軌距
貨運鐵路設計，建設工期約42個月。項目建成後將實現菲
經濟核心區域的港口-鐵路-航空多式聯運，有效提高物流運
輸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助力沿線地區釋放經濟發展潛
力。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表示，蘇比克-克拉克鐵路項目擬

由中方提供融資。下一步，中菲雙方將就項目貸款協議進
行磋商。
菲律賓政府於2017年4月推出「大建特建」大規模基礎

設施投資計劃，預計在六年內投資8.4萬億菲律賓比索
（約合1.13萬億元人民幣）在菲全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建設項目涵蓋道路、橋樑、機場、鐵路、港口、防洪設施
等多個領域。目前有多家中國企業參與菲律賓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連日來，在位
於福建泉州的泉港石化工業園區內，總投資500
億元新台幣的國喬泉港石化項目正在加快推進土
地平整、測繪等工作。去年3月，該項目通過
「雲簽約」落戶泉州，在園區內設立泉州國亨化
學有限公司，新建丙烷脫氫及聚丙烯項目。
這是泉州市近三年來投資數額最大的台資項

目。「選擇落戶泉港石化工業園區，是看中這
裏雄厚的產業基礎。」泉州國亨化學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陳景福表示，項目一期預計2023年
建成投產，年產值100億元人民幣，將有力推
動閩台石化產業融合發展。

累計使用台資逾300億美元
這只是閩台製造業領域融合發展的一個縮

影。在兩岸經貿合作中，福建是大陸台資企業
最集中的地區之一，也是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
最密切的地區之一。數據顯示，截至目前，福
建累計使用台資逾300億美元，在閩台企有上
萬家。台灣百大企業半數以上在福建布局。
近日發布的《中共福建省委關於制定福建省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
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繼續深化閩台
優勢產業融合，引導和支持台資企業參與強鏈
補鏈，加快建設海峽兩岸集成電路產業合作試
驗區、兩岸石化產業合作基地和閩台精密機械
製造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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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後浪」融灣區「90後」走上管理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16日，
「緊抓機遇，共融發展」研討座談會暨粵港澳青
年創業孵化器兩周年慶在廣州舉行。粵港澳青年
創業孵化器副總經理林榮歡透露，為打造粵港澳
青年創新創業可持續發展平台，孵化器成立兩年
來已入駐126家企業，其中包含港澳台企業28
家。創造就業崗位530個，引進港澳台人才超過
80人。
大灣區不斷向前發展的浪潮中，港澳的「後
浪」也正在崛起。過去兩年引進了80個港澳台青
年，林榮歡發現，不管是在內地求學後就業還是
在港招聘，很多青年就業後都能走向管理崗位。
其中，「90後」、「95後」成為佼佼者佔比超六
成。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孵化器創造的530個
創業崗位上，專業技術人員隊伍超30%，而運營
和銷售兩大類別佔比逾60%。

擬五大計劃助港澳青更快發展
林榮歡介紹，孵化器接下來有五大計劃助力港

澳青年能夠更加快速落地發展，還推出特色服務
如「生根計劃」，利用自身股東資源優勢，不斷
整合大灣區內的產業、企業園區、資金資本及高
校資源，進一步加大對初創企業的孵化力度，為
初創企業賦能，實現企業自身的健康順利成長。

通過平台更直觀理解政策扶持
來自香港的眾聯雲動（廣州）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創始人何志豪表示，去年9月開始聚焦醫療App
項目的創業，通過孵化器等平台能夠更為直觀理
解和享受到政府的相關政策扶持。何志豪指，此

前他一直在互聯網企業工作，做到了高管等職
位，積累了相關社會資源。如今看到了大灣區科
技醫療的機會，便開始了自己的創業路徑。目前
公司還和廣東工業大學簽署了人才實習培養模
式，為專業技能人才提供就業崗位。
正在中山大學讀研三的香港青年林廣健，作為

廣東凌銳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如今聚焦於電商
運營方面的創業。他們主要為不同企業，尤其是
港澳企業進入內地提供電商教練培訓和運營服
務。
「大灣區產學研的融合發展，給了我們在校青

年創業的指南針。」來自香港的暨南大學在讀碩
士謝振彬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一個土木工
程的學生，自己在本科階段就開始了項目研發。
校內校外都有相關孵化器平台能直接對接企業、
機構的市場需求，這對研發工作來說就減少很多
彎路。

粵港澳青年創業孵化器成立兩年

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新機遇新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1月16日出版的第

2期《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總書記
的重要文章《正確認識和把握中長
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文章
指出，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
段的新機遇新挑戰。要增強機遇意
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
變、主動求變，勇於開頂風船，善
於轉危為機，努力實現更高質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
更為安全的發展。
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
指出，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

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戰略全局出
發，全面把握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
化，辯證分析由此帶來的新挑戰和
新機遇，對於各級領導幹部提高駕
馭風險挑戰的能力和水平，科學規
劃「十四五」時期和新發展階段的
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快評進一步指出，在全面開啟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發展階段，
我們既要清醒認識前進道路上的困
難挑戰，更要看到我國具有育新機
開新局的優勢和條件。疫情全球大
流行、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上升、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遭受衝擊、世界
格局調整等外部環境，國內產業瓶
頸、城鄉差距、民生短板、資源和
環境約束等內部問題，構成了新挑
戰。同時，我國制度體制的強大優
越性、產業和科技變革契機，超大
規模市場、唯一一個擁有完整產業
鏈的國家等有利條件，構成了新機
遇，時與勢都站在我們這邊。
快評最後強調，面對構建新發展

格局進程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
要善於運用改革思維和改革辦法，
統籌考慮短期調節與中長期發展。

要善於運用「兩點論」，推動國內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形成需求牽
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
動態平衡；要強調「重點論」，以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堅持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向，扭住
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還要積極
實現矛盾的轉化，學會危中求機，
努力轉危為機，從量變到質變，從
經濟的「高增速」向「高質量」階
段邁進，以科技創新、深化改革、
高水平開放等有力舉措激發新動
能、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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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談融灣
●廣東凌銳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林
廣健：
我們希望服務更多港澳品牌企業，為他

們在內地電商業務發展方面提供更加系統
完善的落地服務。今年幫一個香港燕窩品
牌成功打造了它的內地電商路徑，後續希
望有更多優秀成功案例與你們分享。

●暨南大學在讀碩士港生謝振彬：
當前正在做建築業新型自動化波磨電池

壓片方法項目的研發，學校、社會都有孵
化器平台給我們對接企業政府機構資源，
可以及時了解市場需求。雖然研發周期會
很長，但我有信心在大灣區實現整個項目
的研發創造。

●眾聯雲動（廣州）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創始人何志豪：
從「打工人」到創業者的角色轉變，我

充分感受到了大灣區對港澳青年創業的扶
持。如今埋頭內部調試，孵化器可以直接
上門幫我理解、對接相關扶持政策。真正
可以說，埋頭做好本職工作，政策、資金
還能有專人幫忙找上門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緊抓機遇，共融發展」研討座談會在廣州舉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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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
2021年首批
62個外資項
目在上海集
中簽約，投
資總額達到
118.5 億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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