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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表示，施政報告中公布的多項創科措施，目標是發
揮香港的優勢，繼續積極參與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建設，從外循環及內循環兩方面貢獻國家所需，包括會
建立完整的創科生態圈，全面覆蓋科研、融資、生產，
以至市場化，使創科成為新經濟引擎，帶動經濟轉型，
創造更多元就業機會。同時，會繼續探索有利各項創新
要素進一步跨境流動的措施，加強國際科技創新合作，
建設高水平科技基礎設施和創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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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嶼感染控制中心醫護每3天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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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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幣打造經濟新引擎 創造更多元就業機會

港致力建完整創科生態圈

與大灣區大學合作
中大將建先進材料綠色能源研究院

理財通首周順暢 逾5000人參與
【香港商報訊】10月19日至22日為粵港澳大灣區 「跨

境理財通」業務正式落地實施的首周，中國人民銀行昨日
指出，大灣區內地九市已完成報備的21家試點銀行相繼啟
動業務辦理，落地首周業務開展平穩有序。

北向通多於南向通
統計顯示，截至 10 月 22 日下午，粵港澳大灣區參與

「跨境理財通」的個人投資者共計5092人，通過資金閉環
匯劃管道辦理資金跨境匯劃1047筆，涉及金額7766.28萬
元(人民幣，下同)。其中，港澳地區合計共3222人參與北
向通，累計辦理業務731筆，跨境匯劃金額3906.56萬元；
內地合計共1870人參與南向通，累計辦理業務316筆，跨

境匯劃金額3859.72萬元。
按港澳地區劃分，內地與香港間往來的 「跨境理財

通」業務筆數 513 筆，跨境匯劃金額 4067.19 萬元，佔匯
劃總額的 52.4%；內地與澳門間往來的 「跨境理財通」
業 務 筆 數 534 筆 ， 金 額 3699.10 萬 元 ， 佔 匯 劃 總 額 的
47.6%。

按大灣區城市劃分，廣州轄區(含廣州、東莞、佛山、珠
海、江門、中山、惠州、肇慶，下同)與港澳間往來 「跨境
理財通」業務佔跨境理財通跨境匯劃總額的 79.2%，其
中，與香港往來佔比39.9%，與澳門往來佔比60.1%。深圳
與港澳間往來 「跨境理財通」業務佔跨境理財通跨境匯劃
總額的20.8%，其中，與香港往來佔比86.9%，與澳門往來

佔比13.1%。
按銀行類別劃分，6 家國有銀行跨境理財通資金匯劃

5524.54萬元，佔匯劃總額的71.1%；7家股份制銀行跨境
理財通資金匯劃1712.58萬元，佔匯劃總額的22.1%，8家
外資行跨境理財通資金匯劃 527.49 萬元，佔匯劃總額的
6.8%。

參與 「跨境理財通」的個人投資者累計購買投資產品
2481.3萬元。其中，北向通項目下，港澳個人投資者購買
境內投資產品1534.54萬元，包含理財產品1229.13萬元、
基金產品305.41萬元；南向通項目下，內地個人投資者共
購買港澳投資產品 946.76 萬元，包含投資基金 224.97 萬
元、存款721.79萬元。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為慶祝香港中文
大學(中大)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15周年，中大昨日舉
辦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香港中文大學大灣區發
展成果研討會」，簽署7份新的戰略合作夥伴協議，
進一步鞏固香港在大灣區創新科技方面的地位。其
中，中大與大灣區大學籌委會簽署備忘錄，共建先進
材料與綠色能源研究院。

論壇暨研討會以實體及網上直播混合模式，在中大
的香港校園及中大深圳研究院同步舉行。粵港兩地主
要官員，以及關注大灣區發展的學術界及業界代表皆
有出席。

是次論壇暨研討會見證中大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及香

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開展新的合作框架，簽署了大
灣區創企合作發展備忘錄（見表），中大將分享大灣
區專業知識，支援初創企業發展及協助兩地科研技術
跨境轉化。

此外，中大亦簽署多項合作協議，包括與籌備中的
大灣區大學在氣候變化及綠色能源研究方面合作，並
分別與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深圳市南
山區、福田區及羅湖區人民政府，制定戰略合作協
議，加強中大在大灣區的創新、創業、商業教育及應
用研究領域上的發展。據悉，備受關注的大灣區大學
籌辦兩年多，去年宣布落戶東莞，預計2023年開始招
生。

建多層次產學研基地
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致辭時表示，國家的《十四五

規劃綱要》提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便利創新要素跨境
流動，加強產學研協同發展。中央政府於2019年公布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前，中大早已立足大
灣區，積極開拓區內發展機遇，於2006年與中國科學
院共同建立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至今，中大已在大
灣區建立了多層次的產學研基地，當中包括香港中文
大學（深圳）、中大深圳研究院，已有近60間初創公
司進駐。

科研資金「過河」兩年逾3.7億人幣
林鄭月娥昨早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香港中文

大學大灣區發展成果研討會的視像致辭中提到，中大
是最早在大灣區開展學術和科研合作的香港高等院校
之一，建設了多個教研基地，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
技術研究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深港創新研究院(福田)
等。同時，中大與大灣區內地城巿的高校及科研機構
在不同的科技領域進行聯合研發項目，例如共同參與
「國家重點研發計劃」、 「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

劃」和 「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等。中大的4所國家
重點實驗室均分別與大灣區內的院校及科研機構進行
科研合作，共同為國家的科創發展出一分力。

她指出，中大在大灣區內的多個項目，都有賴廣東
省支持。廣東省近年大力促進各項科研要素的便捷流
通，以科研資金為例，內地過去兩年已批出超過3.7
億元人民幣給香港的大學及科研機構進行研發項目或
建立實驗室，當中近一半來自廣東省，包括廣州市及

深圳市，為推動
粵港兩地的科研
合作提供極有利
的條件。

用好國家支
持發展創科

林鄭月娥說，
國家對香港創科
發展的支持並不限於廣東省。今年是國家 「十四
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而《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
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深化香港與內地的科創合作關係，更首次將深
港河套納入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平台。國家科技部於
9 月初也公布了一系列的惠港措施，包括更大程度
對港開放國家不同科技計劃和基金下的專項和項
目，以及內地的大型儀器設備，又歡迎香港科研人
士和專家加入中國科協全國學會和進入不同的專家
庫，讓香港科研界可以更好地發揮香港所長，貢獻

國家所需。香港特區一定會配合國家 「十四五」規
劃及用好國家的支持，以全新思維，全力全速發展
創科。

她續指，施政報告提出的具體措施包括將落馬洲/
新田一帶地方整合為新田科技城、於港深創科園設立
「InnoLife Healthtech Hub 生 命 健 康 創 新 科 研 中

心」，以及由香港科技園公司與相關院校合作，在院
校的大灣區分校建立孵化中心網絡，以便為初創企業
培訓人才並提供援助。她歡迎各界提出意見，讓政府
可以做好落實工作。

◀林鄭月娥以視像形式致辭，
稱香港會全力全速發展創科。

政府新聞處

▼中大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就大
灣區創企合作簽署發展備忘錄。

人民銀行昨日公布， 「跨境
理財通」 上周開通後首周的表
現，共有5092名個人投資者參

與，辦理了1047筆跨境資金，匯劃資金7766萬元人
民幣，南北向通累計購買投資產品2481萬元。進一
步細分來看， 「北向通」 反應略佳，港澳地區有
3222人參與，累計辦理731筆業務，涉款3907萬；
「南向通」 則只有1870名內地投資者參與，累計辦

理316筆業務，涉款3860萬元。總體上，首周數字
不算特別 「標青」 ，但慮及在多重限制下，算是開
局不俗，也在某程度上反映出跨境理財確實存在客
觀需要。只要在這個基礎上，將 「跨境理財通」 有
序深化擴大和提升，必會越辦越好，漸入佳境，既
可滿足三地人民的理財需要，也有利鞏固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目前來看， 「跨境理財通」 仍面對較大限制：

「北向通」 方面，投資者須親赴內地開戶，惟疫情
又必然限制跨境人流，再加上只有香港身份證持有
人可以參與，導致 「跨境理財通」 首星期起步多少
受到限制；而 「南向通」 方面，試行範圍僅局限於
大灣區9個城市，再加上宣傳不足、近期大市疲弱
等因素夾擊，均導致 「南向通」 反應相對 「北向
通」 冷淡。

以首周表現計，現在是否就要看淡 「跨境理財
通」 呢？這恐怕是言之尚早，也太過武斷了。值得
注意的是，大灣區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域，包含
「一國、兩制、三個貨幣體系」 ，在經驗相對不足

的情況下推行 「跨境理財通」 ，理所當然要遵循風

險可控、審慎推進的原則。
事實上， 「跨境理財通」 初期僅涵蓋中低風險、

非複雜性理財產品；其額度的單邊上限和個人額
度，分別僅為1500億元和100萬元人民幣。這組數
字相對於大灣區超過 8600 萬人口、地區生產總值
16688 億美元的規模，顯然微不足道。這也從另一
個角度證明 「跨境理財通」 只是剛剛邁出了第一步
而已，尚有巨大的推展空間。

理財通確有很大空間釋放潛力。首先疫情只是短
期因素，只要 「過關碼」 就位，以及把投資者從香
港身份證持有人逐步擴至所有海外投資者， 「北向
通」 必然較現時活躍，因為在內地經濟持續發展的
預期下，升值潛力不容低估的人民幣產品有很大吸
引力。與此同時，大灣區9市在先行先試、累積經

驗後， 「跨境理財通」 規模可擴大，適用範圍亦可
延至全國，滿足更多內地投資者經香港投資國際市
場、擴闊投資面並分散投資風險的需要。

整體來說，作為初試階段，理財通開局良好。鑑
於過去幾年， 「滬港通」 、 「深港通」 及 「債券
通」 成交額穩定增長，有理由相信理財通都可持續
發展。而且 「十四五」 規劃明言，支持香港強化全
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
管理中心功能，這些皆有助香港繼續成為大灣區和
國家的 「聚寶盆」 。只要持續完善監管機制，適時
開放更多理財產品，讓投資者在穩健的監管下進行
跨境金融活動， 「跨境理財通」 定會更受歡迎，而
內地與香港互聯互通之路將會愈走愈寬、愈做愈
通。

跨境理財通開局不俗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數碼港與中大簽署備忘錄
設施開放：

數碼港社群企業可使用中大深圳研究院及其新設
的前海金融科技中心的設施、資源和服務，包括共
享工作空間、測試設備、數據沙盒或平台等。

推廣培育：

支持及推廣雙方的人才培育計劃，如數碼港的 「數
碼港培育計劃」 、 「數碼港‧大學合作夥伴計劃」 及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和中大的 「Co-op@CUHK
計劃」 、中大深圳研究院及新設的前海金融科技中心
等。

市場拓展：

為數碼港金融科技社群提供渠道，發展及進軍大
灣區市場。

商界合作：

數碼港將善用網絡，持續為中大工程學院金融科
技應用研究院（CEFAR）連繫商業夥伴，讓學生參
與商界的金融科技應用項目。

交流計劃：

研究為中大的內地及大灣區學生，與數碼港及其
社群企業設立交流計劃。

活動參加：

邀請參加對方及其合作夥伴舉辦的活動/計劃，共
同推動香港的創新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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