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耿認為，深圳有非常雄厚的供應鏈和研
發能力，人口亦已經遠超香港， 「所以深圳在
數字化的情況下，很容易跟香港配合」。

目前，香港有逾 600 間在不同領域發展的金融科技公
司。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其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未
來將不斷提升香港的金融科技競爭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
出，未來香港金融業的最大增長潛力將是金融科技。

而深圳更是內地最早關注和支持金融科技發展的城市之一，目
前已形成較為完整的金融科技生態體系，包括深圳落地了央行數
字貨幣研究院；作為全國率先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的城市，深圳不
斷創新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現時已有超130萬個應用場景；稍早前
結束的第二十四屆高交會上，多項來自深圳的金融科技成果閃亮登
場。

「深圳的實體經濟非常強大，而且通過數字經濟可以很容易和全球的供
應鏈緊密聯繫在一起。」肖耿說道。

有學者認為，目前而言，只有分別代表歐洲經濟和北美經濟的倫敦與紐
約，可以稱得上是 「全球金融中心」，但若把香港與深圳兩地的金融業增加
值、金融市場、金融總部機構等指標 「簡單相加」，則在不少金融領域都能跑
贏倫敦和紐約。

肖耿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地理上深圳河的寬度大概只有50米， 「港深就應該
是一個城市」，所以兩座城市的產業結構分開來看都會是不平衡的，但若果相加，
就有條件可成為實力超強的 「全球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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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
護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中國傳統製茶技藝及其相
關習俗」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作名錄，對弘揚中國茶文化很有意義。要扎實做好
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
的精神文化需求，推進文化自信自強。要推動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增強中華民族

凝聚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鑒，講好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故事，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11月29日，中國申報的 「中國傳統製茶技藝及其相
關習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

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17屆常會上通過評
審，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作名錄。目前，中國共有43個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名冊，居世界第一。

習近平：做好非遺系統性保護 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11月內地新增
貸款1.21萬億

學者指港深合作1+1>2

聯手締造國際金融中心群
港深銜接聯通內外循環

金融科技潛力大
優勢互補超紐倫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人民銀行昨日發布的
金融統計數據顯示，11月份中國人民幣貸款增加1.21萬億

元，同比少增596億元。
人行數據顯示，11月末，中國人民幣貸款餘額212.59萬億元，同比增長

11%，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1個和0.7個百分點。前11個月，
中國人民幣貸款累計增加19.91萬億元，同比多增1.09萬億元。

分部門看，11月份，中國住戶貸款增加2627億元；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
8837億元，其中中長期貸款增加7367億元。

在貨幣供應方面，11 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 264.7 萬億元，同比增長
12.4%，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6個和3.9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

餘額66.7萬億元，同比增長4.6%，增速比上月末低
1.2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高1.6個百分點。

另外，11月份中國人民幣存款增加2.95萬億元，
同比多增1.81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2.25萬
億元。

同日發布的社會融資數據顯示，11月中國社會融
資規模增量為 1.99 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 6109 億
元；11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343.19萬億元，同
比增長10%。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消息，國家統計局昨日發
布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糧食實現增產豐收。全國
糧食總產量達13731億斤，比上年增加74億斤，增長
0.5%，糧食產量連續8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

2022 年，全國夏糧和早稻產量分別為 2948.1 億斤
和 562.5 億斤，比上年增加 28.9 億
斤和2.1億斤。今年南方地區持續
高溫乾旱，對秋糧生產帶來不利影
響。中央財政緊急安排農業生產和
水利救災資金；同時，近年來建成
的高標準農田，對農業防災減災發
揮重要作用。全國秋糧產量10220
億斤，比上年增加42.5億斤。

多數省份糧食增產。全國 31 個
省區市中，有 23 個糧食增產。其
中，河南上年洪澇災害造成減產，
今年恢復性增產49億斤。

「2022年，全國糧食再獲豐收，
為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
行在合理區間提供了有力支撐，為
應對複雜嚴峻國際環境、戰勝各種
風險挑戰奠定了堅實基礎，為穩定
全球糧食市場和食物安全作出了積
極貢獻。」國家統計局農村司司長
王貴榮說。

內地不斷優化
防疫便民措施

中國全年糧食總產量
達13731億斤創新高

關於 「國際金融中心群」，肖耿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解釋道： 「過去我們
的概念是，國際金融中心只能一個城市，但是現在有數字金融，而且金融科技非

常發達。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實際上有兩套金融體系，一套是
香港的以港幣為基礎的離岸金融體系，在內地還有一套是以人民幣為基礎的在岸金融體系，如此

一來，港深就有可能共建國際金融中心群。」
「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是完全開放的，也非常國際化市場化。」肖耿形容香港是一塊吸鐵石，
「從國際市場還有全球工業來講，很容易融入其他經濟體」。

香港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處理全球約75%的離岸人民幣結算業務。香港資本
市場是內地企業重要的境外融資中心。2018年，港交所推出香港回歸以來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
允許未能通過主板財務測試的生物科技公司、擁有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創新產業公司和在海外已上
市並尋求二次上市的大中華及國際公司在港上市。自改革實施以來，已有178家內地新經濟企業
在港上市，推動香港成為全球領先的生物科技融資中心。

那麼一河之隔的深圳又有什麼優勢？肖耿認為，深圳剛好處於 「外循環和內循環銜接的地
方」，深圳河以南就是外循環，以北就是內循環，而內循環和外循環之間是需要銜接的。

作為中國經濟特區和先行示範區，深圳以金融業為戰略性支柱產業，與北京、上海並列為內地
金融城市 「第一梯隊」。其中，深圳金融增加值增速居一線城市首位，近兩年平均增速8.3%，今
年首三季度增速達8.7%，高於全國（5.5%）及廣東省平均水平（8.3%）。

如果說，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主要發揮離岸市場優勢；深圳作為內循環體
系，則主要是發揮吸引內地人民幣資源優勢，為人民幣的交易、投資、支付、結算

創造巨大需求。數據顯示，2021年深圳跨境人民幣收付規模突破3萬億元，
人民幣在深圳跨境本外幣收支佔比亦提升至47.5%，成為深港之間第

一大跨境支付貨幣。
「深港之間如果能夠深入合作，就可以一起來共

建 內 外 循 環 緊 密 銜 接 的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群。」肖耿說。

【香港商報訊】內地優化措施便利民眾就醫買藥。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日前發布《關於做好新冠肺炎互
聯網醫療服務的通知》，要求醫療機構可以通過互聯
網診療平台為患者在線開具治療新冠肺炎相關症狀的
處方，並鼓勵委託符合條件的第三方將藥品配送到患
者家中。若發現患者病情出現變化或存在其他不適宜
在線診療服務的，應當引導患者到實體醫療機構就診。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近日進行
醫院內部交流時，研判內地本次疫情的高峰可能會在
一個月內到來，要整體度過此次疫情，可能需要3至
6 個月時間。他強調現時需要避免脆弱人群同時感
染，以防醫療資源出現巨大擠兌，並呼籲老年人近期
不要去跳廣場舞、搓麻將、聚集聊天。

張文宏昨日發文指，內地新冠疫情正在進入 「最後
一程」，並最終會向季節性流行病轉變，現在階段需
要全社會的動員，保護老年人與脆弱人群，其中最核
心的原則是，應該盡一切能力，延緩老年群體的感染
時間，最大程度減少在第一波疫情高峰中的老年感染
者數量。

張文宏再次強調大面積接種疫苗的重要性，對於目
前尚未接種疫苗的老年人，只要符合接種條件，應抓
緊時間，在第一波疫情高峰期來臨前儘快接種。 「從
接種數量上來看，3針的保護力優於2針，2針的保護
力優於1針。接種的每一針疫苗，都將會給人體提供
一定的保護。」他表示。

此外，張文宏認為，隨着北方進入冬季，寒冷也是
新冠的 「幫手」，又逢流行性感冒的高發期， 「安穩
度疫」的挑戰會比南方更大一些。

「行程卡」 今日下線

【又訊】今日零時起，內地 「通信行程卡」正式下
線，與之相關的短訊、網頁、微信小程序、支付寶小
程序、APP等查詢渠道亦同步下線。

「通信行程卡」於2020年初推出，用以記錄用戶
行程信息，並判定是否到過中高風險地區。目前，內
地多個省市已不再報告中高風險區，加上 「新十條」
明確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
健康碼， 「通信行程卡」自然也退出歷史舞台。

同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三大運營商
昨日先後表示，將按照相關法律規定， 「通信行程
卡」下線後，會同步刪除用戶行程相關數據，依法保
障個人信息安全。

12月13日零時起，內地正式下線手機 「通信行程
卡」 服務。 中新社

圖為山東省臨沂市郯城縣郯城街道農民將收獲的水
稻裝車。 新華社

近日，安徽省2021年度高新區創新驅動發展綜合
評價結果公布，合肥新站高新區位列綜合排名第 2
名。其中，綠色發展和開放創新、結構優化和產業
價值鏈、創新能力和創業活躍度、綜合質效和持續
創新力單項指標均排名前列，彰顯區域科技創新活
力。

創新幫企增活力
爭先進位背後，是有為的政府與有效的市場雙向

發力。今年以來，新站區通過股權直投、投貸聯
動、產業基金等方式，累計參與設立基金共計 12
隻，基金總規模132億元，累計投放項目66個，項目
總投資72.13億元，撬動社會資本119億元。同時，
在搭平台、聚人才、建載體上持續發力，建成國家
級、省市孵化平台12家，孵化載體面積超17萬平方
米，入駐企業超700家，孵化器就業人數超5000人。

目前，全區共有 「專精特新」企業69家，規上工
業企業141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超過240家。井松
智能、勁旅環境、匯成股份3家企業首發上市，翰博
高新轉板上市，頎中科技等2家企業順利過會，資本
市場鐘鑼聲交相輝映，頻現 「高光時刻」。

創新為企添動力
今年以來，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持續推進

數字彩虹建設，先後投入8000多萬元，採用智能化
設備，通過引入5G+工業互聯網技術，生產效率和
良品率雙雙邁上新台階。公司負責人介紹，過去，
一條生產線大概每8秒鐘能下線一片玻璃，實施數字
化改造後，現在縮短到6秒，效率提高25%左右。

通過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助推企業能級
壯大、產業升級，區域產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後勁十
足。全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年均增速20.5%，規模
以上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速17%，實現了質的穩步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長。

創新助企提實力
剛剛落幕的2022世界集成電路大會上，新站高新

區企業 「組團」亮相，京東方、晶合集成、視涯科
技、維信諾、先導、江豐、樂凱、福納……十餘家
企業攜新產品參展，技術創新的 「硬核」實力充分
展現。

不只是新型顯示產業 「一枝獨秀」。12月6日，安
徽元琛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獲批2022年（第
29批）國家企業技術中心，未來將重點圍繞功能性
高分子材料領域探索創新，以新型過濾材料和煙氣
凈化相關新品種為技術開發與創新研究的主攻方
向，努力實現進口替代。

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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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落幕的2022世界集成電路大會上，新站高新

區企業 「組團」亮相，京東方、晶合集成、視涯科
技、維信諾、先導、江豐、樂凱、福納……十餘家
企業攜新產品參展，技術創新的 「硬核」實力充分
展現。

不只是新型顯示產業 「一枝獨秀」。12月6日，安
徽元琛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獲批2022年（第
29批）國家企業技術中心，未來將重點圍繞功能性
高分子材料領域探索創新，以新型過濾材料和煙氣
凈化相關新品種為技術開發與創新研究的主攻方
向，努力實現進口替代。

張敏

一組數字 看合肥新站創新之道

港深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 「雙引擎」，在香港
回歸祖國的這 25 年間，早已在方方面面形成合作無
間、強強聯手的關係。

在金融領域方面， 「跨境理財通」在粵港澳大灣區試點已逾一年。據人
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披露，截至今年 10 月，大灣區內地試點銀行累計開立

「跨境理財通」業務相關賬戶50167個，辦理資金跨境匯劃15.61億元人民
幣，其中深圳地區開通 「跨境理財通」的業務量在整個大灣區最高，佔

比近四成。
在產業合作方面，據廣東省政府數據，截至今年4月，前海合作
區累計註冊港資企業達1.19萬家；2021年，實際使用港資佔前

海實際使用外資 93.8%，包括滙豐、恒生、東亞、周大
福、港鐵等一批知名港企紛紛落戶前海。

對此，肖耿指出：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背後的實體經濟主要是在大灣區，所以對

深港合作就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理
由。如果沒有深圳還有大灣區的支

持，那麼香港的實體經濟就比
較空洞化了。」

大灣區雙引擎
合作緊密無間

深圳河以南的香
港，是東方之珠、亞洲國際

都會、購物天堂；深圳河以北的
深圳，是國家創新型城市、創客之
城、設計之都。港深各自創造了無數
奇蹟。如果將兩座奇蹟之城 「相加」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香港國際
金融學會主席肖耿的答案是，那會是
一個實力強勁的 「國際金融中心
群」 。

香港商報記者 楊穎婕

1

2

3

2022年12月14日 星期三

S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