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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碼上看

港交所推SYNAPSE平台
加快滬深港通結算流程

美俄3名科學家
分享諾貝爾化學獎

掃碼睇文

掃碼睇文

強颱風小犬迫近本港
天文台昨夜掛一號風球

掃碼睇文

在 「重點企業夥伴啟動禮」上，20 家國內外著名企
業，如阿斯利康、華為、美團、京東、聯想等，與特區
政府簽署了合作協議，正式成為香港的重點企業夥伴。
據悉，這些重點企業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慧與數
據科學、金融科技，以及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策略產
業等領域，這些企業將落戶香港或準備擴大其在港業
務，大部分都會在香港設立研發中心或區域業務總部，
與香港特區政府一起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生態圈的發展。

引進辦為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
李家超表示，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的英文縮寫是

「OASES」，意為 「綠洲」，但香港並非被沙漠包圍，
而是被中國內地及亞洲包圍，是全球經濟的主要增長引
擎，而這得歸功於 「一國兩制」賦予了香港連接內地與
國際的功能。他強調，引進辦會為來港企業提供一站式
服務，而香港也正吸引各地人才，相信他們可以在香港
大放異彩。

李家超續說，未來4年，目標讓超過35%的大學生學習
STEAM科目，即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和數學學科。
同時，香港會繼續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特區政府
各項輸入人才計劃已收到來自全球16萬宗申請，並已批
出超過10萬宗。

陳茂波：期待更多企業來港落戶
啟動禮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稱，香港是引進重點

企業、開拓中國內地和國際，尤其是亞洲地區市場的最
佳跳板和平台。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擁有一流的籌
融資平台和蓬勃的金融生態圈，可助力這些企業在不同
發展階段的融資需要，助力其加快發展。特區政府正大
力推動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會為重點企業提供更好的發
展平台。

陳茂波又說，來港重點企業集中在生命健康、醫療科
技、人工智能、大數據和金融科技等範疇，有超過30間

企業已經來港落戶或擴充業務，涉及約1萬個職位，主要
為科研人員和管理層，約八成是內地企業。他又指，引
進辦仍處於初創階段，期待未來更多企業跟隨現有企業
來港落戶。

昨日簽字儀式由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代表政府簽署，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也有上台見證。啟動禮
後，孫東稱，不少企業希望到北部都會區發展，惟政府
暫時未有向企業應許北部都會區的土地，但一定會盡力
幫助來港落戶企業，其中不少企業已進駐科學園和數碼
港，且均有優惠條件協助發展。

國際知名集團入駐是一種鼓勵
內地網絡安全服務供應商奇安信集團，是港府今次引

進的重點企業之一。集團副總裁楊洪鵬稱，目前正與香
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溝通，參與特區政府的科研項目。特
區政府會幫助和協調企業辦理引進人才的入境簽證。

立法會議員、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尚海龍接受媒
體訪問時指，企業是社會主體，社會主體能創造就業和
財富，提升城市活力，所以，引進重點企業一定是一項
長期工作。像阿斯利康這樣國際知名的醫藥集團入駐香
港，這對香港來說一定是鼓勵。他特別提到， 「香港以
往是大市場小政府，今天特首李家超提到，連重點企業
高管孩子的教育都會提供一站式服務，這是一個里程
碑，代表特區政府開始向引進企業提供更多服務，這
是一個比較好的開始。」

行政長官去年首份《施政報告》宣布成立引進辦，由
財政司司長帶領，專責引進世界各地的重點企業。自去
年底成立以來，引進辦已與超過200間企業代表會面，預
計今年底會增至近300間。引進辦是一站式的服務窗口，
會主動與重點企業接觸和洽談，有需要時可為目標企業
制訂針對性及具吸引力的特別措施和方案，吸引它們落
戶香港。

20名企成香港重點企業夥伴
特首特首：：將投資逾將投資逾300300億創上萬職位億創上萬職位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特
區政府去年12月成立香港引進重點企
業辦公室（簡稱 「引進辦」 ），至今已
成功引入約 30間龍頭企業來港。昨
日，政府引進辦舉辦 「重點企業夥伴啟
動禮」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典禮上致辭
強調，特區政府將跟這些企業攜手推動
本港的高質量發展，預計未來數年，有
關公司將在香港投資超過300億元，並
創造上萬個就業職位，助力香港實現
「十四五」 規劃綱要下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的定位。

首批引進重點企業夥伴名單
01. AstraZeneca 阿斯利康

02. Biren Technology 壁仞科技

03. China Merchants Research Institute of Ad-
vanced Technology Ltd. 招商局集團先進技術研究院

04. Dmall 多點

05. EDIRNA

06. Tigermed 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 HighTide Therapeutics 君聖泰醫藥

08. Huawei 華為

09. Hundsun Ayers 恒雲科技

10. JD 京東集團

11. Lenovo 聯想

12. Meituan 美團

13. NaaS Technology 能鏈

14. NHJK 諾輝健康

15. Qi An Xin 奇安信

16. RNAimmune

17. Simcere 先聲藥業

18. Sirnaomics 聖諾醫藥

19. Teddylab 觀合醫藥

20. Yuanhua Technology 元化智能科技

【香港商報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出席香港
綠色金融協會年度論壇時致辭時表示，香港已經成
為亞洲綠色金融中心，去年在港安排或發行的綠色
可持續債券總額超過800億美元，按年增長逾40%，
發行規模約佔整個亞洲市場的三分之一，顯示香港
作為區內卓越平台和服務提供者的領先地位。

陳茂波說，香港是充滿機會的地方，處於有利地
位，可抓住全球綠色轉型帶來的機遇；透過深化與
粵港澳大灣區的姊妹城市合作，香港的創新和科技
實力將進一步提升。而憑藉在基礎研究、商業化、
金融、先進製造等方面的優勢，大灣區必將成為擁
有完整金融和產業鏈支撐的綠色科技和綠色金融中
心。內地政府和企業在綠色融資方面信任香港，早
前深圳、海南等省市政府合共在港發行約200億元
人民幣的綠色債券、永續發展債券和社會債券。

香港樂為全球綠色轉型作貢獻
陳茂波強調，香港熱衷於為全球綠色轉型作出貢

獻，歡迎東盟、中東和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利用
香港的金融服務。今年5月，香港按揭證券公司宣
布發行在基建融資證券化先導計劃下首批基建貸款

抵押證券，價值約4億美元。這些證券涵蓋亞太、
中東和南美洲的25個項目。其中，1億美元涉及綠
色、永續發展以及社會責任項目。

今年 2 月，本港嘗試了首批代幣化綠色債券發
行，乃全球首次。此次發行基於區塊鏈技術，大大
縮短結算流程，從通常的5天縮短到2天。這凸顯了
香港將金融創新應用於債券市場和綠色金融的能
力。

另外，碳交易也是推動脫碳的重要工具，香港證
券交易所旗下的國際碳市場Core Climate於去年10
月推出。自推出以來，Core Climate的參與者數量
增加兩倍，達到近70人。

余偉文：港綠色分類法獲正面回應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於論壇上論述了綠色金融框架

分類和風險敞口，金管局擁有一個數據資料庫，香
港分類框架在其上搭建。他認為，未來香港分類法
的互通性會更強。

余偉文表示，香港分類法從對香港比較重要的幾
個領域手展開，即能源、運輸、建築、廢棄物管
理。構想提出後，很快便得到了業界的正面積極的

回應。香港綠色分類框架對綠色產品有一致的定
義，因此減少任何染綠的機會。接下來，金管局將
拓展現有的四個領域，目前正就通訊科技等領域進
行探討。他強調，通訊科技是重要領域。

在同一場合，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談到，金融

機構以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披露標
準作為共同語言，企業綠色轉型需要資金集資時，
若未能使用此共同語言，國際資金可能不作考慮。
她認為，有必要使香港公司機構熟悉 ISSB 披露標
準，證監會有必要向上市公司管理層推廣。

財爺：香港已成亞洲綠色金融中心 本港綠色金融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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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抵押貸款證券公司發行香港試點基建貸
款支持證券，其中1億美元涉及綠色、永續發
展以及社會責任項目

首批代幣化綠色債券發行8億港元

港交所推出國際碳市場Core Climate平台

首批零售債券發行200億港元

發布《綠色債券框架》（2022年2月版）

提升綠債計劃的借款上限一倍至2000億港元

設立 「全球中期票據發行計劃」
證監會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發起成立綠色和可

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

首批機構債券發行10億美元（一期）

發布《綠色債券框架》（2019年3月版）

成立政府綠債計劃

引進辦跟第一批在香港落戶或擴充業務的重點企業簽字。 記者 馮瀚文攝

李家超強調，引進辦會為來港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
記者 馮瀚文攝

陳茂波稱，香港是引進重點企業開拓中國內地和國
際，尤其是亞洲地區市場的最佳跳板和平台。

記者 馮瀚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