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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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無處不旅遊：
首10月3670萬人次訪港

馬英九將率台青再訪大陸
國台辦：歡迎

掃碼睇片

掃碼睇片

鄭伊健《久別重逢》：
希望所有年齡層都能欣賞

掃碼睇文

高雲龍：中國將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澳門行政

長官賀一誠（視像）、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黃明忠
等亦在開幕禮上致辭。

高雲龍致辭表示，中國的發展是開放的發展，將堅定
不移地擴大高水平開放，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落實全
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的限制措施，讓在華投資企
業更願意扎根中國、贏在中國、賺錢在中國。

李家超：灣區為全球投資者帶來商機
李家超致辭時稱，大灣區的 「大」，體現在粵港澳大

灣區宏大的規模和深遠的影響力，大灣區人口已超過
8600萬，去年經濟總量突破14萬億元人民幣，規模已相
近於世界第十大經濟體。大灣區的 「灣」，象徵了粵港
澳三地沿海而立，海納百川的港灣魅力。大灣區的
「區」，代表的是區內各個城市之間的協同發展、優勢

互補。他又稱，大灣區 「一小時生活圈」格局，正好體
現大灣區建設的成果。香港市民北上消費、內地市民南
下旅遊購物已成常態，促進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人文交
流。今月，中央政府恢復深圳市戶籍居民赴香港 「一簽
多行」個人遊簽注，並把 「一簽多行」個人遊簽注擴展
至持居住證的深圳市非戶籍居民，方便多達千萬以上的
深圳居民自由訪港，進一步為香港的旅遊、餐飲和零售
等行業注入動能。

李家超指出，香港是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有 「一國
兩制」獨特優勢，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推動大灣區建設的
措施，包括創科發展、在物流航空、數據流通以及法律

多個領域加強互聯互通，規則銜接。他說，大灣區為全
球投資者帶來商機，希望各地工商界朋友共同好好把
握。

美企睇好大灣區優勢冀投資中國
中國美國商會會長何邁可在會議環節發言時指，今年

調查發現商會成員都認為大灣區極具吸引力，未來將在
中國進行更多投資。 「大灣區建設對美國商會來說是獨
特機會。」他說，大灣區潛能巨大，商會成員都很欣賞
這裏的地理位置、政策優勢，認為是綜合發展的領先區
域，希望大灣區繼續對外國企業保持開放，亦希望美國
公司在大灣區有機會和其他企業共同推動大灣區建設，
相信對企業和投資者都有莫大好處。

「大灣區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支柱，也是全球可持續
發展的重要樞紐。而海外企業可扮演重要角色，為大灣
區創造價值。」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高級副會長范諾亞
指出，根據委員會調查，美國公司目前面對宏觀經濟、

地緣政治等挑戰，均認為中國是策略合作夥伴，大灣區
是策略基地。

當天，大會簽署三份合作備忘錄，包括中國國際貿易
促進委員會與律政司簽署合作備忘錄，中國國際經濟貿
易仲裁委員會與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城
市大學、澳門大學法學院分別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及中
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商事法律服務中心與佛山市人民
政府、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政府簽署三方合作框架協議。
此外，大會亦有兩份倡議及報告發布，包括《推動商事
糾紛多元解決，協助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聯合倡議》及
《中國創新主體 「走出去」專利成本與策略》。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工商大會由香港特區政府、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區
政府共同主辦。今屆大會以 「中國灣區，世界機遇」為
主題，設有開幕式、全體會議、專題研討論壇、城市推
介及企業洽談等環節，圍繞新質生產力、金融市場互聯
互通、商事糾紛解決、知識產權等議題深入交流。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工商大會在港舉辦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工商大會在港舉辦

中國灣區 世界機遇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第

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工商大會昨起一
連兩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逾千人出
席。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開幕致辭時表
示，香港是大灣區建設的積極參與者、
推動者、得益者。他希望工商界用好大
會平台，深入了解大灣區建設最新發
展，共同把握大灣區機遇，為中國式現
代化作貢獻。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蘇尚報道：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工商大會昨早於灣仔會展中心舉行開幕式，全體
大會後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主持午宴。他在致辭時稱，
越來越多的海內外企業來香港投資興業，今年駐港的海
外跟內地公司數目和初創公司數目創新高，稍後會公布
具體數字，反映香港是企業設立和擴充業務的理想地

點。同日，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
詢時透露，目前引進重點辦公室已成功引進66間重點
企業，近半屬龍頭企業，當中約六成為落戶香港的企
業，其餘四成會擴展其在港業務。

陳茂波：國際化是香港最大優勢之一
陳茂波表示，香港是

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
之一，在 「一國兩制」
下，作為 「超級聯繫
人 」 和 「超 級 增 值
人」， 「國際化是我們
最大優勢之一。」其
中，香港以金融服務最
為突出。在香港，資
金、數據和人才自由進
出，也匯聚了國際頂級
的金融機構和人才，從
股票市場到債券市場，
再到蓬勃的風投創投生
態，能為內地以至全球
企業的壯大發展提供全

條鏈的資金支持；同時，香港也可作為它們調撥資金、
管理財資的中心。

陳茂波續稱，今年香港重回全球三大國際金融中心行
列，並再度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競爭力也上升至
全球第五名。越來越多的海內外企業來港投資興業。
2024年，駐港海外及內地公司的數目和初創企業數目都
創下新高。 「展望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推進大灣區的
融合發展，為各地工商界創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和更龐
大的商機。」

港府成功引進66間重點企業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昨日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稱，

引進重點辦公室目前已成功引進66間重點企業，當中
約六成為落戶香港的企業，其餘四成會擴展其在港業
務。

據他透露，引進的66 間重點企業，當中近半數屬於
龍頭企業，八成企業計劃在香港建立全球或地區總
部，它們均已經或計劃於香港設立研發中心及或生產
基地，預計未來數年合共會帶來約 420 億元的投資和
創造約 17000 個職位。其中，64 間重點企業已開始營
運，當中23間屬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22間屬生命健
康科技。

【香港商報訊】記者韓商報道：畢馬威（KPMG）
會計師事務所最新發布的《中國內地與香港IPO 市
場2024年回顧及2025年展望》報告顯示，受惠於今
年下半年多宗大型新股上市（IPO）交易推動，預計
香港今年重返全球IPO市場前五名；由於市場信心好
轉，預期此正面趨勢將延續至2025年，並展望明年
IPO宗數將升至80宗或以上，集資額可望達1000億
至1200億港元水平。

據畢馬威統計，2024 年全球 IPO 市場集資總額為
1191億美元（約9261億港元），涉及1159 宗上市項
目，與2023年相比集資額及上市宗數分別下降9%和
15%。當中，表現最突出的市場首推印度，預計印度
集資額和上市宗數今年會領先全球，美國兩大證券交
易所緊隨其後，而香港和上海則分別位居第四和第五
位。

明年料續有大公司來港上市
2024年，內地A股市場錄得125宗上市項目，集資

總額為1191億元人民幣，與2023年相比集資額下降

68%；A股IPO申請宗數亦從2023年底的779宗減至
2024年12月8日的293宗，下降61%。

香港市場方面，上半年，受高息環境及環球經濟增
長放緩影響，本港IPO市場氣氛審慎，僅錄得30宗
上市項目，集資額 134 億港元；下半年市況顯著回
暖，已錄得33宗上市，集資額695億港元，佔全年集
資額的八成以上。IPO市場回暖，主要由數宗大型新
股上市項目帶動，當中4宗更名列過去三年來的十大
上市項目。綜觀全年，香港料錄得63宗新股上市，
集資額達829億港元，較2023年升78%。

「隨着香港IPO 市場持續向好，投資者信心日益
增強，香港作為上市目的地的吸引力與日俱增。」
畢馬威中國香港資本市場組主管合夥人劉大昌表
示： 「中證監鼓勵內地龍頭企業來港上市以及中國
內地計劃適度地寬鬆貨幣政策將繼續推動 IPO 趨
勢。而且，更多中東證券交易所獲納入認可證券交
易所列表，預計將吸引個別中東企業來港作第二上
市。因此，我們預計2025年將持續有大規模公司來
港上市。」

畢馬威料明年港IPO集資額升至1200億

出席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工商大會開幕式一眾嘉賓大合照。 記者 崔俊良攝

資料來源：彭博及畢馬威分析，
包括房地產信託基金（REIT 公
司），但不包括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或空白支票公司）

2024年全球IPO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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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年

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173億美元）

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165億美元）

紐約證券交易所（159億美元）

香港聯合交易所（104億美元）

上海證券交易所（88億美元）

2023年全年

上海證券交易所（313億美元）

深圳證券交易所（220億美元）

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125億美元）

紐約證券交易所（98億美元）

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69億美元）

今年駐港企業數目創新高

大灣區發展工商大會全體大會後，陳茂波（右四）主持午宴。記者 崔俊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