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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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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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研發新型納米粒子
有效「餓死」癌細胞

掃碼睇文

國泰飛機餐「尋味中華」
八大菜系陸續登場

掃碼睇圖文

碼上看

明天將在香港舉行
《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
的公約》（公約）簽署
儀式，這對全世界、國

家或香港而言，均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
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是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

《聯合國憲章》第 33 條和 1970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
《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
原則之宣言》列出調解作為解決國際爭議的其中一個方
法。2012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在關於《加強調解及
其支助活動的報告》和《有效調解指導意見》中指出，
調解是預防、管理和解決衝突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也是
最有希望的。調解是雙方自願通過中立第三方的協助，
尋找雙方均接受的共贏方案。相比其他辦法，更具前瞻
性、建設性，有利修補雙方關係。然而，至今未有一個
由國家政府間成立，專門以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組織。
按公約將成立的國際調解院，補充了現行國際爭端解決
機制的一塊短板，提供了一個新的國際法治公共產品，
是推進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里程碑。

中華文化一向崇尚 「以和為貴」，追求 「天下大
同」。5月中發表的《新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白皮書》
指出， 「中國主張合作安全，堅持對話、合作、共贏，
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與爭議」。公約是自2022年，國家
與近20個立場相近國家共同努力完成談判的成果。國家
在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充分體現了中國維護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原則以及促進世界友好和平的擔當和決心。

這與某些傳統大國為一己私利，背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
原則、製造和挑撥爭端、威脅和平，形成鮮明強烈對
比。國際調解院的成立，體現出中國與各國共建合作共
贏關係，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

公約締約國一致同意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並在
香港舉行公約簽署儀式。明日，除王毅外長外，還有來
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近60個國家和聯合國等
約20個國際組織高級別代表將出席簽約儀式；當天下午
將舉辦國際調解論壇，圍繞國家間爭端調解和國際投資
商事爭端調解展開研討。這一切都充分顯示，香港作為
具有國際化、高水平、信譽好、法治環境佳的國際大都
市，不但得到國家支持，更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同。

據了解，除了國與國之間的糾紛，國際調解院受案範
圍將包括一國與另一國國民之間的爭議以及私人主體間
國際商事爭議。除了有機會發揮香港在國際商事爭議解
決服務的傳統優勢，和獲得提供這類服務所帶來的經濟
效益外，更重要是提升了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和知名
度，相信能產生磁石效應，吸引來自各方人士來港參與
各式各樣活動。這將促進香港的軟實力，和帶來不可量
化的無形效益。此時此刻，外來敵對勢力正企圖把香港
去國際化、去功能化，應對如此重大挑戰，香港需用好
國際調解院總部作為重心，強化香港為國際爭議解決服
務中心，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配合上
述國家重要策略。

在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總部亦有助政府推廣調解文
化，鼓勵市民大眾以更便捷、經濟、有建設性的方式解

決爭議，節省司法資源，締造一個更和諧包容的社會。
公約簽署後，各締約國將商議國際調解院未來運作的

細節。國家亦已表示歡迎更多國家支援參與。政府將按
計劃在年中完成位於舊灣仔警署的國際調解院總部改建
工程，期望可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投入運作。國際調解
院將會是一個擁有外交特權的獨立國際組織，在未來，
除了保養維修總部外，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的具體角
色，有待和國際調解院商討。

總而言之，作為在 「一國兩制」下國際社會一分子，
在國家大力支持下，香港必將竭盡所能，不負各公約成
員國的重託，為建構一個和平正義的世界作出貢獻！

香港躍升國際調解樞紐
律政司司長 林定國

香港市場迎來「量」增「質」升
陳茂波提到，近十多年來，香港資本市場在

改革中不斷穩步前進，深刻改造了港股市場的
結構，讓它更緊貼經濟發展的趨勢，服務國家
發展的戰略。

內聯方面，自港股通2014年推出以來，債券
通、理財通、互換通相繼推出，而隨着時間推
移，各個項目除了在 「量」方面的可觀增長以
外，也在交易機制、產品範圍、風險管理等多
方面不斷迎來 「質」的提升。

外通方面，努力強化與傳統市場的聯繫、
並開拓新市場、新資金，例如去年 10 月，成
功推動兩隻追蹤港股的交易所買賣基金在沙
特交易所上市，吸納當地資金配置港股。此
外，亦又大力推動中東和東南亞企業前來香
港上市融資，以香港作為平台拓展大中華以
至亞洲區的業務。今年3月，香港交易所也認
可了泰國證券交易所，讓當地企業可以在香
港第二上市。

新經濟公司於港股佔比越來越重
陳茂波續說，2018 年 「同股不同權」上市

制度改革，開啟了新經濟科技巨頭來港上
市；而容許還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則
讓香港成為全球領先的生物科技企業集資地之
一。其後，隨着地緣政治的發展，多家中概股自
2020 年始陸續回流，加上內地科技創新不斷突
破，科企來港集資，進一步提升了港股科技板塊
的權重。

「我們的改革沒有停步，從 2023 年設立特專
科技公司的 『18C』上市機制，到今年財政預算
案宣布後、本月剛推出的科企上市專線，我們正
加快推動硬科技企業利用香港的上市平台籌集資
金，開拓國際業務。」陳茂波透露，新經濟公司
在港股的數目佔比從2018年的1.3%增加至今年4
月的約14%，市值佔比也由2.8%上升至約28%。

新一波浪潮創造嶄新發展空間
陳茂波指出，地緣政治、單邊主義確實為全球

帶來巨大不確定性，但這也促使國際投資者尋求
更多元的資產配置。而國家在科技領域不斷的推
陳出新和變革突破，科技企業潛藏的價值正加速
顯現。

他說，對於香港資本市場而言，新一波浪潮創
造新的發展空間。首先，上周寧德時代 （3750）

和恒瑞醫藥 （1276） 在香港的 IPO 就是好例
子。除股市外，香港由風創投（風險創業投資）
到IPO的全鏈條籌融資生態圈，亦為內地以至區
內不同行業、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提供金融與
專業服務的支持，包括善於投早、投小、投長期
的耐心資本。其次，美國的單邊主義和政策不確
定性持續，國際間會尋求更多元化的交易和儲備
貨幣。可以預期，人民幣的重要性在國際上會不
斷提升，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會把握
好機遇，豐富投資產品和風險管理工具，加快推
進各項工作，包括落實人民幣計價股票交易櫃台
盡早納入 「港股通」。這也可助力國家穩慎推進
人民幣國際化。

作為一間國際化綜合證券集團，華泰證券
（601688.SH，6886.HK）在內地、香港及海外都
有子公司和業務平台。最近，華泰發布港股策略
稱，港股市場熱度較高，優質資產IPO上市反而
可吸引增量資金，而且港股與美股相關性已減
弱，外部市場的不穩定性或進一步鞏固港股承接
超配美元資產的地位。因此，華泰提示可戰略性
重視港股市場配置價值， 「科技+消費」是配置
主線，並關注人民幣升值受益板塊。

【香港商報訊】港交所（388）行政總裁陳翊
庭昨於一高峰會上表示，今年全球最大新股寧德
時代（3750）在港上市後，目前本港新股融資規
模居全球第二，已募資約100億美元（約780億
港元）。她透露，目前有超過150間企業正排隊
等候上市，當中有不少屬於集資規模超過 10 億
美元（約78億港元）的超大型企業。

在美上市中國概念股冀有Plan B
會上，陳翊庭預計本港新股市場將繼續受惠於

「A+H股」上市以及美國預託證券（ADR）回
流。她表示，近日與部分以ADR在美國上市的
企業溝通，有反映希望為被除牌提供後備計劃
（Plan B），加上在香港轉換為主要上市地可獲
納入港股通；亦有不少內地上市企業計劃利用離
岸集資平台進行海外擴張，相信可吸引企業持續
來港。她又指，有需要為特定行業制定非常準確
和量身訂製的上市框架。

陳翊庭續指，地緣政治因素為全球市場帶來影
響，而回復則需時頗久，全球投資者因而重新部
署資金，特別是減少美元資產部署，認為香港有

優勢吸納這些重新部署的資本，例如今年全球最
大新股寧德時代就吸引來自歐美和中東的投資
者，認為政策穩定性是投資者部署時的重要考慮
因素之一。

不少中國資產估值極具吸引力
去年本港證券市場刷新多項成交紀錄，同年接

任港交所CEO的陳翊庭表示，沒有想過有如此
成績，因之前中國資產都被外界低估。今年初，
國產人工智能（AI）大模型 DeepSeek 橫空出世
後，外界意識到要認真看待內地市場，當他們真
正研究時就發現很多優質公司，而且估值極具吸
引力，這亦推動後續的新股上市及企業融資。

陳翊庭亦透露，今年首季已上市公司的後續融
資活動也很活躍，已有近200億美元，很多已完
成 的 集 資 更 在 50 億 美 元 以 上 ， 例 如 小 米
（1810）、比亞迪（1211）等。

她提及，過去幾年全球新股集資活動有不少來
自家族及企業友好間的融資，不一定是高質素的
融資活動，但近年市場質素已有改善，尤以來自
主權財富基金、歐美投資者對新股的需求強勁。

【香港商報訊】綜合內地及海外媒體消息，
著名快時尚零售品牌SHEIN（希音）計劃在未
來幾周內提交香港上市的招股說明書。

內媒報道指，SHEIN已不再與英國公關公司
布倫斯威克（Brunswick）和富捷思（FGS）續
約。此前，它們一直在幫助SHEIN在衝刺倫敦
證券交易所IPO過程中與政府和媒體溝通。不
再續約或印證其倫交所IPO並不順利。

另一方面，香港證監會和港交所已做好準
備，一旦海外上市中概股希望回流，香港市場
將成為它們的首選上市地。中證監早先亦特別
提到 「創造條件支持優質中概股回歸內地和香
港市場」。

目前，種種迹象都似在向Shein喊話：風景還
是香港最好。若 SHEIN 選擇來港上市，對企
業、對港股、對投資者是三贏。

財爺：香港資本市場「內聯外通」不斷深化擴容

環球投資者對港信心正增強
【香港商報訊】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昨日出席華泰證券
H股上市10周年論壇致辭
時表示，過去十年來，香港
資本市場在改革中不斷穩步
前進， 「內聯外通」 正不斷
深化和擴容。而近期各項數
據可見，環球投資者對香港
的信心正在增強，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的地位及功能不斷
鞏固提升。

陳翊庭：逾150企業
排隊等候來港上市

倫敦IPO擱淺！SHEIN要回港上市？

林定國說，香港需用好國際調解院總部作為重心，
強化香港為國際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充分發揮 「一國
兩制」 下的制度優勢。 資料圖片

陳茂波在華泰證券H股上市 10周年論壇致
辭。 中通社

上周寧德時代正式在港交所上市，成為今年
全球規模最大的IPO。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