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建業坦言，因為內地業務受疫情防控措施，及買
家對預售未完工樓盤失去信心所影響，加上本港物業
成交 「斷崖式」急挫，美聯正出現史無前例的重大虧
損。

將錄史無前例重大虧損
黃建業表示，近期出現高價商業物業以低價成交，

及 「啟德」地王以 「時光倒流價」批出，其實都反映
本港樓市及代理行業皆未擺脫最壞時刻。緊接而至的
農曆新年是傳統樓市淡季，料 「年關難過」，明年1月
代理行業的失業潮及吉舖將邁向高峰，甚或繼續拖累
其他地產相關行業，負資產上升甚至拖慢經濟復常。

不過，農曆年後或會因購買力累積及新盤加快推售
而出現 「小陽春」。樓價將先 「尋底橫行」，待站穩
並找到有力的 「支持點」後，才有機會慢慢重拾升
軌。當前市場上最需要有四盞 「綠燈」：第一盞是內
地與本港全面通關；第二盞是經濟復蘇；第三盞是市
民恢復前景信心；第四盞是息口見頂。

冀望港府出招救樓市
黃建業冀望特區政府提出具體措施，加力吸引外商

來港投資，加速經濟 「疫後重生」。黃建業建議，政
府應以更具前瞻性的眼光及數據領導市場，大力催谷
經濟，立即減 「辣」甚至撤 「辣」，以助經濟加速復
常。

具體建議包括：放寬按揭措施，2000萬元以下物業
可借九成；調高至500萬元或以下物業只需付100元印
花稅，幫助更多上車人士；將15%的新住宅印花稅稅率
回復至雙倍印花稅DSD，為市民換樓開方便之門。

黃建業強調，樓價大幅直插實屬非常不健康。樓市
價量急跌拖累經濟，勢必推高失業率及商舖空置率，
令市面更蕭條。

聖誕假期樓市成交回暖

行業爆最勁淘汰戰
美聯黃建業料年關更多代理失業 Deel：遙距工作成趨勢

企業須更主動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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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新冠病毒感染為
工作模式及職場生態帶來不能逆轉的改變，展望
2023年，香港的職場又會有什麼新走向？從事人力
資源及支付薪酬解決方案的Deel，其亞洲業務拓展總
監兼香港、新加坡、東南亞國家聯盟及印度業務主管
Karen Ng接受本報訪問時稱，遙距工作將繼續成為
趨勢，面對工作模式的 「新常態」，企業的人力資源
部門須更為主動挽留人才。

「線上+實體」工作模式料持續
「從事人力資源者，明年須思考如何挽留員工，若

不能在香港尋找員工，就需要開放邊境，從海外吸納
人才。」Karen Ng預計，踏入2023年，求職者將更
講求彈性工作模式，未來混合、即 「線上+實體」的
工作模式將會持續，故此企業須為員工提供電子儀
器，包括筆記本電腦。

Deel早前發表明年工作模式預測，明年職場趨勢的
關鍵詞包括自願性過度就業(Overemployed)、工作旅
行(Workcation)、靈活無年假制度、靈活工作世代
(Gen Flex)及無縫工作模式(Sukima)等。Karen Ng
稱，今天不少求職者不再要求黃昏下班，所以要在科
技的投資需要增加， 「但這並非代表今後企業毋須設
有辦公室，直到今天，不少客戶仍然期望到辦公室，
與企業老闆一起喝咖啡見面」。

線上會議平台須提升技術
新冠疫情催生一系列線上會議軟件，包括Zoom、

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s及BlueJeans等。即使
新冠感染已逐漸成為風土病，但Karen Ng認為，未
來仍需要網絡會議，未來線上會議平台，必須作出改
革及技術提升，方可吸引使用者。她認為，除了加強
網絡的聯繫性，線上會議平台更要從中形成生態圈；
軟件開發商將會投放資源開發與人力資源相關的軟
件。

展望明年香港的職場生態，Karen Ng估計，軟件
工程師、技術工程師，以及企業發展人才將成為三大
爭奪目標。

Karen Ng表示，遙距工作將繼續成為趨勢，企業
的人力資源部門須更主動挽留人才。

黃建業料樓市徹底復常仍須等待香港和內地全面通關、經濟復蘇、市民信心恢復，以及息口見頂。

【香港商報訊】美聯集團(1200)
主席黃建業在回顧 2022 年時指
出，本港地產代理行業挑戰重
重，行業飽受多項負面因素夾
擊，明年1月份農曆新年前會有更
多代理失業、更多分行將關門結
業，地產代理行業正爆發史上最
激烈的 「淘汰戰」 。

【香港商報訊】藉通關消息，發展商部署新盤
銷售。恒地(012)旗下旺角利奧坊‧壹隅本周四(29
日)以先到先得形式推售10伙，最高8%折扣，折實
價 612.1 萬元至 1091.2 萬元，折實呎價 22924 元至
25501元。

另外，恒地旗下粉嶺北ONE INNOVALE第三期
ONE INNOVALE-Cabanna，聖誕假期期間錄得23
宗成交，實用面積介乎294至317平方呎，成交總
價 425.01 萬元至 455.15 萬元，實用呎價 13600 元至
15481元。恒基物業代理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指
出，該盤聖誕假期套現逾1億元。

通關注入動力惟息口變化難測
二手方面，美聯物業分行稱，今年最後一個周末

(24日至25日)適逢聖誕節，10大二手指標屋苑錄得
約18宗買賣成交，按周升約38.5%，並創18個周末

新高。以4天聖誕節長周末計，10大屋苑錄約32宗
買賣，較去年聖誕節3天計的17宗，上升近九成。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港澳)布少明稱，樓市
氣氛有望在谷底回升。他表示，經歷3年的防疫措
施開始放寬，香港和內地有望短期內毋須隔離有序
通關，屆時人流、物流、資金流將上升，有利本港
經濟盡快復常，無疑可為樓市重新注入動力。不
過，香港息口仍然受制於美國持續加息陰霾影響，
故購買力仍要視乎通關後本港經濟表現，加上明年
1月農曆新年將至，短期內買家入市仍然審慎。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
示，美國加息幅度放緩，香港和內地陸續放寬防
疫措施，不少買家入市心態轉為正面，入市步伐
加快，現時一手市場以貨尾為主，不少購買力回
流二手市場，明年經濟及樓市料將逐步踏上復常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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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大渡口區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
立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產業體系，產業
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國
家產業轉型升級示範區建設取得重大突破，在
重慶主城都市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中的產
業競爭力明顯增強。

根據《規劃》，在大數據智能化產業方
面，大渡口區強化智能視覺領域企業集聚，
打造 「西部視谷」；加快建設智能家居產品
製造基地；開發一批工業軟件和工業 APP；
加快引進數字音樂龍頭企業，推動數字音樂
產業園建設。在大健康生物醫藥產業方面，
充分發揮大健康生物醫藥集聚區優勢，以國

家基因檢測技術應用示
範中心、重慶精

準 醫 療 生 物
產業科技

園為載體，聚焦體外診斷、醫療器械、精準
治療服務等領域，做特做精大健康生物醫藥
產業。

在生態環保產業方面，構建 「高端化、高質
化、高新化」生態環保產業體系。在新材料產
業方面，圍繞新一代信息技術、汽車、高端裝
備製造、節能環保等產業需求，打造先進材料
產業集群。在重慶小麵產業上，加快建設重慶
小麵特色產業園，構建重慶小麵全產業鏈生態
圈，打造百億級小麵產業基地。

從 「鋼筋鐵水」到 「繁花似錦」，大渡口區
從未放緩過發展的步伐，一直以產業發展為抓
手，大力拓展新興產業，實施結構重構，培育
出大數據智能化、大健康生物醫藥、環保產
業、新材料產業和重慶小麵產業五大百億級產
業集群，力爭讓曾經的老工業基地轉型成為近
悅遠來的產業花園！

「「五朵金花五朵金花」」繁榮產業花園繁榮產業花園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作為重慶曾經的
鋼鐵工業承載地，大渡口區積極推進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獲批國家產業轉型升級示範區，並在去年受
到國務院激勵表揚。今年1—11月，大渡口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7.9%，增速居重慶市第二。

立足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和產業轉型升級實際，大渡口區堅持把轉型發展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聚焦大數據智能化、大健康生物醫藥、生態環保、新材料、重慶小麵五大百億級產業集群發展，加快推
動老工業基地轉變為新興產業集聚區，奮力譜寫新時代大渡口高質量發展新篇章。

大渡口區的發展與重鋼緊密相連。1965年，大渡口區因
服務重鋼建區，成為中國重要的鋼鐵工業基地，承載國家
重大生產力布局。2012年，重鋼完成環保搬遷，一方面讓
大渡口區降低了長期對重鋼的發展依賴，工業產值驟然下
降；一方面又讓大渡口重獲發展空間，為產業提檔升級預
留了基礎。

面臨新的挑戰與機遇，大渡口區強化產業導向，積極推
進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2014年納入全國城區老工業區搬
遷改造試點，2021年獲批國家產業轉型升級示範區。聚焦
大數據智能化、大健康生物醫藥、生態環保、新材料、重
慶小麵五大百億級產業集群發展，大渡口區持續以新發展
理念引領全區發展轉重點、產業轉方向、城市轉功能，推
動區域提價值、產業立支柱、城市樹形象，着力把工業

「老區」變為產業 「新區」。
在大數據智能化產業方面，目前，大渡口有大數據智能

化企業220餘家，產業發展方向主要聚焦智能視覺、軟件
信息服務、數字內容、平台經濟等行業領域。在大健康生
物醫藥產業方面，聚焦體外診斷領域，聚集大健康生物醫
藥企業160餘家，除普通的生化技術產品外，已經形成從
前沿分子診斷、高端質譜到主流免疫、POCT、臨檢、凝
血等全系列技術、產業協作抱團發展格局。

在生態環保產業方面，大渡口區環保企業累計達到156
家，並初步形成以固廢資源循環利用為特色的生態環保產
業體系。在新材料產業方面，大渡口區已基本形成以國際
複合、寶特航研為代表企業、以玻璃纖維複合材料、航空
航天材料為主的新材料產業體系。

如今，大渡口區已實現從鋼鐵產業的 「一業獨大」轉向
「多業並興」。在這過程中，創新是大渡口產業發展繞不

開的 「關鍵詞」，也是大渡口在重鋼搬遷後快速崛起的
「秘籍」。
一直以來，大渡口區着力發展的大數據智能化、大健康

生物醫藥、生態環保、新材料等產業，都是極具科技性、
創新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比如，在大健康生物醫藥產業
方面，大渡口區積極對上爭取支持、完善配套政策、健全
生態要素，為產業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礎。成立了全市
首個技術審評查驗服務站，大幅提高企業產品獲證上市效
率，全年新增醫療器械產品註冊備案證107個，預計總數
可達 639 個；成功設立重慶市體外診斷技術創新戰略聯
盟，整合利用管理服務部門、醫療機構、科研院所及重點
企業資源，形成產業要素聚集效應；全市首家樣本公共服
務平台重慶高新醫療器械研究院即將進入正式運營階段。
中元匯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擁有近千人的研發團隊，
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助力疫情防控，研發的新冠病毒抗原

檢測試劑盒是目前重慶市新冠病毒抗原檢測領域
已獲批的兩款產品之一，科研團隊獲得 「全國科
技系統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集體」榮譽表
彰。

今年 1-11 月，大渡口區新培育市級科技型企
業72家，市級科技型企業、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總
量分別達到 438 家、135 家，同比增長率分別達到
24%、30%。高新技術企業數量佔科技型企業數量比
重，以及研發經費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均居全市前列。
新增市級 「專精特新」企業26家，5家企業被評為國家級
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

同時，大渡口區着力搭建創新平台，突破關鍵技術。圍
繞產業鏈強化創新鏈，優化創新生態，深化產業融合。大
渡口區建立 「平台+項目」合作機制，實現45家企業與市
內外28所高校院所開展科研合作項目64個。2020年，大
渡口成功獲評全國第三批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示範基地。

創新，不僅是方式方法的創新，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

衝破束縛，敢作敢為。今年 4 月以
來，大渡口區深入開展 「解放思想轉
作風、狠抓項目促發展」專項行動，
聚焦創新主體培育、創新生態優化、
產業發展提升等核心工作，深入實施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環 「五大百
億級產業」創新生態圈，打造一流的
國家雙創示範基地。

工業老區 「蝶變」 產業新區

科技創新 「添彩」 產業升級

展現 「百花齊放」 新未來

渝大渡口區：

產業提檔升級產業提檔升級

公園大渡口公園大渡口

生物醫藥產業異軍突起生物醫藥產業異軍突起

本版由大渡口區委宣傳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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