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屆特區政府作出不少革
新，其中香港交易所去年9
月落實「打風不停市」新安

排，令香港證券交易市場在惡劣天氣下仍能維持運作，進一步與
國際接軌，有助香港提升融資平台效能。另外，新股市場今年以
來呈現繁榮現象，截至7月中，迎來共52次新股上市（IPO），
按年增加30%，共集資1,240億港元，按年上升590%。恒生指
數今年以來累計上升25.3%。香港交易所主席唐家成表示，募資
規模排名全球第一，反映施政報告對政策和業界的引領作用，體
現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在歐美市場動盪的背景下，推
動香港成為全球資本的安全島。
正就新一份施政報告展開諮詢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

在社交平台發表題為《施政．再報告 金融股市篇》的宣傳短
片。他表示，香港交易所去年9月實施「打風不停市」安排，進
一步與國際接軌，有助香港提升融資平台效能，吸引更多投資者
參與香港市場，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恒生指數今年累升25.3%
政府近年落實一系列上市制度革新措施，今年截至7月中，迎

來共52次新股上市，暫列全球第一。恒生指數今年以來累計上
升25.3%。李家超指，本港新股上市規模成績顯著，會繼續推動
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有助香港提升融資平台效能，吸引更多投
資者參與香港市場，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很高
興見到過去一段時間，香港股市呈現繁榮現象，新股上市規模穩
居世界第一，我們會吸納不同意見，繼續推動金融市場發展，創
造更多新高峰。」
特區政府未來會持續完善上市制度、進一步促進股票市場流動

性，吸引全球更多優質企業來港上市，提升香港作為上市地點的
吸引力和活力。李家超說，新一份施政報告的措施及目標是融匯
政府、企業、專家和民間智慧，政府會吸納不同意見，繼續推動

金融市場發展，創造更多新高峰。

港交所：推動港成全球資本安全島
唐家成在短片中指出，施政報告推動落實的金融改革措施，有

助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今年在新增的「科企專線」等措
施帶動下，募資規模排名全球第一，反映施政報告對政策和業界
的引領作用，亦體現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香港將繼續
不斷優化上市政策，包括主要上市和第二上市門檻，吸引更多企
業來港上市。在歐美市場動盪的背景下，推動香港成為全球資本
的安全島。
他舉例，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打風不停市」倡議，不足

一年在去年9月起實施，為香港股市注入新活力，進一步與國
際接軌，增加交易額，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雖

然面對中美關稅戰以及國際緊張局勢挑戰，香港股市仍展現出
極強韌性。

中銀國際證券：券商受益 惠實體經濟
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龔臻虹在短片中表示，本港

股市交易活躍，除了券商能受惠，亦有利提振香港經濟。他形容
IPO現在亦非常熾熱，這吸引了全世界資金來到香港，同時亦有
很多上市公司來到香港，大大豐富了香港的資本市場。股市好，
客戶信心增強，交易亦增加，基本上券商整體受益，對實體經濟
都有好處。
龔臻虹也說，整體上「打風不停市」，大大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市場的一個對接，「讓我們營運能力提高，同時也幫助了很多金
融機構以及券商，做數字化轉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學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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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5年年77月月2222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5年7月22日（星期二）

2025年7月22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簡 旼文 匯 要 聞A2

歡迎反饋。港聞部電郵：hknews@wenweipo.com

���
���

▲李家超表示，香港交易所去年9月實施「打風不停
市」安排，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李家超Fb視頻截圖

▶「打風不停市」為香港股市注入新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就發展局
公布兩幅位於元朗及洪水橋的產業用地最新
安排，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指出，元朗用地毗鄰元朗
創新園及園內的微電子中心，局方交由科技
園公司一併管理，將可更好地配合微電子相
關企業需求，期望在增加元朗用地後，可進
一步助力引進更多中試、封裝等不同階段的
企業和人才到來，推動香港微電子的發展。
「目前香港較多 IC design（集成電路設

計）團隊，但其實政府近年積極推動能在
香港做微電子的中試、封裝，如果希望找
更多相關企業到來，便需要更多土地供
應。」邱達根表示，現階段香港仍未完全具
備微電子早期生產的配套場地，「現在的
微電子中心有提供小規模、小批量的測試

和生產，但如果想做大一點，現有的未必
足夠提供得到，所以需要有新的土地以配
合相關需要。」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立法會議員黃錦輝表示，推動微電子發展需
要不同配套，「有很多輔助產業需要一併推
動，最簡單來說銷售人員辦公室亦要考
慮。」
至於洪水橋用地，黃錦輝認同此舉有助政
府早作準備，「過去討論政府拿出用地，往
往要經過等多個部門審批……如果可以先交
由某個（政府）單位，就可以分派得快一
點。」尤其近年政府積極「搶企業」，「相
比起『我有地，但要等審批』，如果是以園
區形式『（用地）我已經準備好，一個月就
可以（進駐）』，這對整個產業發展都會更

好。」

科技園：助創新研究成果邁下一進程
香港科技園公司昨日回應指，感謝特區政
府將毗鄰元朗創新園微電子中心佔地3公頃
交予公司，推動新型工業化發展，公司將作
進一步探討敲定具體發展計劃，在元朗創新
園建構蓬勃的微電子生態圈。
科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表示：「科技園公
司早年將位於元朗、大埔和將軍澳三個工業
邨重新定位為創新園，目的是吸引高附加
值、高科技含量和先進製造業的企業，為香
港抓緊這些重點科技發展的全球趨勢，促進
新型工業化。新增的元朗創科用地將有助創
新研究成果邁向下一進程，加快本地製造和
落地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為支持香
港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特區政府發展局
及教育局早前落實會推出先導計劃，鼓勵市
場把商廈改裝為學生宿舍以增加宿位供應。
兩局昨日宣布，計劃即日起接受申請，並命
名為「城中學舍計劃」。為短期內增加宿位
供應，現時先集中便利改裝項目。有意參與

計劃的發展商或營辦商，須於18個月內完
成改裝。.

目前合資格專上院校共31所
有意參與計劃的發展商或營辦商，須向教
育局以指定表格遞交申請，而計劃下的學生
宿舍只能出租予指定院校的學生，並有最多

10%宿位可租予院校相關人員。目前合資格
專上院校共31所，包括8所資助大學、職業
訓練局及多所自資院校。
政 府 已 推 出 計 劃 專 屬 網 站 （www.
studenthostel.gov.hk），並在日後公布獲批
學生宿舍名單，發展局轄下的項目促進辦事
處會為申請人提供一站式服務。

議員冀元朗地助力引進企業和人才

「城中學舍」接受申請 冀增院校宿位供應

發展局發言人解釋，為引領及有效推動北部都會區產業發展，特區
政府必須靈活利用土地，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部署。經考慮創科及

物流業界對區內產業布局的意見，以及政府對北部都會區的產業部署，
局方決定中止招標工作，以更能主導方式運用兩幅用地。佔地3公頃的
元朗用地毗鄰元朗創新園及園內的微電子中心，政府會「掌握時機將元
朗用地轉作創新科技用途」，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將與科技園公司作進一
步討論，敲定具體計劃。
發展局亦正探討選取洪水橋部分物流用地，由政府成立和牽頭的公司
建設和營運產業園區，佔地8公頃的洪水橋用地毗鄰有關15公頃產業用
地，局方相信一併納入研究可讓日後園區公司有更充裕土地資源，達至
規模效應，以及透過靈活批地和招商措施吸引企業落戶。發展局亦會探
討由園區公司撥出園區內部分土地，以短時間、低成本技術（例如模組
化）建立產業空間，容納受發展影響的部分棕地作業。發展局會於今年
內完成研究，接着啟動成立公司的工作。
本月初，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已表明，政府研設新機制，直接向產業批

地，無須每次經行政會議審批，而是將具體的審批權轉授予政策局，以
展現靈活競爭力。同時，政府今年第四季會推出洪水橋或粉嶺北一至兩
幅土地招標。
發展局先後於2024年3月及10月以「雙信封制」公開招標，出售上

述元朗用地及洪水橋用地，用以發展多層現代產業大樓，其間曾因應市
況將截標時間押後，並修訂部分招標條款，兩幅用地原定本周五截標。

港倉庫空置率10% 調整策略可免過剩供應
世邦魏理仕香港顧問及交易服務──工業及物流部執行董事兼主管黎
尚文回應稱， 目前本港的倉庫整體空置率達到10%，政府調整策略，
可避免市場出現過剩供應。他指出，元朗市地段第545號（元朗用地）
本身已位處元朗創新園，附近大廈已由香港科技園公司管理，政府決定
交予科技園公司，以便作整合，並有一個全面且完整的發展方案及管
理，屬合理之舉。至於洪水橋及厦村第39A及39B區用地（即洪水橋市
地段第10號），發展規模較大。是次改變發展方案，由政府成立的公
司主導，以產業園區形式管理和營運該一帶產業土地。是次改動因應市
況，預計發展規模類似工業村方式，由政府主導未嘗不可。
世邦魏理仕為香港科技園公司旗下香港科技園新田科技城項目的商
業、營運及投資模式首席顧問。

議員倡「動態規劃」檢視北都區產業用地
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對特區政府果斷中止招標
工作而非繼續延長，主動將土地另作安排，以更切合實際需要的調整表
示贊同，認為政府按市場需要果斷變陣。
他一直提倡「動態規劃、戰略留白」的方式發展北部都會區，按上述

兩幅產業用地早前的招標情況，反映相關規劃與實際發展步伐有落差，
政府有必要以「動態規劃」方式，全面檢視北部都會區內的多層式現代
產業大樓及物流產業用地，特別是其中政府洪水橋/厦村的規劃計劃大
綱圖是2018年的決定，按實際情況檢視北部都會區用地，以更切合市
場需要，並讓產業更快落地。
另外，政府早前選取三個地點作「片區開發」的試點，其中就粉嶺北

新發展區上，政府訂立既定的開發指標，包括發展商需興建多層式發展
大廈，劉國勳認為，政府應放寬有關規定，讓發展商有更大彈性、更貼
近市場需要的規劃發展片區，並容許混合用途、靈活設計和布局。
他認為，因應洪水橋的發展較為成熟，建議政府可藉動態規劃，將洪

水橋部分用地整合並撥予建設北部都會區大學城，既可提升整體產業鏈
競爭力，並令北部都會區大學城更具規模，及回應專上教育的急速發
展。

港兩幅用地中止招標

為強化特區政府的主導角色，加快產業在北部都會區落

地，曾因應市況變化押後至本周五（25日）截標的元朗福

宏街與宏利街用地和洪水橋及厦村第39A及39B區兩幅產

業用地，特區政府發展局昨日公布，決定中止該兩幅用地

的招標工作，並將元朗用地交予香港科技園公司，擬在元

朗創新園建構微電子生態圈；洪水橋用地則納入發展局今

年內完成，並涉及更大範圍土地的政策研究，目標是由政

府成立的公司，以產業園區形式管理和營運該一帶產業土

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圖為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構想圖。 發展局網站圖片

元朗地交科技園建微電子生態圈 洪水橋地納發展局年內完成

為加快北都區產業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