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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未來3年收入料增25%

港府擬發行
美元及歐元綠債

七成大灣區初創企業對前景感樂觀

運房局下調
公屋建屋量預測

港股六連升累漲627點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
香港貿發局及豐共同進行的一項調
查發現，大部分粵港澳大灣區初創企
業對發展前景感到樂觀。逾七成
(71%)受訪者預期未來三年收入增長
達25%以上，其中18%受訪者甚至預
期收入增長將超過一倍。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智榮報道：中美元首計劃本
港時間今日進行視像通話，市場觀望會晤成果，港股
昨日反覆靠穩，恒生指數升62點，報25390點，六日
累漲627點。有分析指出， 「習拜會」是否能為中美
關係僵局帶來改變值得關注，惟港股仍受內房債務等
因素困擾，預料恒指短期在24000至26000點上落。

恒指昨日高開110點，報25437點，最多曾升155
點，見25483點全日高位，之後曾倒跌97點，低見
25230 點，半日跌 20 點，報 25307 點。午後止跌靠

穩，恒指收市升62點，報25390點，連升第六日。
大市成交1185.96億元。

大摩：明年年底恒指目標25000點
藍籌股個別發展，焦點板塊包括同受壓的內房及

物管股，其中融創中國(1918)配股集資，同時減持
融創服務(1516)，兩者股價分別插 11.5%和 16.7%。
碧桂園(2007)大跌 4.8%，而碧桂園服務(6098)則挫
5.8%，為表現最差藍籌。

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稱，恒指明年底目標為25000
點，偏好耐用消費品和服裝、信息技術、材料和工
業板塊。不過，有本地券商進行調查指，逾七成受
訪散戶料明年港股升穿26500點。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認為，港股今年表現
明顯跑輸外圍，部分原因在於行業持續有監管消
息，而內房資金短缺問題及對經濟前景的關注，均
令投資者採取觀望態度，相關因素在未來一段時間
恐怕仍會困擾港股表現。

他預期，恒指短期將續於24000至26000點上落，
板塊則較看好國策受惠板塊，包括新能源及儲電相
關概念。

【香港商報訊】金管局昨公布，人民銀行將透過金
管局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發行人民幣央行
票據，合共250億元(人民幣，下同)，當中包括100億
3個月期央票，及150億1年期央票。本周五(19日)進
行投標，下周二(23日)交收。

據金管局資料顯示，3個月期人民幣央票於或最接近
2022年2月22日的利息支付日到期。1年期人民幣央票
於或最接近2022年11月23日的利息支付日到期，該票
據於2022年5月23日及2022年11月23日各派息一次。

各系列央行票據分別以利率為標的，進行競價投
標。中標的投標者會按央行票據發行價獲配發央行票
據。每一系列的央行票據按照其競價投標中獲接納的
最高中標利率為單一年息發行利率計算利息。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據外電引述銷售
文件稱，港府已委託多間投行，包括法國農業信貸、
豐、花旗及摩根大通，發行美元及歐元綠色債券。

這是繼今年年初發行25億美元的綠色債後，港府再次
發行綠色債券。據銷售文件指，金管局副總裁劉應彬、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環境保護署官員，將於今日(16日)
舉行全球投資者電話會議。該份銷售文件未有顯示是次
綠債的發行規模及債券年期，但將涵蓋多個券種。

數據顯示，自2018年推出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來，已
成功發行35億美元(約273億港元)的綠色債券，規模為
全球政府最大者。截至去年底止，香港累計整體綠色
融資規模約為380億美元(約2964億港元)，當中三分之
一的綠色債券發行人首次在香港發債。

【香港商報訊】運輸及房屋局(簡稱運房局)下調今年
度起5年的公營房屋總建屋量預測，最新預測今年度
起5年內，當局將建合共約為10.69萬個公屋單位，當
中包括約 7.31 萬個公屋或 「綠置居」單位，以及約
3.38萬個其他資助出售單位。

至於下調原因，運房局解釋，主要是由於其中3100
個單位的完工日期，由2024/25延至2025/26年。運房
局又指，每年的建屋量會因應個別項目進度而可能有
所不同，亦並非5年總建屋量的平均數，而是基本取
決於政府提供作公營房屋發展的土地供應量及個別項
目進度。

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現時的公屋預測建屋量，仍離港府公布
的《長遠房屋策略》中的建屋目標有一大段距離，建議
透過加快規劃等途徑，爭取提早落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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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同時顯示，從事生物科技的初創企業對發
展前景最有信心，近三成受訪者預期未來三年收入增
長逾倍。約三成大灣區初創計劃於未來三年擴展市
場，香港初創尤其關注深圳的發展機會，而內地城市
的初創則希望打入廣州及中山市場。

初創擴展首要籌集資金
大部分大灣區初創企業(81%)均滿意各自城市的創業

生態系統，當中新零售業初創的滿意度最高，逾九成
給予7分或以上(滿分為10分)，其次為新經濟(86%)、
資訊科技與硬件製造(85%)。為進一步擴展業務，籌集
資金是初創的首要任務之一。受訪者表示，資金是否
充裕(56%)、市場不確定性(31%)，以及市場競爭激烈
(31%)為影響擴展計劃的主要因素。

另外，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關家明指出，灣區內接
近所有創業者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有21%和10%取
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創業者除了擁有高學歷外，也有
年輕化趨勢，當中 20%創業者年齡介乎 22 至 30 歲，
61%創業者年齡介乎31至40歲。而生物科技公司創始
人的年紀及學歷相對較高。

豐香港工商金融中小企業主管王海珍預計，2030
年灣區內整個經濟規模將增加3倍，至4.6萬億美元(約
35.88萬億港元)，料今年初創企業數目為歷年新高，較
2017年增加68%，單在大灣區已有43間總市值達1.1萬
億美元(約8.58萬億港元)的科技獨角獸企業。

王海珍(右)與關家明昨公布有關 「粵港澳大灣區」
初創生態系統的調查結果。

市場導向下的農田「升級」
上海市場的每3個蜜桃中就有2個產自山東臨沂，

長三角城市每賣出 3 隻鹹水鴨，就有 1 隻來自臨沂
……臨沂市作為山東 「南大門」，是山東省對接長三
角的 「橋頭堡」。經過臨沂人幾十年的苦心經營，目
前，僅在農產品方面，每年便有300多萬噸高質量、
無公害蔬菜瓜果由臨沂輸送到上海等地，部分農產品
在長三角佔有率更是達到40%。

在供需這對密切的關係中，長三角城市對於農產品
種類、品質的需求，很大程度上牽動着臨沂市農產品
種植、甚至是農業發展的節奏。

在臨沭縣，通過生產基地內的物聯網系統，長三角
等外地客商可通過視頻系統查看基地作物生產情況，
實現對基地生產全過程全覆蓋監管；在蒙陰縣新大地
優質果品基地，佔地10000畝的標準化、智慧化優質
農產品供應基地被認定為臨沂市首批長三角中心城市
優質農產品供應基地；在向長三角地區年銷售近千萬
元的蘭山區李官鎮鄉村振興示範片，19個田園綜合
體、高效農業園區、現代農業產業園等現代化農業基
礎設施項目投入建設。

可以看到的是，一直以來深耕長三角地區的臨沂
市，在明確提出 「三步走」路徑後，農業現代化、智
慧化、優質化的發展步伐又迎來一次大提速。在如此
背景下，對接長三角需求也成了金改區的一個重要方
面。

臨沂市農業農村局黨組書記、局長、市鄉村振興局
局長孫濤向外界透露，關於金改區的相關工作，農業
農村局在組建普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中心、開展大量
系統調研的同時，摸清普惠金融重點需求情況、實現
精準對接也是重點工作之一。

去年以來，臨沂市先後舉辦優質農產品走進長三角
系列推介活動50餘場次，簽訂產銷合作協議282個。
2021年，臨沂市級資金投入鄉村振興示範片區1.08億

元，美麗鄉村示範片區1.08億元，長
三角中心城市農產品供應基地補助 1
億元，共計整合涉農資金3.16億元

樹立鄉村振興「路牌」
在哪改？如何改？是這場變革中兩個重要的前置

話題。在智慧化、規模化、品牌化趨勢下，合作社正加
速成為發展現代農業的中堅力量，調動合作社的積極
性、引導合作社的規範化、樹立合作社的示範性，都極
大考驗着農業農村部門、財政部門、金融部門的統籌
力。

近期，臨沂市農民合作社發展工作領導小組公布了
《2021年農民合作社市級示範社及2019年市級示範
社監測合格名單的通知》。《通知》顯示，臨沂市蘭
山區瑞豐園果蔬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等151家農民合
作社被認定為2021年市級示範社。臨沂市蘭山區友
交農機服務農民專業合作社等 153 家合作社監測合
格，保留市級示範社稱號。

同時，在今年9月中旬，臨沂市十二部門聯合編製
的《臨沂市農民專業合作社規範提升行動實施方案》
出台，提出 「到2022年，國家、省、市、縣級示範
農民合作社四級聯創體系基本完善，市級以上示範農
民合作社達到 1200 家，其中省級以上達到 400 家；
2025年，市級以上示範農民合作社達到1500家，其
中省級以上達到 500家」的目標。

合作社以及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
相較零散個體種植戶而言，設備、場地、技術等要素
投入成數量級增加。為了保障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良性發展，繼而在一定範圍內起到積極的帶領、示範
效應，《實施方案》表示，支持金融機構在風險可控
的前提下對農民合作社推出免抵押、免擔保、低利率
的普惠金融產品。

同時，《實施方案》顯示，將加快實施新型農業經
營主體信貸直通車等活動，推廣農業產業鏈融資模

式，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
社、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

營主體的支持力度。

農業融資如何「點面結合」
系列政策加持下，臨沂市轄內各類農業主體的融

資、保險等問題正在一次次的創新中獲得解決。
今年10月底，在素有 「中國金銀花之鄉」稱號的

臨沂市平邑縣，農業部門、金融部門、財政部門創新
推出了 「中行沂蒙福農貸」（金銀花貸）系列產品，
助力65萬畝的金銀花產業健康發展。

同樣在今年10月底，臨沂市 「金改區」首個政策
性生豬 「保險+期貨」項目落地郯城縣。據了解，該
項目共承保生豬 23846 頭，折合重量 2614.38 噸，總
保險金額4052.27萬元。當地藉助保險公司的風險管
控能力及期貨公司的專業操作能力，將生豬價格波動
風險轉移到期貨市場，實現風險對沖，保障養殖戶收
益，以解決生豬養殖戶 「豐產不豐收」等問題。

在做大做強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同時，以農戶為代
表的 「散戶」的發展也是一個重點問題。但是分布零
散、相對原始的 「散戶」，通常因為無法提供規範、
透明的生產報告和財務報表，而呈現出融資分散、小
額、短期的特點，幾乎無法在銀行融資。在該問題
上，近年來，一種新型的農業融資模式逐漸被接受，
這就是從工業領域嫁接而來的 「產業鏈融資」。

如蘭山農商行提供的產業鏈融資模式，以農業龍頭
企業為核心展開。在畜牧養殖業領域，通過綁定上游
飼料加工（富達飼料（臨沂）有限公司）與下游食品
加工（山東太合食品有限公司）兩大龍頭企業，推進
「龍頭企業+上下游供應商」的產業鏈貸款業務，以

達到在環節中間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的同時，提升龍

頭企業與 「散戶」之間的服務體驗及用戶粘性。

「試車」一年後迅速「入軌」
在這裏，有着金融服務鄉村振興領域的全國唯一試

點——臨沂市普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改革試驗區（簡
稱：金改區）。按照要求，臨沂要用三年左右的時
間，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措施，打造普惠
金融支持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的沂蒙高地。

今年10月15日，臨沂市人民政府印發《臨沂市普
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改革試驗區三年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從推動農村金融服務下沉、健全城鄉融
合的抵押擔保體系、拓寬企業直接融資渠道等7個方
面制定了45個具體細則。

在當地政府相關政策扶持、各類金融主體探索下，
臨沂市普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工作亮點頻出。

孫濤對外表示，目前，臨沂市在試點縣費縣成功舉
辦了 「兩山銀行」啟動儀式，目前，已研究出台了
「產業振興」 「創業致富」 「低碳綠色」 「科技綠

色」四大系列的兩山模式系列貸，截至8月底，已成
功運作 「兩山」銀行試點信貸業務35筆，信貸額度
4163萬元。

「截至今年8月末，臨沂全市新增涉農貸款佔新增
總貸款的41.4%。臨沂市股權質押貸款總額在全省試
點中率先突破億元大關，目前已纍計發放貸款1.97億
元，財政助力鄉村振興支持農村財務管理改革試點、
農村產權交易平台建設等工作也在積極推進中。」孫
濤說道。

臨沂藉助大數據、資本、人才等田間要素市場的培
育，逐步建立起了與農民聯繫緊密的利益共享機制，
有效盤活了資源，拓展了農民增收空間，推動了城鄉
融合發展。

這項這項「「山東第一山東第一」」 紅色沂蒙是如何煉成的紅色沂蒙是如何煉成的
鄉村振興是場持久戰，紅色的沂蒙老區已 「拚」 了多年。
如果你的印象還停留在菜販遍地、菜農面朝黃土背朝天，那麼現下的臨沂，是你很難想像

的全新模樣。
在2020年山東省對市鄉村振興戰略實績考核中，臨沂市位居全省第一。2021年臨沂市政府

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圍繞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目標，統籌、融
合、有序推進 「五個振興」 ，突出 「三步走」 引領，籌劃對接長三角地區、粵港澳大
灣區城市系列活動等。
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同屬中國最具市場活力、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

臨沂和長三角、粵港澳的 「以農相約」 顯然有着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臨沂市
農業農村部門、財政部門密切配合，引導農民從自發種植到合作社規模化運
營，再到金融、技術、大數據等要素下鄉做強產業鏈， 「1×2×3」 的三產融
合新格局正迎面走來。 文/ 曹蕾 侯寶之 韓樂樂 圖/ 孫運河

臨沂正全力推動臨沂正全力推動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

臨沂正通過要素下鄉做強產業鏈臨沂正通過要素下鄉做強產業鏈市場導向下的農田「升級」
上海市場的每3個蜜桃中就有2個產自山東臨沂，

長三角城市每賣出 3 隻鹹水鴨，就有 1 隻來自臨沂
……臨沂市作為山東 「南大門」，是山東省對接長三
角的 「橋頭堡」。經過臨沂人幾十年的苦心經營，目
前，僅在農產品方面，每年便有300多萬噸高質量、
無公害蔬菜瓜果由臨沂輸送到上海等地，部分農產品
在長三角佔有率更是達到40%。

在供需這對密切的關係中，長三角城市對於農產品
種類、品質的需求，很大程度上牽動着臨沂市農產品
種植、甚至是農業發展的節奏。

在臨沭縣，通過生產基地內的物聯網系統，長三角
等外地客商可通過視頻系統查看基地作物生產情況，
實現對基地生產全過程全覆蓋監管；在蒙陰縣新大地
優質果品基地，佔地10000畝的標準化、智慧化優質
農產品供應基地被認定為臨沂市首批長三角中心城市
優質農產品供應基地；在向長三角地區年銷售近千萬
元的蘭山區李官鎮鄉村振興示範片，19個田園綜合
體、高效農業園區、現代農業產業園等現代化農業基
礎設施項目投入建設。

可以看到的是，一直以來深耕長三角地區的臨沂
市，在明確提出 「三步走」路徑後，農業現代化、智
慧化、優質化的發展步伐又迎來一次大提速。在如此
背景下，對接長三角需求也成了金改區的一個重要方
面。

臨沂市農業農村局黨組書記、局長、市鄉村振興局
局長孫濤向外界透露，關於金改區的相關工作，農業
農村局在組建普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中心、開展大量
系統調研的同時，摸清普惠金融重點需求情況、實現
精準對接也是重點工作之一。

去年以來，臨沂市先後舉辦優質農產品走進長三角
系列推介活動50餘場次，簽訂產銷合作協議282個。
2021年，臨沂市級資金投入鄉村振興示範片區1.08億

元，美麗鄉村示範片區1.08億元，長
三角中心城市農產品供應基地補助 1
億元，共計整合涉農資金3.16億元

樹立鄉村振興「路牌」
在哪改？如何改？是這場變革中兩個重要的前置

話題。在智慧化、規模化、品牌化趨勢下，合作社正加
速成為發展現代農業的中堅力量，調動合作社的積極
性、引導合作社的規範化、樹立合作社的示範性，都極
大考驗着農業農村部門、財政部門、金融部門的統籌
力。

近期，臨沂市農民合作社發展工作領導小組公布了
《2021年農民合作社市級示範社及2019年市級示範
社監測合格名單的通知》。《通知》顯示，臨沂市蘭
山區瑞豐園果蔬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等151家農民合
作社被認定為2021年市級示範社。臨沂市蘭山區友
交農機服務農民專業合作社等 153 家合作社監測合
格，保留市級示範社稱號。

同時，在今年9月中旬，臨沂市十二部門聯合編製
的《臨沂市農民專業合作社規範提升行動實施方案》
出台，提出 「到2022年，國家、省、市、縣級示範
農民合作社四級聯創體系基本完善，市級以上示範農
民合作社達到 1200 家，其中省級以上達到 400 家；
2025年，市級以上示範農民合作社達到1500家，其
中省級以上達到 500家」的目標。

合作社以及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
相較零散個體種植戶而言，設備、場地、技術等要素
投入成數量級增加。為了保障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良性發展，繼而在一定範圍內起到積極的帶領、示範
效應，《實施方案》表示，支持金融機構在風險可控
的前提下對農民合作社推出免抵押、免擔保、低利率
的普惠金融產品。

同時，《實施方案》顯示，將加快實施新型農業經
營主體信貸直通車等活動，推廣農業產業鏈融資模

式，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
社、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

營主體的支持力度。

農業融資如何「點面結合」
系列政策加持下，臨沂市轄內各類農業主體的融

資、保險等問題正在一次次的創新中獲得解決。
今年10月底，在素有 「中國金銀花之鄉」稱號的

臨沂市平邑縣，農業部門、金融部門、財政部門創新
推出了 「中行沂蒙福農貸」（金銀花貸）系列產品，
助力65萬畝的金銀花產業健康發展。

同樣在今年10月底，臨沂市 「金改區」首個政策
性生豬 「保險+期貨」項目落地郯城縣。據了解，該
項目共承保生豬 23846 頭，折合重量 2614.38 噸，總
保險金額4052.27萬元。當地藉助保險公司的風險管
控能力及期貨公司的專業操作能力，將生豬價格波動
風險轉移到期貨市場，實現風險對沖，保障養殖戶收
益，以解決生豬養殖戶 「豐產不豐收」等問題。

在做大做強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同時，以農戶為代
表的 「散戶」的發展也是一個重點問題。但是分布零
散、相對原始的 「散戶」，通常因為無法提供規範、
透明的生產報告和財務報表，而呈現出融資分散、小
額、短期的特點，幾乎無法在銀行融資。在該問題
上，近年來，一種新型的農業融資模式逐漸被接受，
這就是從工業領域嫁接而來的 「產業鏈融資」。

如蘭山農商行提供的產業鏈融資模式，以農業龍頭
企業為核心展開。在畜牧養殖業領域，通過綁定上游
飼料加工（富達飼料（臨沂）有限公司）與下游食品
加工（山東太合食品有限公司）兩大龍頭企業，推進
「龍頭企業+上下游供應商」的產業鏈貸款業務，以

達到在環節中間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的同時，提升龍

頭企業與 「散戶」之間的服務體驗及用戶粘性。

「試車」一年後迅速「入軌」
在這裏，有着金融服務鄉村振興領域的全國唯一試

點——臨沂市普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改革試驗區（簡
稱：金改區）。按照要求，臨沂要用三年左右的時
間，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措施，打造普惠
金融支持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的沂蒙高地。

今年10月15日，臨沂市人民政府印發《臨沂市普
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改革試驗區三年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從推動農村金融服務下沉、健全城鄉融
合的抵押擔保體系、拓寬企業直接融資渠道等7個方
面制定了45個具體細則。

在當地政府相關政策扶持、各類金融主體探索下，
臨沂市普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工作亮點頻出。

孫濤對外表示，目前，臨沂市在試點縣費縣成功舉
辦了 「兩山銀行」啟動儀式，目前，已研究出台了
「產業振興」 「創業致富」 「低碳綠色」 「科技綠

色」四大系列的兩山模式系列貸，截至8月底，已成
功運作 「兩山」銀行試點信貸業務35筆，信貸額度
4163萬元。

「截至今年8月末，臨沂全市新增涉農貸款佔新增
總貸款的41.4%。臨沂市股權質押貸款總額在全省試
點中率先突破億元大關，目前已纍計發放貸款1.97億
元，財政助力鄉村振興支持農村財務管理改革試點、
農村產權交易平台建設等工作也在積極推進中。」孫
濤說道。

臨沂藉助大數據、資本、人才等田間要素市場的培
育，逐步建立起了與農民聯繫緊密的利益共享機制，
有效盤活了資源，拓展了農民增收空間，推動了城鄉
融合發展。

這項這項「「山東第一山東第一」」 紅色沂蒙是如何煉成的紅色沂蒙是如何煉成的
鄉村振興是場持久戰，紅色的沂蒙老區已 「拚」 了多年。
如果你的印象還停留在菜販遍地、菜農面朝黃土背朝天，那麼現下的臨沂，是你很難想像

的全新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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