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證監：首4月完成242境外上市備案
推進資本市場對外開放 支持優質紅籌科企上A股

國務院新聞辦昨日就科技金融政策

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中國證監會首

席風險官、發行監管司司長嚴伯進表

示，堅定不移推進資本市場高水平對

外開放，大力支持科技企業用好境內

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截至今

年4月底，中證監已完成242家境內

企業境外上市的備案，其中有83家為

科技企業，主要集中在信息技術、生

物醫藥、新能源、先進製造等領域。

他強調，將繼續支持符合條件的科技

企業利用境內境外資本市場規範發

展，為科技企業境外上市提供更加透

明、高效、可預期的監管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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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黃安
琪）聯想（0992）去年度業績昨日
「放榜」，截至3月底，按照非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淨利潤按年升36%至
14億美元；派末期息30.5仙，按年
增加約1.7%。聯想董事長兼行政總
裁楊元慶昨出席業績會時坦言，美國
關稅政策將影響成本，而成本亦會反
映到產品價格上。不過，他不太擔心
實際關稅水平，反而更看重政策確定
性，主因公司業務覆蓋個人電腦
（PC）等電子產業鏈，有能力快速
調整營運去保持競爭力。
楊元慶提到，聯想上季面對首階段

10%關稅時，加速優化採購及調配零
件至適合生產基地，有效減少關稅影
響。然而，美國3月突然提高關稅水
平至20%，一度打亂其供應鏈計劃，
也衝擊單月表現，但整體而言，上季
收入仍維持雙位數增長。
他強調，聯想業務覆蓋不同電子產
業鏈，包括零部件採購等，而且有遍
布10多個國家及地區基地可作組裝
生產，同時擁有自家銷售渠道及跟進

服務。根據以往經驗，公司有能力快
速調整營運。

基礎設施方案業務下半年轉盈
集團上個財年營業額按年升21%達
到691億美元。期內基礎設施方案業務
收入錄得63%增長，並於下半年度轉
虧為盈，主要受伺服器訂單增加和企
業業務復甦所推動。智能設備業務集
團收入及溢利分別增長13%及14%，
主要受惠於智能手機、人工智能個人
電腦產品擴充、商業需求及高端產品
銷售，同時擴大了全球市場份額，當
中智能手機業務收入創下自併購以來
新高。方案服務業務集團連續第4年收
入和溢利創新高，上年度按年分別上
升13%及15%，受惠於強勁的市場需
求及策略性人工智能解決方案部署。
單計上季，集團盈利按年跌64%至
9,000萬美元，主要是非現金認股權
證公允值虧損所致；經調整盈利升
25%至近2.8億美元。聯想昨午業績
公布後，股價續受壓，收報9.57元，
跌5.4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格林威治經濟論壇香港
站在昨日舉行，港交所(0388)股票產品開發主管Brian
Roberts在論壇上表示，寧德時代（3750）等眾多公司紛
紛進入香港新股市場，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港股市場
的看法。他稱：「港股的交易量顯著回升，寧德的上市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將是眾多大型IPO回歸香港的
開端。」寧德本周在港掛牌，在行使超額配售權後，此
次總集資額高達410億港元，成為近年來港股規模最大的
IPO之一，這一數字也使其有望成為2025年全球最大的
IPO。
Brian進一步指出，如今更多人將香港市場視為一個
「科技巨頭」的聚集地，投資者希望通過這裏獲得更多
投資科技股的機會，這使得香港市場的波動性增加。不
詔，Brian認為，這種波動是積極的，因為各類股票的整
體表現都在提升。

為進入中國市場壓倒性選擇
在同一場合的港交所市場主管余學勤亦指出，全球投
資者去年底在宏觀經濟波動下，尋找重新進入中國的時
機，趨勢在今年亦受DeepSeek等創新發展所推動，而香
港成為了進入中國市場的壓倒性選擇。今年首季度，港
交所的日均成交額超過 2,500 億元，同比大幅增加
144%。反映香港正在吸引流動性，並進一步加強市場對
宏觀波動的抵禦力。
余學勤稱，隨着投資者尋求進入中國和亞洲市場，並
希望靈活對沖與管理自身風險，互聯互通的重要性比以
往更高。目前僅約5%的A股自由流通股份，是由國際投
資者所持有，而日本市場的國際投資者持股比例則達
30%。他直言，全球投資者不太可能長期只持有5%的中
國市場份額，尤其在當前全球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
投資者也希望實現多元化投資，全球投資者與中國接觸

正當其時，當中絕大多數選擇以香港作為投資管道。
他又提到，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港交所的吸引

力日益增強，IPO市場也展現出強勁勢頭，申請在審企
業涵蓋從新能源汽車、綠色能源到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
等多個關鍵賽道。他還特別提及，近期寧德時代在港上
市，成為今年以來全球最大IPO，也是香港金融市場創
新與承載力的註腳。

科企回歸刺激大市活躍度
Optiva亞太區衍生品機構銷售主管Stefan Martin則從

金融產品的角度指出，隨着更多大型科技公司回歸港股
市場，投資者對港股科技股的關注度和需求不斷增加，
這不僅提升港股市場的活躍度，也為金融機構開發更多
創新金融產品提供空間。他認為，股份發行人需要允許
套利交易者在股票中創造流動性，也需要為投資者提供
跨時區交易的能力。
Brian對此表示認同，亦指出投資者目前對精準投資的

需求顯著增加，特別是在內地和香港的科技板塊。例如
投資者對科指期權和香港單個股票期權等產品的興趣大
幅上升，這表明市場對特定行業和主題的關注度正在提
升。Brian續說，行業分布的多樣化為選股者提供巨大的
機會，這種從廣泛布局到精準投資的轉變，不僅反映了
市場環境的變化，也為投資者帶來新的機遇。
同場知名經濟學家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表示，儘

管美國面臨高赤字、全球影響力下滑等外部質疑，但科
技優勢和市場自我修復能力使得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並
未削弱，並正通過技術浪潮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他
指，當前美國的潛在年增長率約為2%，但隨着人工智
能、生物醫藥、科技、量子計算等關鍵領域發展，美國
的潛在增長率有望在2030年提升至4%。結構性變化將系
統性地抑制通脹，並改善債務可持續性。

港交所：寧德帶挈港成科技巨頭聚集地
聯
想
：
政
策
不
確
定
性
影
響
超
關
稅

中國科技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等
7部門日前聯合印發《加快構建科技金融體制有力支撐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強的若干政策舉措》（下稱「政策措施」），令科技金
融政策備受各界關注。科技部副部長邱勇表示，金融資本是支撐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力量，發展科技金融是促進科技創新和產
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政策文件起草過程中，突出供給側和
需求側兩端同時發力，推動科技和金融「雙向奔赴」。

系列改革助「硬科技」上市融資
嚴伯進表示，近年來，中證監以科創板、創業板一系列改革為契

機，破解支持科技企業發展的堵點難點。內地新上市公司的科技含
量不斷提升。滬深北交易所上市公司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上市公
司數量已接近2,700家，市值佔比超過四成。去年，科創板、創業板
和北交所新上市公司當中，超過九成屬於戰略性新興產業或高新技
術企業。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等領域，都形成上
市公司集群，一批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領域的代表性「硬科技」企業
實現上市融資。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局局長朱鶴新表示，為提升債券
市場對科技創新支持的適配性，多部門建立債券市場「科技板」，
在繼續服務好科技型企業的基礎上，支持金融機構、股權投資機構
發行科技創新債券，豐富科創債券產品體系。目前市場各方響應積
極，多家機構已經註冊或者已經發行科技創新債券，據統計，現已
近有100家的機構在發行科技創新債券，已經超過2,500億（人民
幣，下同）。

科技金融「四樑八柱」搭建完成
朱鶴新還透露，中國科技金融的「四樑八柱」已基本搭建完成，多

元金融體系初步形成。截至今年3月末，科技型中小企業貸款餘額已
超過3.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24%，連續3年的增速都
超過20%；全國「專精特新」企業貸款餘額已經超過6.3萬億元，同
比增長15.1%，遠超貸款平均增速；銀行金融機構與企業簽訂的設備
更新的貸款餘額已達到1.2萬億；銀行間債券市場投向科創企業領域
餘額突破1萬億，在A股上市的「專精特新」企業已超過1,900家。逐
步暢通科技、金融、產業的循環，有利於促進中國高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國家金融監管總局新聞發言人、政策研究司
司長郭武平昨日表示，持續構建同科技創新
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目的是讓更多的金
融「活水」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流入科技
創新的廣袤沃土，推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
深度融合。他透露，保險資金長期投資改革
試點，前期最早一批是500億元（人民幣，
下同），第二批試點1,120億元，近期還會批
覆第三批600億元試點規模。
郭武平表示，前期，金融監管總局等部門

已出台一攬子科技金融政策。截至今年第一
季末，銀行業高新技術企業貸款餘額17.7萬

億元，同比增長20%，增速遠高於各項貸款
平均水平。大中型銀行目前已經在總行和省
分行層面都設立專門的科技金融部門，全國
設立科技支行2,178家。

改革保險資金長期投資
在科技金融試點方面，郭武平表示，第一
個試點是金融資產投資公司股權投資試點，
從上海擴大到全國18個城市及其所在省份，
目前簽約意向金額突破3,800億元。第二個試
點是保險資金長期投資改革試點，前期最早
一批是500億元，第二批試點1,120億元，近
期還會批覆第三批600億元試點規模。第三

個試點是科技企業併購貸款試點。允許部分
銀行在18個城市開展試點，將併購貸款的期
限從7年延長到10年，貸款佔併購資金的比
例從原來的60%提高到80%。第四個試點是
知識產權金融生態綜合試點，主要是解決知
識產權登記、評估、處置等方面的難題。
郭武平還表示，將發揮政策性銀行、商業
銀行、保險機構、資管機構和金融資產投資
公司以及非銀機構這5類金融機構各自的差
異化優勢。推動構建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相
互補充、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共同發
力，各類金融機構各司其職、協調配合的科
技金融服務體系。

金監總局：從4方面開啟科技金融試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中國科技部等7部門聯合發布科技金融政策
措施提出，要推動區域科技金融創新實踐。
科技部副部長邱勇昨日表示，目前中央確定
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3家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要發揮創新資源和金融資源豐富的
優勢，率先破解科技金融的重點難點問題，
特別是要在市場化法治化的軌道上先行先試
有關科技金融的創新政策，探索出科技金融
新的路徑和新的模式。
邱勇表示，國家級科技創新中心目前有兩

類，一類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目前中央確
定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3家；另一類
是區域科技創新中心，目前確定成渝地區、

西安、武漢3家。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區域
科技創新中心是科技強國建設的重要戰略支
點，而科技金融是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
內容。

建立科技任務和企業「白名單」
首先，在區域上要「有重點」。北京、上

海、粵港澳大灣區三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以及成渝地區、武漢、西安三個區域科技創
新中心，要發揮創新資源和金融資源豐富的
優勢，率先破解科技金融的重點難點問題，
特別是要在市場化法治化的軌道上先行先試
有關科技金融的創新政策，探索出科技金融
新的路徑和新的模式。

其次，在實施上要「有特色」。今年，科
技部將會同金融管理部門組織實施科技金融
創新政策「揭榜掛帥」，積極鼓勵引導地方
政府和金融機構主動「揭榜」，大膽探索各
具特色的創新實踐，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
經驗，用科技金融的「地方智慧」凝聚創新
政策的「含金量」。
最後，在操作上要「有實招」。地方科技

部門要主動對接金融管理部門和金融機構，
建立區域科技金融合作機制。以政策舉措提
出的各項政策點為牽引，加強資源對接和信
息共享，建立科技任務和企業「白名單」定
向推薦機制，讓各類科技創新主體能夠充分
享受到政策紅利。

科技部：大灣區要破解科技金融重點難點

昨日公布
最新政策撮要

●設立「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
金」，引導創業投資「投早、投
小、投長期、投硬科技」。

●用好用足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
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型企業
的信貸支持。

●發揮資本市場的關鍵樞紐作用，
支持科技型企業直接融資。

●發展科技保險，更好發揮創新風
險分擔和補償作用。

●加快推進北京、上海、粵港澳大
灣區這三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等
開展科技金融政策先行先試。

整理：記者 劉凝哲

中國科技部副部長邱勇：

發展新質生產力，科技成果
要轉化成現實生產力，需要大
量科技投入，也需要科學家、
投資人、企業家共同努力，推
動科技、金融、產業的深度融
合。在投入方式上，強調從
「財政思維」轉向「金融思
維」，發揮財稅政策對金融
投資的引導激勵作用。

金融監管總局新聞發言人、

政策研究司司長郭武平：

科技保險對關鍵核心技術
攻關和未來產業培育發展具
有「減震器」和「穩定器」的
作用。在集成電路、商業航
空等重點領域，建立健全共
保體機制，為國家重大科技
任務提供風險分擔方案。

中國證監會首席風險官、

發行監管司司長嚴伯進：

資本市場在促進資本形
成、優化資源配置、實現風
險共擔、加速成果轉化等方
面，具有獨特的優勢，能夠
在「科技—產業—金融」的
循環中發揮關鍵樞紐作用。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國家外匯局局長朱鶴新：

為提升債券市場對科技創新
支持的適配性，多部門建立
債券市場「科技板」，在繼續
服務好科技型企業的基礎
上，支持金融機構、股權投
資機構發行科技創新債券，
豐富科創債券產品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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