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香註冊公司數
目破頂，除了資金流入外，亦有賴特區政府提早
布局數字資產市場。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聲興
對香文匯報記者表示，本近兩年大力發展虛
擬資產市場，特別是批出多個與此相關的營業執
照，都會吸引到大量資金來開設與電子資產有
關的公司，準備在大展拳腳。例如不少中資證
券商，都因為未來要在參與數字貨幣市場而提

早布局，不排除因而刺激本新成立公司數目。
他提到，上半年新成立的本地公司總數達84,293

間，註冊非香公司的總數達15,509間，同創歷史
新高，而且新增公司數字遠大於結業公司數字。他
認為，這基本上是個好現象，側面反映香的開業
成本已隨着租金回調而下降，亦有更多資金流入與
願意投資香市場。他建議，政府在此時可以再推
一些優惠政策，為經濟復甦「加一把火」。

鄧聲興說，香新增公司數量創紀錄，但重點
是新成立公司的規模會否不如舊公司，以及在聘
請人手上是否有所縮減，這都是市場關注的。不
過，他透露，本金融行業在最近一年表現蓬
勃，不單新股IPO重回全球第一，股上半年的
日均交投也逾2,400億元，顯示有很多資金已經
流入本，這可能與本營商環境改善，以及投
資者看好本發展前景有關。

金融界：參與港數字市場 中資券商提早布局

全球地緣政治逆風下，特區政府上半年

「多箭齊發」，包括允許上市公司更靈活地

管理股份回購、引入公司遷冊機制，進一步

擦亮香港創富天堂的「金字招牌」，吸引全

球企業來港註冊及加碼投資。截至6月底，

香地註冊的本地公司總數突破149萬間，註

冊非香港公司總數達15,509間，雙雙創歷史

新高。值得關注的是，仍在公司登記冊上登

記的本地公司總數已實現「三連升」，從

2021年的約138萬間增至2024年的146萬

間，增長趨勢相當明顯。有會計界認為，海

外公司在香港成立公司，主要因可享受稅務

優惠及便利的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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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企業註冊量創新高
擦亮創富天堂「金招牌」
本地公司總數149萬間 非香港公司總數1.55萬間 雙破頂

歡迎反饋。財經新聞部電郵：wwpbusiness@wenweipo.com

據公司註冊處發表上半年統計數字顯示，今年上
半年新成立的本地公司達8.4萬間，較去年同

期穩步增長，對比同期解散公司數目為50,308間，
若以此推算，期內本公司數目大概為「執10間，
開16.8間」。截至6月底，根據《公司條例》註冊
的本地公司總數突破149萬間，創歷史新高。以仍
在公司登記冊上註冊的本地公司計，私人公司數量
從2023年約141萬間增至2024年約144萬間，公眾
公司也從959間增至1,030間，擔保公司則由1.7萬
間上升至約1.8萬間，各類公司均呈現穩定增長態
勢。

每10間結業 16.8間開張
香新公司成立數目再破頂，當中特區政府持續
優化營商環境有一定鼓勵作用。特區政府今年上半
年先後實施兩項重要改革，其中4月生效的《2025
年公司（修訂）條例》允許上市公司更靈活地管理
股份回購，並推動無紙化公司通訊；5月推出的公司
遷冊制度更為海外企業提供便捷途徑，使其在保留
法律身份的前提下遷冊至香。這些創新舉措有效
降低了企業運營成本，增強了香的國際吸引力。

實施兩項改革營商環境更優
同時，香近年亦積極推動多項上市革新、制
度優化，為投資者提供更多元、穩定、可觀回
報。公司註冊處最新數據顯示，截至6月底，有
限合夥基金（LPF）總數破千，半年間新增116個
LPF，總數增至 1,099 個；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OFC）新增109間，總數增至579間。同時，放
債人牌照數量持續增長，上半年新增71個至2,046
個。這些數據印證香在資產管理及金融服務領
域的領先優勢。

德勤中國香稅務
與商務諮詢主管合夥
人劉明揚（見圖）接
受香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過去數年，全
球稅收環境有很大改
變，由於稅收透明度
愈來愈高，不少在避
稅天堂成立的公司，

現時合規申報要求愈來愈高，因此近年帶動了不少
海外公司在香成立公司，以享受稅務優惠及優質
營商環境。他亦提到，證監會日前刊發最新年報，
2024年香管理資產總值大增13%，數字亦反映香
的財富管理活躍，部分亦與更多家族辦公室有
關，同時帶來更多資金泊。

稅務優惠吸美歐家辦落戶香港
劉明揚亦提到，LPF及OFC透過稅務減負、架構

靈活、跨境便利等優勢，已成為高淨值個人及機構
投資者實現資產全球化配置的核心工具，其成本效
益尤其契合家族辦公室與基金經理的財富管理需
求。他又透露，現時落戶香的家辦非常多元化，
除了不少來自內地家辦外，客戶亦有來自美國、日
本及歐洲等地。
另外，香上月中發表《香數字資產發展政策宣
言2.0》，當中提及將提交立法建議，以私人形式發
售及家族投資的指明數字資產，將納入稅務豁免的合
資格交易等。 劉明揚亦透露，近期接獲不少客戶查
詢有關細節，尤其數字資產，因為根據現行稅務條
例，數字資產的投資是免稅的，這一政策在整個亞洲
範圍內都較為有利，只有香暫時實施了這樣的稅務
優惠，料明年隨着相關法規的通過，勢將進一步鞏固
香作為數字資產投資的重要樞紐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科技園作為
香最大初創培育生態圈及科研基地，致力
吸納全球創科公司落戶及培育人才，科技園
公司首席人才總監王秀麗（見圖）昨表示，
根據科技園的資料顯示，截至今年5月有逾
2,300間科技公司，與4至5年前約1,000間公
司比較，數目倍增，該些科技公司分布在科
學園、創新中心和創新園，她認為完善的產
業群有助吸引人才來。
吸引人才策略方面，王秀麗表示需要建立人
才品牌，不僅要做宣傳，更重要的是讓人才感

受到在香工作有良
好體驗，提供發展機
會和產業支持；其次
是科技園會到不同地
區做路演，覆蓋不同
規模的公司及初創公
司，展示科技園的行
業發展方向和對職位
的需求。此外，她又提及科技園積極配合政府
的人才政策，例如提供人才公寓解決人才來
的住宿問題，讓人才安居樂業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特區政府銳意將香打造
成國際財富樞紐，並有望最快
兩年內超越瑞士成全球第一跨
境資產管理中心。滙豐環球投
資研究亞洲首席經濟師兼亞太
區聯席主管范力民（見圖）昨
表示，雖然與其他地區相比，

本從疫情中復甦的速度較慢，或受累旅遊業恢復緩慢等
因素，不過他強調金融業才是香「招牌菜」，亦看好「這
地方正在發生的根本性變革，有望讓香重振雄風」。
范力民解釋，過去香金融業的成功關鍵在於為全球
資本進入內地搭橋鋪路，「幾十年來，當外國公司和投

資者希望參與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時，他們都會通過香
進場，利用這裏從法律到金融服務的各種優勢，以及
宜人的營商環境」。

內地資本「走出去」點燃香港活力
隨着內地逐步壯大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范力民坦言

內地如今對全球專業知識和資本的需求遠不如從前，不
過他認為，「現在一種新模式正在浮現，很可能重新點
燃香的活力，就是為內地資本流向全球搭建橋樑」。
換言之，他認為香已將不再主要服務於流入內地的資
本，而是乘着資本「走出去」的浪潮前行，對於香金
融業而言，他相信這股浪潮將成為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
加強大的推動力，令本金融業更顯活力。

滙豐范力民：變革讓香港重振雄風 科技園擁逾2300科企
數目較4年前倍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本上半年本地
公司總數逾149萬間創新高，有分析指這反映了香
經濟在調整周期中仍能保持發展韌性和擴張動
力。香中華廠商會認為，這主要是得益於香的
國際化優勢、穩健的商業基建設施，以及香國安
法實施後帶來的可預期的營商環境。與此同時，特
區政府近年採取的一系列招商引資、人才引進，以
及多元化產業政策，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廠商會續指，隨着香積極推動新型工業化和北

部都會區建設，為本地科創生態圈的蓬勃發展創造
了有利條件，加上不少內地企業正加快「走出去」
步伐，預期將會有更多企業在香設立區域總部、
研發中心及智能生產基地，為香經濟注入更多活
力。

創業潮流下淨增加公司3萬多
香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副院長、劉佐德全球經濟及

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接受香文匯報訪問時指，

昨日公布公司註冊量創新高數據，顯示這是一個創業
的潮流，而不是一個結業的潮流。若僅從企業登記的
數量來看，解散的公司數量大約5萬多家，新成立的
約達8萬多家，即淨增加的公司約為3萬多家，這顯
示市場上一定有商機或有發展的可能，因此企業才會
選擇創立或擴展，亦有部分公司，例如一些內地企業
為了方便匯款或運作，選擇在此設立公司。
他表示：「我不認為現在的營商氛圍很差，經濟

的好壞並不能僅僅透過觀看到的實體商店數量來判
斷，雖然租金貴，但很多經濟活動可以是非實體，
像是網上交易等。除了零售及餐飲等傳統行業，還
有許多其他形式的經濟交易存在。」
另外，香中小企經貿促進會會長黃達勝亦同樣認
為，現時香引入許多中國內地企業公司來香開戶，
令整體數字上升，內地企業在香辦理銀行業務比內
地方便，融資亦較方便。另外亦有許多打算在美國註
冊的公司因地緣政治因素不能在美國註冊，那些公司
便來香註冊，長遠來說對香整體經濟是好事。

中華廠商會：內企加快「走出去」紛在港設區域總部

●內地順德菜連鎖品牌「大榕樹下」近期登陸香
港，以香港為地區總部，作為品牌進軍東南亞及歐
美市場的起步點。 投資推廣署網站圖片

特區政府鼓勵創業政策
1. 創業資本計劃

●創意智優計劃：資助有助創意產業發展的項目

●科技創業培育計劃（科培計劃/生物科培計劃）：合
資格公司在三年及四年培育期內可分別獲取港幣
63.9萬元及85.1萬元津貼資助，並獲分配免租期長
達12個月的辦公室或實驗室及享有其他支援服務

●青年發展基金：旨在支持香港青年在香港及/或大灣
區內地城市創業，包括為他們提供資本資助、創業
支援及孵化服務等

2.促進貿易融資

●出口信用保險局（信保局）的保單普遍獲銀行接納
為有效的出口票據貼現副抵押品

3.創業資訊服務

●商業牌照資訊服務

●設「創業預算分析表」

●ACCA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透過與
SUCCESS 合作，為中小企業列出編寫商業計劃書
的要點與竅門

4.創新和創業生態系統建設

●發展科技園區、孵化中心、創新基地，提供創業所
需的硬體和軟體支持

●鼓勵產學研合作，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5. 簡化行政程序

●提供一站式公司註冊及商業登記服務，縮短成立時間

●提供電子註冊和申請服務，方便創業者快速設立公司

整理：記者 馬翠媚

仍在公司登記冊上登記公司總數三連升
年份

公眾公司
私人公司
擔保公司
仍在公司登記冊上註
冊的本地公司總數
資料來源：公司註冊處 製表：記者 馬翠媚

2019
821

1,364,591
14,773

1,380,185

2020
885

1,371,629
15,405

1,387,919

2021
924

1,358,360
15,888

1,375,172

2022
920

1,374,385
16,373

1,391,678

2023
959

1,412,753
17,046

1,430,758

2024
1,030

1,441,714
17,750

1,460,494

▲特區政府政策激勵下，
家族辦公室及資產管理集
團紛紛在香港開設全球總
部。 資料圖片

◀上海英方軟件股份有限
公司今年6月在香港設立
國際總部，以香港為出海
起點，拓展全球業務。

投資推廣署網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