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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参与设立基金备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百联商业品
牌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上海百联国泰君安创领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基金”）。具体详见公司於 2024 年 10 月 1 日披露的“临 2024-
052”《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控股子公司参与设立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2025 年 1 月 1 日，公司披露“临 2025-001”《关於参与设立基金的进展公告》，
基金首期实缴已完成。

2025 年 2 月 7 日，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证
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主要内容如下：

基金名称：上海百联国泰君安创领私募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备案编码： SASW01
管理人名称：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5 年 2 月 7 日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11 日

美國加徵關稅對港影響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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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重新挑起
全球關稅戰，關稅的

「地圖炮」也波及香港。美國海關宣布對香
港產品加徵10%的關稅，並一度暫停香港郵
政向美國寄送內載貨品的郵件。儘管特朗普
頻頻出招，但數據不會說謊。根據香港美國
商會最近發布的《2025香港商業信心調查報
告》，75%的受訪企業認為香港依然是亞洲
國際商業中心，而有80%的在港美企對香港
法治表示有信心。

報告證明美國駐港企業認可香港營商環
境，並對香港經濟前景表示信任。此外，報
告顯示70%的在港美企稱其營運並未受到香
港國安法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影響。展望
未來三年，79%的受訪企業表示無意將其地
區總部遷出香港，較去年上升1%。

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維護國家安全的屏
障，堅定了外資企業在港的投資信心，助力
其制定長期規劃。唯有讓香港社會更加穩
定，才能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保障投資者
在港的合法權益。

港發展離不開國家支持
外資固然重要，但國家的強力支持始終不

可或缺。最近，全球火熱的中國人工智能公
司DeepSeek於2月5日在香港成立了兩家公
司，並計劃在香港上市及招募全球AI人才。
在DeepSeek效應的推動下，香港恒生指數迎
來了一波小牛市，多隻科技股也隨之上升，
某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市場與國家的緊密聯
繫。高盛、德意志銀行等國際投行的研究報
告顯示，中國科技前景樂觀。同時，中國在

製造業方面的優勢和 「一帶一路」帶來的出
口潛力，對香港經濟發展有直接影響。

作為自由港，雖然香港較易受到外圍環境
的影響，但在國際大變局中，也藏着機遇。
香港背靠祖國，是一座國際都市。在過去的
春節黃金周期間，約140萬旅客訪港，酒店
入住率高達90%，顯示本地旅遊業的復蘇勢
頭。由此可見，從法治的穩定到旅遊業的回
暖，特區政府無懼所謂的 「制裁」，積極以
實際行動應對挑戰。

如今，在DeepSeek效應的推動下，中國市
場已經坐上了 「牛背」，香港是否能夠搭上
這趟順風車，乘勢而上？相信在特區政府的
積極推動下，必定會帶領社會各界主動識
變、應變、求變，以堅定的信心全力拼經
濟、謀發展。

商界心聲

大灣區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張美雄

香港經濟韌力足 乘勢而上再攀高

美國過去自詡為世界警
察，總是要對國際事務指指

點點，東插一手，西插一腳。特朗普上任後，更
自視為世界皇帝，公開揚言要吞併加拿大，購買
格陵蘭島，奪回巴拿馬運河，接管加沙地帶，把
全世界的生產線轉移至美國。說到底，今時今日
的美國仍然放不下霸權主義，目中無人，不尊重
其他國家。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得道多助，失道
寡助，四面樹敵注定沒有好結果， 「狂人」式領
袖注定沒有好下場。

「以港遏華」終會碰壁
日前，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局公然要

求無條件釋放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的黎智英，再
次體現其赤裸裸的霸權主義思維，視法治為無
物，注定不會得逞。香港奉行司法獨立，在國際
社會具備良好的法治聲譽，司法審訊不容外界干
預，美國憑什麼要求無條件釋放黎智英呢？法治
是現代文明的語言和基石，也是現代社會運作的
基本規章，美國經已惡到目無法紀了嗎？

司法體制也是一個地方的主權及安全的體現，
今天的中國早已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國，美國
前總統拜登有權特赦其兒子，特朗普有權特赦其
一千多名親信及支持者，但他有權特赦被香港拘
捕、正在香港審訊的黎智英嗎？我深信中央及特
區政府必定會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堅定捍
衛香港的法治及香港國安法的執行，絕不會屈服
在美國的淫威之下。否則的話，今次要求特赦黎
智英，下次要求特赦其他人，香港還談何法治？
世界還有何法治可言？美國還遵不遵循國際法原
則？

前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曾表示， 「美國沒
資格說從實力地位上與中國對話」，美國在黎
智英案件的施壓注定是徒勞無功的，絕不可能
如願以償。外交部長王毅日前告誡美國國務卿
魯比奧 「好自為之」，在美國宣布向中國加徵
關稅後，中國已立刻作出強硬反制及回應，美
國得不償失。要是美國繼續惡意干預香港事
務，妄圖 「以港遏華」，早晚會踢到鐵板，碰
到釘子！

香港旅遊界積極響應《藍圖2.0》
全國青聯委員、深圳市政協委員 譚鎮國

港事講場
本港旅遊業復蘇勢頭

強勁，剛過去一連八日
的春節黃金周，訪港旅客高達140萬人次，
其中內地旅客佔120萬，酒店入住率普遍達
到90%。接待安排順暢，豐富活動使遊客佳
節愉快。數據和景點人流都顯示了特區政府
與業界的努力成果。隨着各界積極推進《香
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0》，我們深信香港旅遊
業定能重振旗鼓，愈做愈強。

去年5月，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夏寶龍主任提出 「無處不旅
遊」，敦促本港旅遊業積極
「識變、應變、求變」。去年

底夏主任在深圳舉行工商界座
談會時，再度囑咐本港 「想方
設法加快旅遊業態升級」，善
用海岸線和島嶼，發展康養旅
遊、文化旅遊及郵輪旅遊等。

得到中央鞭策和惠港政策支
持，我們樂見特區政府聯同業
界，不斷抓緊市場脈搏，提升
旅遊業服務質素和配套。踏入
2025 年，香港旅遊界打響頭
炮，1月訪港旅客數字錄得474
萬人次，按年增加 24%，創下
新冠疫情後單月最高訪港旅客
人次紀錄。剛過去的春節黃金
周，訪港旅客量亦走勢凌厲，
本港主要旅遊景點包括西九文
化區、海洋公園、香港迪士尼
樂園、昂坪 360 纜車等都人流

暢旺。

落實好「無處不旅遊」的目標
特區政府和業界有商有量，集思廣益，找

到了開拓香港旅遊業新機遇的鑰匙。值得一
提是，今年春節假期，內地出遊人數高達
5.01億人次，出遊總花費更高達6770.02億元
人民幣。香港近水樓台，未來必須繼續積極
吸引內地客源。同時，香港作為國際大都
會，我們也應着力開拓遠程新客源，既帶動
本港經濟發展，又能藉機說好中國故事，說

好香港故事。
令人可喜是，香港新地標啟德體育園將

於 3 月 1 日隆重開幕，各界如能善用新平
台，定可助港進一步開拓優質文體旅遊產
業發展。必須重申，擦亮香港旅遊業金字
招牌，是我們的出路，也是我們的責任。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於去年底已公布《藍圖
2.0》，引領各界釐清方向。只要我們齊心
努力，定能增強香港作為首選旅遊勝地的
地位，不辜負中央期望，落實好 「無處不
旅遊」的目標。

吉林省海外聯誼會理事 姚穎謙

眾議園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對中國

和香港特區的貨品加徵 10%關
稅，價值800美元或以下的香港商品包裹，同樣不
享有 「低價豁免關稅」待遇。關稅加得相當徹底，
該政策對香港的影響有多大？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隨後表示，2023年香港出口
去美國的貨物 61 億港元，只佔本港總出口量約
0.1%。這為大家派了定心丸，最新數據顯示，美國
加關稅對香港影響有限。

美國對中國追加10%關稅，與美國親同兄弟的加
拿大卻被加關稅25%，在禁毒 「大道理」的背後，
涉及特朗普的美國公司商業操作。國家和香港產品

一旦被徵關稅過高，客
源日後變成其他國家，

美國消費者永久失去優質中國製造商品，究竟是誰
懲罰誰，還未說得準!

以性價比構建規模效應
事實上，據特區政府統計處資料，2024年全年香

港商品整體出口貨值為4.54萬億港元，當中 「電動
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 「通訊、錄音及音響設
備和儀器」 「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等
最大的三類共佔比71.94%，而這些出口可一概歸納
為 「電子」。機器如果僅作為硬件出口，易被同質
化，但香港電子早已在國際享負盛名。例如在2024
年秋季香港電子展調查中，1089位業界人士受訪，
當中近四成相信未來6至12個月銷售額將會增長，
超半數對未來12至24個月的銷售額表示樂觀。除了

港人自強不息，我們
還有出眾的內地 AI
企業加持。近日火遍
全 球 的 DeepSeek 盛
傳將進駐香港，商湯
大裝置和金山雲也剛
發 布 了 支 持 Deep-
Seek的新品。

行筆至此，大家或
許能體會到：本港只
要堅持走高增值路
線，配合國家新質生
產力政策，以性價比
為起點，把握建立規
模效應的契機，美國
新關稅對香港的負面
影響不僅輕微，而且
會越來越小。

美干預港國安案注定得不償失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首席副主席 陳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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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份預算案月底發表，財赤問題是關注焦點之

一。財赤除了源於收入減少，更大原因來自支出攀

升。

更值留意的因素，乃是經常開支。查此前經常開

支均基本介乎GDP的12%至14%，但自2019年起

卻明顯進入升軌，到2022/23年度且升逾19%，到

2023/24年度仍高企於18%。毫無疑問，經常開支

倘若升勢不止，甚而爭取掉頭回落，則總政府開支

勢難恢復至「黃金比率」，尤其考慮到經常開支不

屬特殊開支。

過去的非經常開支均低至相當於GDP的1%左

右，但2019/20年度攀至3%，2020/21年度更因抗

疫的特殊需要而勁飆到9.4%，無疑是期內推高開

支 的 主 因 。 惟 隨 着 疫 後 復 常 ， 非 經 常 開 支 於

2023/24年度已回落到2%，為何政府總開支還是

居高不下？基本法規定，財政預算須「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

長率相適應」。回歸以來，政府開支增長幾乎與

GDP增長同步，絕大部分時間均沒超過GDP的

20%，即坊間所謂「黃金比率」。然而，受累於黑

暴與疫情夾擊，2019/20年度的開支增長明顯偏

離，並一直維持至今。

政府開支近期急增 原因在什麼？政府開支近期急增 原因在什麼？政府開支近期急增 原因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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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創科乃是兵家必爭之地，各地政
府均在加大投放，以免不進則退落
於人後。港府近年不遺餘力投資創
科，其中施政報告提出新設立100億

元的 「創科產業引導基金」，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預告即將推出，以加強引導市場資

金投資指定策略性新興和未來產業。香港條件優越，
是創科發展的理想地，配合當局的支持實錘與政策東
風，假以時日，相信可以成功孵化更多港版獨角獸。

DeepSeek的橫空出世，喚起世人對AI發展一日千
里的關注，甚至有謂掌握AI就是掌握未來；美國隨
之宣布 「星際之門」計劃投資5000億美元發展AI基
建，法國日前亦宣布未來AI領域投資金額將達1000
億歐元，皆與香港一直以來的押注方向一致。除AI
外，生命健康科技、機械人、半導體與智能設備等
等，同樣炙手可熱，發展空間龐大——這些領域亦為
「創科產業引導基金」所涵蓋的主題板塊。港府投入

的100億元規模，當然難跟上述國家級投資比擬；然
而，政府出資旨在發揮引領作用和槓桿作用，當局預
計未來兩年能吸引約300億元的市場資金，展望未來
十年更希望令投資規模增至1000億元。況且，Deep-
Seek在算法而非算力層面作出突破，也凸顯了創新創
造的重要性，毋須花大錢也可大成功。

「創科產業引導基金」的投資目標，就是引導更多
社會資本投資具潛力、處於成長期的科企，力求 「投
早、投小、投硬科技」，此外亦會多元化投資及視乎
實際情況，投資於 「鏈主」及 「補鏈」 「強鏈」，以
促進產業鏈各節點的互相合作。正如李家超所言，措
施是初創企業、研究人員與投資者實踐新飛躍的理想
平台，讓他們把大膽構想轉化落地，帶來創新變革。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已上市企業或將上市企業
的投融資發展已甚成熟，新基金則補充未上市企業方
面的短板，透過制度革新由政府牽頭理順資金，不僅
有助深化 「政、產、學、研」的協作，而且為投資者
提供新的投資機遇。參考其他地方的經驗，譬如私募
基金、天使投資者及內地的 「耐心資本」等，只要搭
建好投資者與被投資者之間的橋樑，確保被投資者的
資金需要得到滿足，和投資者可以收穫相應投資回
報，一切便易水到渠成。

香港的創科生態園正在加快壯大，企業、人才以至
投資亦見加速來港，這既體現了市場對港投下信心
票，所形成的良性循環意味這裏創科土壤日益肥沃。
環顧國際權威排名，香港不單名列前茅， 「深圳—香
港—廣州」科技集群更連續四年蟬聯全球第二。隨着
港府對創科的一系統支持措施持續發酵，譬如AI超
算中心去年底剛投入服務，落馬洲河套的港深創科園
以至北部都會區的國際創科新城相繼落成，兩地可以
更好強強聯手協同發展，香港發展創科及孕育科企及
的條件無疑愈趨完善。

新一份預算案月底發表，即使赤字之下要控制開
支，但也不能忽視投資未來。畢竟經濟欣欣向榮才是
滅赤之本，而藉力創科來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斷塑造
新動能新優勢，更為重中之重。香港創科號角已經吹
起，市場也用腳步肯定前景亮麗；進一步引導市場投
資創科，配合國家創科發展大步邁前，香港創科大有
可為、未來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