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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董鑑滔文 匯 要 聞

近期確定落戶香港部分科企
壁仞科技 (Biren Technology)
◆壁仞科技團隊由國內外芯片和雲計算領域的核心專業人員及研發人員組
成。2022年9月，全球權威AI基準評測MLPerf公布了最新AI基準檢驗結果
（MLPerf Inference v2.1），壁仞科技首次參與即於多項評測獲得全球第
一，在人工智能算力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在2022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開幕式
上，壁仞科技原創架構「BR100：大算力人工智能通用GPU晶片」從800多
個參選項目中脫穎而出，榮膺最高獎項卓越人工智能引領者大獎（Super AI
Leader）。

地平線(Horizon Robotics)
◆地平線專注於智能駕駛技術的發展。2017年底，地平線發布中國首款面向
智能駕駛的AI芯片。時隔一年多，地平線宣布量產中國首款車規級AI芯片，
實現了中國車規級AI芯片量產零的突破。2018年，地平線推出中國首個自動
駕駛感知計算平台並獲得美國CES創新獎，亦於2022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
獲卓越人工智能引領者Superior AI Leader之星獎項。

元化智能(Yuan Hua Tech)
◆元化智能專注研發和製造高端手術機械人和醫療裝備，讓醫生可在更精
確、更靈活及操控度更高的情況下進行外科手術。元化的關節置換手術導航
定位系統是首批內地自主研發並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全骨科手
術機械人。元化智能已在香港成立國際總部及擴展研發中心。

多點（Dmall）
◆多點是目前中國及亞洲最大的零售雲解決方案服務商，根據美國商業諮詢
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 (Frost & Sullivan) 的市場調研，以截至2022年12月31
日的商品交易總額計算，市場份額分別為13.9%及9.5%。他們亦是香港市民
所熟悉的零售會員平台yuu的技術方案供應商。

諾輝健康
◆諾輝健康是中國首家專注於高發癌症居家早篩的生物高科技公司，也是首
家在香港上市的內地癌症早篩企業。諾輝健康研發了內地首個獲得國家藥品
監督管理局批准的癌症篩查產品和幽門螺旋桿菌消費者自測產品。

美時醫療（Time Medical）
◆美時醫療專門開發和生產高增值兒科與乳腺專用超導磁力共振系統產品。
美時醫療的產品已在16個國家和地區，逾500間醫院使用。美時醫療現時在
中國內地民營醫院的磁力共振市場佔據首位，並佔內地寵物磁力共振市場
40%。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

出，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

香港的創科發展更要提速加力，才能

為經濟發展注入更大動能，而香港特

區政府近年全力推動本港創科發展，

並大力吸引人才。他透露，今屆特區

政府在引進創科企業方面取得一定成

績，包括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和引進重

點企業辦公室在內的特區政府團隊，

至今已接觸了超過200家企業，現已

有超過25家已經或準備落戶香港，

或擴展其在港營運的規模；而按有關

企業目前的計劃，首階段會在香港合

共投資超過170億港元，創造超過

4,000個就業機會，當中大部分為科

研或高管職位。

逾25科企擬落戶香港 創逾4000職位
陳茂波：不乏市值或估值過百億元獨角獸 擁有行內前沿技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早前在科學園揭
幕的「開心香港」市集，以創新科技為

主題，無論攤位遊戲、工作坊、美食餐飲及
售賣產品，均融入創科元素，園區內110家
公司和合作夥伴參與並提供逾180項創新產
品讓巿民選購，全部是本地發明、本地設計
及本地製造，冀市民踴躍參與並支持本地創
科企業。
他指出，創科是推動經濟更高速、更高質
量增長的重要引擎，關係到一個地方的競爭
力和經濟發展進程，故特區政府近年投放近
2,000億元推動創科發展，並積極引進重點企
業落戶。迄今，已有逾25家已經或準備落戶
香港，或擴展其在港營運規模，而這些企業
不乏市值或估值過百億元的高價值科企，擁
有行內前沿技術。
陳茂波今年6月及7月先後出訪深圳、上海
和北京時，便到訪多家內地企業，包括人工

智能算力領域處領先地位的「壁仞科技」，
研發和製造高端手術機械人和醫療裝備的
企業「元化智能」，專注智能駕駛技術和
相關芯片研發的「地平線」，以及亞洲最
大的零售雲解決方案服務商「多點」，這
些企業都已落戶香港或正積極落實來港計
劃，其中3間更把國際總部和境外研發中心
定在香港。

實現「港研港製全球銷售」發展
另外，最近確定落戶的還包括內地專注高

發癌症居家早篩的先鋒企業「諾輝健康」。
陳茂波表示，該企業早前已在本港成立全球
研發總部；而具有原創技術的高端醫療診斷設
備研發和製造企業「美時醫療」，亦已在大埔
創新園設置新智能生產線，實現「香港研發、
香港製造、全球銷售」的一條龍發展。

料下半年更多重點企業來港
他透露，科技龍頭「華為」，以及電商龍頭

「美團」、「京東」等，亦積極擴展在本港的
運作和發展新業務。香港特區政府正與更多內
地和海外的重點企業進行深度商談，相信下半
年會有更多重點企業在港開展業務。
除人工智能、大數據、機械人、醫療和生
命健康領域外，陳茂波表示特區政府在金融
科技方面也取得進展。如今年財政預算案提
出的第三代互聯網（Web3.0），是驅動高質
量發展的新領域之一，而數碼港作為香港
Web3.0基地，至今已匯聚超過170家相關企
業，業務涵蓋非同質化代幣（NFT）、元宇
宙、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等，這些企業包括獨
角獸企業（即估值達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企
業），以及行內具領導地位的交易平台，企
業創辦人來自超過20個國家及地區。
陳茂波強調，面對不斷變化的外圍環境挑

戰，需要辨識大勢，發揮好自身優勢和國家
政策的支持，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並開闢
更多新賽道，擁抱新的發展機遇，同時為國
家的高質量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上
月率團訪東盟三國，隨團的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
長許正宇昨日表示，有不少印尼國企對來香港雙重上市有
興趣，特區政府會與相關企業保持聯繫，把握開拓東盟的
商機，亦希望透過是次外訪推動香港發展伊斯蘭金融，特
別是吸引中東金融機構來港發債。
許正宇在電視節目上表示，上月底東盟之行進一步加強

與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三國的貿易聯繫，特區政府會
跟進潛在的合作項目，鼓勵更多東盟企業來港擴展業務，
亦會與當地商界保持溝通，「我們日後的工夫是如何深
耕，包括我們如何跟蹤這些潛在的項目，包括與商界溝
通，更重要是我覺得是看香港是否要有更多清真食物的地
方，因為民以食為天，我相信亞洲人都一樣，他們來這裏
好像回家一樣，自然會更多來和自然在這裏找機會。」
他並指出，是次外訪亦希望推動在港發展伊斯蘭金融，
特別是吸引中東金融機構來港發債，因香港已有一個合適
的環境發行伊斯蘭債券，故期望檢視如何在現行法律環境
下能夠吸引更多發行，例如會否有伊斯蘭的人民幣債券或

綠色債券，甚至是綠色加人民幣的債券等。
他認為，香港的專業服務、設計或其他方面的增值服
務，是其他國家難以取代，相信對東盟國家來說具有一定
的吸引力。

許正宇冀吸引中東金融機構來港發債

◆ 早前科學園舉辦「開心香港」市集，當中逾180項創新產品讓巿民選購，全部是本地發
明、設計和製造的。 陳茂波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弦）香港社會疫
後逐漸復常，但各行
各業仍面對人才荒困
擾。有社會企業調查
發現，逾三成受訪社
企認為人手不足是目
前面臨的最大難題，
另外逾八成社企認為
申請政府資助需時長
且申請繁複，亦嚴重
加重中小企負擔，而
超過六成則認同本港
需要統一的認證系統
或效力評估系統，幫
助大眾更全面了解社
企的影響力。
社企Spark Social 近
日成功訪問約50間社
企，了解他們在營運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
與機遇。結果顯示，33.3%受訪社企指最
大難題是人手不足，部分受訪者表示現時
大家「搶人才」情況下，資金短缺的社會
企業難以挽留人才，其次則有27.3%社企
則認為缺乏可持續營運模式是面對的最大
困難，即使起始時得到政府資助，但資助
完結後難以營運下去。
另外，有60%受訪社企表示其營運起

始成本來自政府資助，顯示本港社企現
時非常倚賴政府支持，然而有80%受訪
者直言申請政府資助需時太長，且申請
文件繁複，需要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去處
理，嚴重加重中小型企業的負擔。

七成社企指需統一認證系統
除資助問題外，認證問題亦令社企營
運過程出現困難，73%受訪社企表示曾遇
到公眾不理解或不認知什麼是社會企
業，加大他們提供服務的難度。70.6%社
企則認為本港需要一個統一的社企認證
系統。另外，60%社企認為一套有效的效
力評估系統，可幫助大眾更全面地了解
社企的社會影響力。
Spark Social 創辦人鄭榮基指出，現時
本港有兩個社企認證制度，一個為特區
政府，另一個則是社聯，導致出現不明
確性，「究竟兩者的驗證制度之間有什
麼不同？不同之處亦不是很清晰。」
他提出政府可考慮制定一個簡單統一
的認證制度，令市民更好區別。

他並指出，不少人對社企的印象只以為
是一個服務協會或非政府組織，外地社企
無論在社會發展及經濟貢獻上都佔有重要
角色，本港社企似乎有點舉步維艱，形容
無論是政府支持力度或市民的了解度都有
欠缺，希望通過調查讓公眾了解更多本地
社企面對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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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發展局自2009年開始在
工務工程項目中推行「新工程合約」模式（NEC），提升
項目的管理效率和成本效益，發展局及轄下工務部門亦因
此屢獲殊榮。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在工
務工程引入NEC旨在提倡工程團隊的夥伴協作精神，共
同應對困難，令項目順利推展。為了與時並進，發展局
於上月推出NEC香港版，把香港相關法規、採購辦法等
寫進合約內，並加入新條文，提供誘因鼓勵承建商採用
創新科技。甯漢豪表示，發展局未來會繼續專注NEC的
應用和創新科技的推廣，務求讓業界更好地管理工程項
目，提高效率和控制成本，應對建造業黃金時代的種種
挑戰。
甯漢豪引述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務）梁瀚雲指
出，工務工程過往採用的傳統合約模式，較着重合約雙方
的責任和義務，惟施工期間一旦出現問題或預視到風險，
雙方較重視釐清責任，以致出現爭拗，未能及早處理問
題，最後或浪費更多時間和費用方能完成合約。NEC則提
倡協作文化，透過合約機制，推動合約雙方建立互助互信
的夥伴關係，共同解決困難，以減低超支延誤機會。

逾150合約竣工無糾紛
發展局助理秘書長（工務政策）李慧敏表示，由2009年

至今已有逾500份工務工程合約採用了NEC，總造價超過
2,700億元，當中逾150份工程合約已經竣工而沒有出現合

約糾紛。早前，新工程合約 2023 年度會議暨「Martin
Barnes」獎項頒獎禮在英國倫敦舉行，發展局及轄下工務
部門再度獲頒多個獎項及嘉許狀，成績令人鼓舞。
當中，建築署榮獲「年度屋宇/設施管理項目」和「年度
可持續發展獎」大獎。建築署總工程策劃經理孫志恆表
示，獲得「年度屋宇」大獎的渠務署辦公大樓項目貫徹政
府推展「一地多用」的政策，於長沙灣污水泵房內興建一
座21層高的大樓。在互信互助文化下，雙方一起磋商解決
方法，最後採用承建商提出的施工取代方案，既可減低成
本，保持工程質量，亦可避免工程出現延誤。

「新工程合約」推港版 鼓勵善用創科

◆Spark Social調查發現，三分一受訪社企認為人手不足是目前
面臨的最大難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攝

◆許正宇早前隨特首李家超訪馬來西亞開拓東盟商機。
資料圖片

◆發展局早前在倫敦發布香港版「新工程合約──工程與
建設合約」。

社企營運調查
在社企營運上，受訪社企遇到

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人手：33.3%

◆可持續營運模式：27.3%

◆起動資金：15.2%

◆宣傳：12.1%

◆資源：12.1%

在尋找政府資源時，受訪社企
遇到什麼困難？（可選多項）

◆過程需時：80%

◆文件繁複：63.3%

◆需要過往紀錄：53.3%

◆需要其他牌照：26.6%

資料來源：Spark Social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