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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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僅往返曼谷 未來深耕內地東南亞
大灣區航空低調首航

本港航運利得稅減半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特區政府修訂

法例，為合資格航運業商業主導人提供利得稅半稅
優惠，即稅率為8.25%。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昨
在網誌表示，新推出的措施將為他們提供在港營運
的經濟誘因，並帶動其他海運服務需求，有利壯大
本港船務業務和海運業群，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海運
中心的地位。當局計劃連同海運港口局和投資推廣
署，透過業界宣傳新優惠稅制。

7月22日，《2022年稅務（修訂）（與航運有關
的某些活動的稅務寬減）條例》刊憲。林世雄表
示，適用於相關航運業商業主導人在今年4月1日或
之後收取或獲累算的款項。

林世雄:提升香港海運中心地位
林世雄指出，現時全球貨運量超過八成循水路運

輸，對水運的需求相信會繼續帶動對高增值海運服
務的需求。隨全球經濟重心東移，亞洲擁有全球
超過一半的商船數目，預期海運服務需求會在亞洲
急速增長。為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及可持續
的經濟發展，特區政府一直銳意推動香港的海運服

務業向高增值方向發展。今年，政府已進一步向船
舶代理商、船舶管理商和船舶經紀商，提供利得稅
半稅優惠（即稅率為8.25%）。

他介紹，船舶代理、船舶管理和船舶經紀業務是
支持國際航運活動的重要海運業務服務。船舶代理
商通常代表船舶擁有人、租用人或船舶出租商，在
港口協助提高船舶停泊效率的各單位，如處理港口
貨運事宜、向有關當局申請船舶清關，以及提供港
口和船舶進出港服務。船舶管理商的服務通常涉及
船舶的技術、船員和商業方面的管理，以及其保險
安排，讓船舶可適當及安全地營運和航行。船舶經
紀商會則按不同船舶使用者，如船舶擁有人、租用
人、出租商、準船舶買家或承租人的利益，協助他
們達成船舶業務交易。

未來，運輸及物流局計劃聯同香港海運港口局成
員、投資推廣署，透過與業界進行推廣及簡介，宣
傳政府的新優惠稅制。局方亦會善用香港海運港口
局海外及內地訪問和參展的機會，以及在各項區域
和國際海事活動和會議，向相關的海事機構和航運
公司推廣新的稅務優惠措施。

黃楚標：灣航不是港龍復活
據中通社報道，在大灣區航空成立前，香港共有三

家客運航空公司，分別為國泰航空、香港快運航空和
香港航空。受新冠疫情影響，國泰旗下港龍航空已於
2020年10月停運。國泰航空是香港機場最大的主基地
航空公司，約佔香港航空市場份額的80%，主要運營
國際航線；香港快運航空定位為低成本航空公司。原

先的港龍航空以香港至內地各地的航線居多，港龍停
運後這部分市場出現空缺。

早在2010年5月，大灣區航空就已註冊成立，曾先
後更名為東海航空（香港）、香港紫荊航空等，2020
年7月8日正式確定為大灣區航空（GBA）。其創辦
人黃楚標亦為深圳東海航空董事長。

黃楚標強調，大灣區航空不會是港龍航空的復活。
大灣區航空的定位將介於全服務航空公司及低成本航

空公司之間，主要針對休閒旅客，以更低的成本和相
對經濟的價格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選擇。

瞄準大灣區商機
對於今次首航，灣航十分低調。因考量新冠疫情及

社交距離要求，為避免人群聚集，大灣區航空甚至沒
有舉行首航活動。

灣航市場營銷及客戶體驗主管黎婉兒表示，新冠疫
情下，香港有7天的現有酒店隔離政策，市民若非必
要的出行，或可延遲展開旅程。她希望，特區政府在
條件許可下，考慮取消或縮短7天的隔離措施。她表
示，公司暫時只有香港飛往曼谷的航班開始營運，但
向特區政府申請共104個航點均已獲批，只是需時向
所在目的地的當局申請許可證。她認為，港人喜愛外
遊，加上大灣區有8000多萬人口，這是很大的商機。

負責駕駛首航客機的機長梁志坤表示，大灣區航空
首航標誌香港有新一頁，對此感到興奮，期望公司未
來會有更多航線投入服務。他相信在香港機場第三跑

道帶動下，業界未來數年發展會更快，各方面均將恢
復到疫情前水平。

百餘航點內地城市近半
目前，灣航已獲得香港空運牌照局頒發的牌照，有

效期為 5 年，可營辦編定航程航線，在香港運載乘
客、貨物或郵件，無限次往返香港國際機場。同時，
灣航亦獲得香港運輸及房屋局授予指定航空公司資
格，成為香港特區與其他國家及地區協議下的指定航
空公司；獲此資格後，就能向國外相關監管機構申請
營運定期航班服務。而其 104 個航點有效期至 2027
年，可往返香港至內地、台灣，以及日本、韓國、泰
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當中近半為內地城市，
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廈門等一、二線城
市，也有濰坊、鹽城、徐州等三線城市。

因疫情及其他原因，灣航目前尚未獲准飛往內地任
何一個城市。啟航初期，灣航逢周三和周六有航班往
返曼谷。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昨日，行政長官李家
超首次以香港大學校監身份，出席港大111周年慶典暨科
創地標Tech Landmark動土儀式。李家超致辭時表示，新
大樓將成為人工智能、生物醫學工程和量子科學等範疇的
研究基地，相信大學推動科學與技術發展，加上國家 「十
四五」規劃支持，有助香港成為國際創新及科技中心。他
強調，大學肩負為香港和國家培育年輕一代的重要使命，
政府會全力支持大學發展。

特首盛讚港大Tech Landmark計劃
當天，香港大學舉辦 111 周年慶典暨科創地標 Tech

Landmark項目動土儀式，李家超出席並致辭。他引述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中對香港
年輕人的關心，指出香港的大學肩負培育年輕一代的重
任，政府會繼續全力支持大學發展，並期望各大學能貫
徹此重任。他對港大今次計劃讚譽有加，形容 Tech
Landmark設計非凡，稱這是港大宏圖之一，未來還包括
蒲飛路校園和醫學院擴建等。他相信這些建設完全符合
國家 「十四五」規劃將香港建成國際創科中心的定位，
港大亦定能保持其在香港創科路上最前沿的位置。

據介紹，Tech Landmark項目預計2024年落成，內設12
所研究院，從事人工智能（AI）、大數據、智能材料、量
子科學和生物醫學工程等跨學科研究，港大這一重點研究
基地將成為創新思維、學習、教學、研究和創業的樞紐。
該項目不僅是港大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亦為未來大學連串
結合人文學科與世界級創新科技結合的項目拉開序幕。未
來幾年，港大前沿基建項目還包括設有世界級研究及深科
技實驗室的全球創新中心(Global Innovation Centre) 、蒲
飛路校園可持續發展及智慧校園空間、港大深圳校區以及
為延攬及培育人才所需的居住及其他設施等。

港大新創科大樓獲8億捐贈
今年正值香港大學成立111周年，校長張翔分享了推動

港大邁向全球領導地位的願景。他說，港大將更努力以知
識回饋社會，服務香港和國家，彰顯人文關懷。而Tech
Landmark動土，見證以開拓知識、應對未來，憑藉對老齡
化社會、智能城市、大數據等重大課題的研究應用，將創
新科技和方法用來改善社會民生。

港大校方表示，Tech Landmark的建設，有賴兩間長期
支持港大的合作夥伴，包括郭氏集團和信興教育及慈善
基金合共港幣 8 億元的捐贈，為此致以衷心謝意。該項

目是港大響應國家 「十四五」規劃、致力推動香港創新
科技發展、確立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地位的重要一
步，將為國家加快科技建設作出學術、研究及培育人才
方面的貢獻。港大致力從人本出發結合創新科技重新定
義未來，會持續增強學術實力，從世界各地積極延攬優
秀學者，並肩負培養和發展區內頂尖人才的重任，以營
造活躍的學術環境和充滿活力的跨學科合作和知識轉移
平台。

【香港商報訊】經過逾兩年籌備後，香港 「大灣區航空」 （簡稱 「灣
航」 ）昨日首航，首班機於早上10時半從香港起飛，目的地是泰國首都曼
谷。在疫情衝擊下，全球航空業基本都是慘淡度日，灣航選擇此時首航備
受矚目。灣航亦期望，特區政府可在有條件下，縮短或取消7日酒店隔離
措施，協助航空業盡快復蘇。

李家超：全力支持大學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昨日，民建聯
選委界別立法會議員聯同多名中小企業界選委，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副局長陳百里進行
線上交流。多名選委表示，香港要加強發揮 「超級
聯繫人」角色，加強到東盟國家講好香港故事，香
港也可擔當 「窗口港」角色，協助內地企業走出
去；至於 「北部都會區」及創科發展對青年和經濟
發展必有得益，希望政府提出更多政策扶助青年與
中小企發展。

本港現時有超過30萬家中小企業，佔全港企業總
數98%以上。中小企業發展與商業表現對本港經濟
發展相當重要。因此，民建聯選委界別議員葛珮
帆、陳仲尼、林琳及郭玲麗、民建聯副主席兼立法
會議員陳勇、自由黨選委界別議員李鎮強，昨日聯
同多名中小企業界選委，包括盧錦欽、張偉儒、肖
凱、沈慧林等與丘應樺、陳百里進行交流。

積極研究與內地及海外通關
葛珮帆表示，資訊科技界現時缺 7 萬人，須想

方設法吸引內地及海外人才來港發展。她說，自
己有份協助遊說創科龍頭企業來港設立國際總

部，而網上平台蘊含巨大商機，因此期望政府大
力推動及支援，協助中小企進行數碼化網上交
易。此外，她亦呼籲政府積極研究盡快與內地及
海外通關。

陳仲尼亦提到，現時無法與內地通關，也未能與
國際聯通，香港出現人才流失，不少企業已在新加
坡及多哈設辦公室，企業及人才落戶後不會輕易回
港，故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盡快提供與內地通關和與
國際聯通的時間表及路線圖。

林琳認同業界就青年多元出路的意見，表示將積
極跟進有關事項，期望在跨局協作下可就青年就業
階梯提供更適切支持。

郭玲麗認為，業界希望政府協助發展網上商業平
台或科技發展，期待香港盡快完善5G建設技術，以
配合未來發展需求。

陳勇指，若中小企業界在內地發展業務上有任何
關注或意見表達，歡迎隨時聯絡他及其他全國人大
代表或政協委員。

出席會交流的丘應樺感謝中小企業界代表提出多
項真知灼見，承諾團隊會持續與立法會及業界聯
絡，共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

中小企冀港府助推數碼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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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立，曾用東海航空（香港）、香港紫荊航空等命名

大灣區航空名稱確定

開始籌備運營

接收首架波音737-800飛機

取得香港民航處頒發航空營運人許可證

獲香港空運牌照局頒發牌照，有效期5年

獲香港運輸及房屋局授予指定航空公司資格

成功首航香港曼谷航線

李家超昨日首次以校監身份出席香港大學活動。 政府新聞處

大灣區航空(灣航，GBA)昨日首航，初期將於每周三和周六往返香港與曼谷。 灣航官網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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