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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4月，廣東連日雨勢洶洶。廣東省氣象局昨日公布數

據，各地共超過600個鎮街遇暴雨，粵西和珠三角部分地區更

罕有地下起了小冰雹。不少供港蔬菜基地受豪雨影響，菜價亦

連日上升。為了降低惡劣天氣影響和提升蔬菜供港效率，廣東

東莞一個供港蔬菜基地在海關幫助下，創新啟用蔬菜和水果

「併車出口」的方式，將綠葉菜和水果同時裝車運輸，滿足香

港新鮮蔬果市場需求。據該供港基地負責人介紹，該創新舉措

可讓蔬果出口業務短期增兩成，該措施未來亦會延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蔬果「併車」運港 出口料增兩成
粵供港蔬菜基地新招提效 措施未來會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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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日供港蔬菜就有800噸，日均監管供港蔬菜、水果就有75輛
貨車。」 廣東省內最大的供港蔬菜供貨點之一、廣東潤豐集團

一名員工告訴記者，他們近日就首次嘗試將超過10噸的玉米、番茄、生
菜、西洋菜與1.4噸的西瓜、鮮橙一起裝車運到香港，提高效率的同時也
能減少惡劣天氣對運輸的影響。

節省運輸成本 長期增業務量
該集團相關負責人翟志堅說：「果蔬併裝後，我們的運輸成本可節約三
成。蔬果業務量短期可實現20%的增長，長期預計可達到47%的增長。」
貨車從他們蔬菜中心出發，通過文錦渡口岸，大約兩小時後就能抵達
香港市場。「蔬菜和水果併裝出口，更能滿足香港生鮮市場對果蔬產品
的多樣化需求。」翟志堅介紹，該集團旗下的供港蔬菜基地超過100個，
對於併裝運輸的需求十分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一直以來，供港蔬菜和水果需要分開申報裝
車才能辦理出口通關手續，然後再分別由不同車輛發運香港。隨着併裝
運輸啟動後，供港水果和蔬菜可進行併裝，實現統一申報、統一查驗、
統一放行，物流車空間利用率、通關效率將提高，企業人力、運輸成本
也大大降低。
東莞海關為供港蔬菜大戶實現「蔬菜水果」併裝運輸提供了支持。東
莞海關表示，為了實現「併車出口」，他們明確了申報、查檢、監裝、
鉛封等全流程監管，保障供港併裝蔬菜和水果的質量和檢疫安全。他們
同時與口岸海關建立跨關區配合機制，保證全程溯源、安全高效。

東莞海關：續優化監管模式
東莞海關副關長邢暘表示，後續還會繼續了解企業訴求，不斷優化海
關監管模式，促進供港鮮活農產品通關提速。
面對暴雨天氣影響，廣東其他供港蔬菜基地，則通過提前在內地其他
省份種植蔬菜，減少暴雨天氣帶來的損失。「我們每日大概供應25萬斤
蔬菜到香港，主要是菜心、芥蘭、白菜仔等葉菜。」廣東宏升農業科技
有限公司採購總監李劍龍表示，作為供港蔬菜大戶的他們，近日感受到
暴雨天氣帶來的影響。「暴雨對廣東本地種植的蔬菜有影響，菜價亦受
季節性天氣影響上漲。」據了解，菠菜、生菜等每公斤漲價約0.5元，略
微上漲。
「等天氣恢復穩定了，菜價亦會回到正常水平。」李劍龍說，河南、
雲南、寧夏等種植基地天氣晴好，到5月份就是各地蔬菜大量上市的時
候，供應量會逐步增長，價格也會回落。
廣東雙暉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經理謝少帆表示，預計本月15日左右，來

自全國不同地方的蔬菜基地供港蔬菜將陸續上市，屆時菜價會平穩回
落。「廣東和廣西最近天氣比較差，暴雨連綿，所以導致菜價上漲。還
好我們雲南和寧夏的供港基地近期準備播種了，那邊氣候非常好，一旦
播種蔬菜很快就能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隨
着大灣區內地城市愈來愈多水果種植基地獲得
認證，港人的「果籃」也變得愈來愈豐富。在
佛山南海區里水鎮的智昊藍莓基地的大棚裏，
一顆顆飽滿的藍莓掛在枝頭，數十名採摘工人
在現場進行採摘。「這些藍莓都是當天採摘當
天打包完畢，次日裝車完畢直達香港只需3小
時，港人可以嘗到最新鮮的藍莓。」

果徑較大 口感新鮮
智昊藍莓副總經理黃志彰告訴記者，這是廣

東佛山的藍莓今年首次實現供應香港。他介
紹，等到了採摘的最高峰，每日大概上百人採
摘，每日可採摘3,000斤至5,000斤。由於是室
內種植，雨水天氣影響也不大。
「目前香港在售的藍莓很多都是智利等地進
口，果徑相對較小，且經過長時間的運輸後，

新鮮度已大打折扣。」黃志彰說，目前他們供
港的藍莓果徑全部在18mm以上，普遍都達到
22mm甚至26mm。「我們一天就能抵港，可
以保持新鮮口感，這些都是很大的優勢。」 他
表示，等這批藍莓到達香港連鎖超市後，根據
售賣情況，以後一周會發貨三四次。
據介紹，佛山南海種植的這批供港藍莓經

過多年選培，華南農業大學團隊協助育出適
合南方氣候種植的「南高叢系列大果藍莓」
品種。這個品種具有1年豐產、5年穩產的特
點，所以能實現果大肉脆、品質好、上市
早、產量高。
黃志彰表示，目前藍莓基地佔地126畝，種

植面積是101畝，去年5月份種植了第一批，
今年1月份開始上市，將一直持續到今年4月
底，預計今年可以達到1,500斤/畝，未來兩三
年將達至畝產最高峰。

佛山藍莓首供港：即採即打包 翌日有得食

◆廣東雙暉農業位於寧夏的供港蔬菜基地正準
備播種，預計很快可以收成供港。 受訪者供圖

◀廣東省內最大的供港
蔬菜供貨點創新水果和
蔬菜併裝出口到香港，
提高效率。 受訪者供圖

▲位於廣東東莞的潤豐
集團每日供港蔬菜量達
到 800 噸，是廣東省最
大的供港蔬菜大戶之
一。 受訪者供圖

◆佛山藍莓首次供港，一日內可新鮮
抵港。圖為種植基地。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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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3天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昨日

結束，新西蘭封王稱后，行政長官李家

超為冠軍隊頒獎，指七欖賽帶旺本港旅

遊、酒店、餐飲、零售等行業。此次比

賽通過制定周密海外宣傳策略炒熱氣

氛，成功吸引大量歐美遊客訪港，本港

多行業受惠，證明盛事經濟大有可為。

本港盛事成功拉動消費，秘訣正是有為

政府和高效市場結合，做好了盛事效應

向商界的延伸、轉化，本港接下來將連

串舉辦盛事，政府要加強與業界合作，

務實做好盛事的延伸轉化工作，激發業

界創意、提升服務質素，吸納更多遊

客，拉動消費、促進行業復甦，共同把

「人氣」變成「財氣」。

今次七欖賽事，4萬張門票於賽前全

部售罄，訪港旅客門票銷量更佔總銷量

超過四成，賽場內氣氛熱烈並延伸到周

邊，帶旺周邊的食肆和酒吧生意，旅

遊、酒店、零售等各行業也同樣受惠。

政府為重振經濟，接連舉辦盛事，不斷

總結經驗，不僅盛事越辦越好，且盛事

效應成功延伸、轉化，帶動眾多行業受

惠、加快復甦，成績令人鼓舞。接下來

政府將再接再厲舉辦更多盛事，如每月

海上煙火表演將於5月1日打響頭炮，5

月及6月將舉辦無人機表演等，如何持

續增加盛事活動吸引力，尤其是如何增

強盛事活動對消費、旅遊的拉動力，是

香港提升盛事經濟效應的主攻方向。

政府加強與業界合作，做好統籌協

調，有助商界更好把握盛事商機。旅發

局近日提早公布每月維港海上煙火及無

人機表演活動時間表，讓旅遊、餐飲、

零售等業界籌備相關旅遊產品及優惠，

是將盛事活動與消費旅遊推廣結合、達

到效益最大化的有益嘗試。香港餐務管

理協會會長楊位醒看好「睇煙火套餐」

銷情，指參照跨年煙花經驗，料五一煙

火可吸引大量大灣區周邊遊客，相信屆

時維港兩岸食肆的窗口位餐枱會被預約

爆滿，價格或倍增。政府做好盛事活動

協調、及早向社會公布並做好對外宣

傳，多與業界商討，同時做好交通、治

安、人流管理等服務，幫助商界更好把

握盛事商機。

政府決策多邀業界參與、激發業界創

意，有助業界加快復甦。旅遊業議會去

年與政府合辦深度遊行程設計比賽，

參賽者提交的其中一個行程以已故巨

星張國榮為主題，走訪香港多個與張

國榮演藝事業和歌曲有關的地點，經

與業界互相交流、啟發創意，以梅艷

芳、李小龍為主題的行程應運而生。

目前，分為深度旅遊和特色主題旅遊

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今年起接受

合資格旅行社申請，截至上月底，已

登記行程的旅行團約1,600個，其中約

七成三已完成旅程並提出申請。政府

要總結激發旅遊業界創意、促進行業

復甦的經驗，推廣至更多行業，同時

可借下月舉辦「好客之道」機會，務

實提升本港服務質素，擦亮本港好客

盛事之都金字招牌。

激發業界創意 人氣轉為財氣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表示，政府將會推

行「專利盒」稅務優惠，將專利所產生的合資格

利潤的稅率，由現時16.5%減至5%，相關的條例

草案將於本周三提交立法會首讀，爭取早日完成

立法工作。此外，政府亦會因應人工智能的最新

發展研究完善《版權條例》，今年內會進行諮

詢。這些措施是本港致力發展區域知識產權貿易

中心，持續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實實在在的舉

措，能夠與人才引進和產業壯大的方向互相成

就，形成一個鼓勵創科發展的良性生態。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

香港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具體的措施包括

推行「專利盒」稅務優惠，對由專利所產生的合資

格利潤的稅率，由現時16.5%減至5%，從而鼓勵各

業界積極進行更多研發活動，創造更多具市場潛力

的知識產權，加快推動創科和知識產權貿易活動，

鼓勵創科轉化應用及商品化；另外亦會繼續完善

《版權條例》對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所提供的保障。

相關條例草案盡早提交立法會首讀，是對施政報告

的具體落實，體現特區政府推動相關發展、助力國

際創科中心建設的決心和魄力。

社會各界高度認同，本港在知識產權保護和貿

易方面具有一定優勢。例如本港有着完備的普通

法法律體系，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公正高效，

司法環境友善；特區政府行政支援力量日益增

強，知識產權署可為外資提供一站式服務，且辦

事效率高；本港具備優越的地理位置，有利於企

業拓展內地及台灣的廣闊市場；本港積極履行國

際知識產權保護的多邊協定，擁有開放自由的市

場環境；擁有簡單低稅率優勢，等等。

因此，政府在與創科企業交流時，留意到企業

十分重視本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專業服務，是

他們願意在港拓展業務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政

府推出稅務優惠，在政策上鼓勵企業進行更多研

發、產生更多專利，正正是發揮本港的優勢。相

關稅務優惠可以吸引更多創科企業以本港作為研

發總部，從而做大整個創科發展的經濟蛋糕，促

進本港產業升級轉型。長遠而言，這種稅務優惠

可以起到「因減得加」的效果，有利於本港經濟

高質量發展。

事實上，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是一項複雜的系

統工程，政府近年積極引進內地和海外的創科企

業，同時吸引技術人才匯聚香江。在過去 6 個月

內，已有兩批重點企業簽約落戶香港，有望帶動上

中下游企業集群的成長，共同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生

態圈的蓬勃發展。截至2月底，各項人才入境計劃

有超過 10 萬名人才已到港，遠超政府每年吸納

35,000名人才的目標。而即將推行的「專利盒」稅

務優惠，可視作政府在政策層面激勵創新的一項舉

措。當創科企業和技術人才持續聚集，就可以互相

成就，共同構成一個有利創科發展的產業環境。

與此同時，本港有着「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可以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廣

闊市場和完善的產業鏈，用好國家的各項支持政

策，加快創新專利成果的商品化和產業化。中國

人民銀行日前宣布設立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

款，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重點

領域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項目的金融支持力度，

加快企業的數字化、智能化、高端化、綠色化技

術改造。國家這些政策方向與本港建設國際創科

中心的方向完全切合，能夠讓本港的融資平台、

人才儲備和專業服務優勢大展所長，為國家發展

新質生產力，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貢獻

力量。

稅務優惠鼓勵創新 持續優化創科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