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投資推廣署在過去幾年有不少新
發展，其中，金融科技組自2016年成
立，每年旗艦活動為「香港金融科技
周」，目的是幫助香港建立和鞏固本地
金融科技生態系統。蔣學禮表示，「香
港金融科技周」於去年11月順利完成，
更創逾3萬人出席的歷史新高數字及500
萬在線觀看次數，與會者來自95個不同
經濟體。團隊另有「全球Fast Track計
劃」，提供平台讓全球金融科技持份者
對接，去年獲來自45個不同經濟體合共
400多份申請，最終促成175場一對一商
務會議；今年計劃已經開展，並新增
「全球初創飛躍競賽」，計劃在今年6
月至9月於全球12個城市舉行實體準決
賽，並有一場線上準決賽，為11月的
「香港金融科技周」造勢。

去年逾800間金融科技企業赴港
蔣學禮指，據署方統計，去年

有逾800間金融科技公司在香港
設點，由2022至 2023年 4月期
間，金融科技專組已協助57間來
自世界各地的金融科技公司赴港
落戶或擴充。紅棗科技是受助公
司之中的成功案例，該公司於
2014年9月成立，為內地區塊鏈
服務網絡的四大始創成員之一，
負責區塊鏈網絡的研發、營運和
維護。該公司於2021年3月赴港
開設新辦事處，團隊人數已由最
初2人，擴展至現時12人。

創新科技亦是香港未來的重點發展領
域之一，蔣學禮指出，投推署積極吸引
全球具潛力的創科企業赴港發展，現時
會聯同新成立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
室」，並結合政府50億元的「策略性創
科基金」，更積極地在全球物色和協助
創科企業赴港開展業務。香港復常後，
署方亦在全球不同重要市場舉辦過推介
會，最近外訪過美國、以色列、內地，
接觸當地創科企業，並聚焦生命健康科
技、人工智慧、數據科學、先進製造、
新能源等重點策略性領域招商引資。
署方曾成功協助來自英國、從事可持

續能源解決方案公司Energys Spectrum
赴港落戶。該公司主要提供物聯網和人
工智慧解決方案，幫助改善樓宇設備的
能源效益。公司於2019年赴港成立地區
總部辦事處，同時為該公司首個海外分
支。

投資推廣署15日晚舉辦「歡迎在香港新成立的海外及內
地企業酒會」，蔣學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

出，疫情在過去三年嚴重影響全球供應鏈，加上地緣地治和
俄烏衝突，導致全球高通脹和經濟增長緩慢。據國際貨幣基
金數字，2022年全球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3.4%，預
測2023年GDP增長為2.8%，並將拖慢全球企業投資和拓展
海外市場的計劃。
雖然香港無法從中倖免，惟投推署在過去幾年更積極透過
線上線下尋找對香港營商環境樂觀及對內地和大灣區市場感
興趣的環球企業。這些企業在疫情期間未能及時赴港開展業
務，但署方透過宣傳推廣，與他們建立緊密聯繫，讓這些公
司在復常通關後即時赴港展開投資計劃。根據投資推廣署和
統計署數字，去年仍有近9,000間外企在港經營，數字在過
去幾年僅輕微變化，反映環球企業對香港的營商環境仍有信
心，雖然過去幾年受疫情影響，但大部分外資公司仍保留他
們在香港的業務；相信隨着今年開始復常，外資公司將繼續
對香港的投資環境充滿興趣，當中不少已展開實質行動，正
開展他們的業務拓展計劃。

港樞紐角色助擴亞太區業務
蔣學禮續指，過去幾年，亞太區經濟增長比歐美強勁，相
信經濟重心東移的環球大趨勢將在未來持續。因此，不少環
球企業都放眼商機較多的亞太區市場，這將有利香港作為區
內的國際商業樞紐；如果亞太區經濟持續跑贏全球，環球企
業亦會以香港為基地以拓展區內業務。事實上，投資推廣署
於今年首5個月已協助186間內地或海外公司在香港成立和
擴充業務，比去年同期的141間顯著增長32%。這些受助公
司主要來自中國內地、英國、美國、新加坡和加拿大，當中
內地公司佔逾三成。受助公司涵蓋各行各業，其中大部分來
自創新及科技、創意產業、財經及金融事務及家族辦公室、
金融科技、商業及專業服務和消費產品等行業。數字反映環
球企業對亞太區的興趣依然濃厚，而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
心，對企業充滿吸引力；尤其自今年初香港全面通關並逐步
復常後，內企和外企赴港設點的勢頭有利香港經濟發展。

外圍不明朗 引資審慎樂觀
對於香港的營商優勢，蔣學禮認為，香港的基本核心優勢

在疫情前後都保持強勁；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提到，「一國兩
制」是優良制度，要長期堅持。同時，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
勢包括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擁有普通法制度，
配備自由開放和規範的營商環境，加上「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這些優勢一直存在，相信香港可以在復常後面對更多
機遇並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投資推廣署有信心內企和外資赴
港的勢頭可以持續。但署方也會留意不明朗因素，包括地緣
地治和戰爭，都會窒礙環球經濟和企業赴港投資，署方有策
略應變。因此，署方對今年香港招商引資抱審慎樂觀的態
度，預計全年香港吸引內企和外資的情況將明顯改善。
蔣學禮表示，投資推廣署在過去三年因應疫情而停辦歡迎
酒會，今年是復常後首度復辦，反應非常熱烈。署方的登記
數字顯示，是次酒會吸引逾500名內地和海外企業的高層出
席，分別來自近50個不同國家或地區，並涵蓋各行各業，
包括金融科技和創新科技、以及消費零售、旅遊餐飲、創意
產業和運輸物流等對香港重要的行業。行政長官李家超亦出
席是次酒會，希望透過特首親身與投資推廣署協助的企業代
表聚首一堂，感謝企業在港投資及對香港營商環境的信心；
同時藉此機會，向企業保證特區政府及投資推廣署會全力支
持他們在港發展，幫助企業繼續善用香港的各種獨特優勢去
拓展全球業務。

積極增人手 聯繫全球家辦
蔣學禮展望下半年，投資推廣署將率先於10月底至11月

舉辦兩個最大型的旗艦活動——「香港金融科技周」及
「StartmeupHK 創業節」。在推廣家族辦公室方面，署方
正積極利用新增資源擴充團隊，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增聘人
手，並透過精準的商業活動及與業界持份者充分合作，讓署
方能有效接觸全球家辦，吸引他們赴港落戶。大灣區方面，
署方會繼續透過與「泛大灣區外來投資聯絡小組」合作，計
劃今年在歐洲、北京和香港共同主辦粵港澳大灣區的招商引
資推廣活動，希望可以全速推行落實，獲得理想成果。

促進香港的家族辦公室（下稱「家辦」）生態
發展，是政府政策的大方向。蔣學禮指出，近幾
年環球市場急劇轉變，在亞太區經濟發展領先全
球的趨勢底下，將推動全球家辦調配更多資金和
資源在亞太區。據署方觀察，好多國際家辦都認
同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可以配合家辦負
責人的廣泛業務需要。

初創環境發展蓬勃
事實上，特區政府3月底發表的「家辦政策宣

言」深受業界歡迎，宣言發表後，署方確實接獲
了更多赴港成立家辦的查詢，這些查詢來自內地
和海外等世界各地，不少查詢表示對香港的初創
生態充滿興趣，而近年香港的初創環境發展蓬
勃，加上鄰近深圳，而深圳的創科發展亦達一定
成就，因此，家辦認為可以在香港物色到具潛力
的科技初創企業去投資。此外，家辦亦放眼香港
是國際藝術品交易平台，尤其近年發展迅速，好
多重要藝術活動都在香港舉行，並取得優秀成
績，讓富裕人士可以在港物色到優質藝術品作投
資。至於其他傳統投資工具，包括不同金融產
品、房地產等，在香港都有好多選擇。

擬強化慈善中心地位
蔣學禮透露，政府有意強化香港的慈善中心地

位，因為好多家辦都積極參與慈善活動，香港可
以發展為國際慈善中心，為全球家辦調配慈善基
金，並通過香港平台，讓香港、內地以至世界各
地都可以接受這些慈善資金的幫助。香港的慈善
活動網絡成熟而龐大，慈善資產佔香港經濟大約
3.3%，冠絕亞洲，相信一個全面的慈善生態圈將
有利世界各地的家辦赴港與相關持份者加強合
作。
他續指，署方轄下的香港家族辦公室團隊自

2021年6月底成立至今，已獲得世界各地很多家
辦的正面回應，團隊透過外訪和不同類型會議以
拓展業界人脈網絡，並積極與有意在亞洲成立業
務的家辦聯繫、聆聽意見、提供度身訂做服務。
團隊今年3月底舉辦的「裕澤香江高峰論壇」，吸
引了逾百個來自香港、內地、北美、歐洲、亞
洲、中東的家辦決策人和團隊出席，並且回響正
面，不少與會家辦即時表示有意落戶香港。正如
施政報告提出，政府目標是在2025年底前吸引不
少於200間家辦赴港成立業務，署方亦對前景充滿
信心，團隊憑政府推出的利好政策，加上各持份
者的決心和團結，相信可以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家
辦樞紐。

「裕澤香江」擬成恒常論壇
蔣學禮透露，「裕澤香江高峰論壇」有機會成

為恒常的家辦活動，團隊亦透過不同業界持份者
和專業人士，在過去幾個月於歐洲、東南亞、內
地等不同市場成功舉辦了多場圓桌會議和研討
會。團隊將於今年繼續在全球不同重要市場展開
研討會，以接觸更多家辦負責人，向他們闡述香

港在家辦方面的優勢和政策。
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到，政府會撥款1億元予投資推廣署。蔣學

禮指，署方將善用這筆款項以加強推廣家辦的各種舉措，包括繼
續擴大香港家族辦公室團隊，將於香港、內地、東南亞、歐洲、
中東等地增聘人手，協助宣傳推廣家辦赴港。
另一方面，全新的家族辦公室服務提供者網絡已於本周一

（12日）正式啟動，該網絡包括領先的服務合作夥伴，例如私
人銀行、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信託服務公司等，以構
建全面的家辦生態系統，為有意赴港成立家辦的企業或人士提
供全方位服務。網絡亦會提供雙向管道，一方面讓政府向業界
解釋最新政策，另一方面作為徵詢意見和尋求協助的平台；並
藉着業界的全球網絡，向家辦宣傳和推廣香港的各種機遇。

創科依賴蓬勃的創業生態圈，蔣學禮表示，
據香港投資推廣署統計，去年香港有近4,000間
初創企業正在營運，合共聘用約1.5萬人，兩個
數字同時創歷史新高，反映香港的初創生態圈
非但無受疫情打擊，反而正穩步發展。

初創產業活躍 活動浪接浪
他說，投推署於2013年成立的專責團隊Start-
meupHK每年都主辦旗艦活動「StartmeupHK
創業節」，去年9月成功舉行創業節，今年打算
在11月8至17日舉行創業節，並首次在「香港

金融科技周」結束後的短時間內，緊接舉辦
「StartmeupHK 創業節」，兩個活動幾乎無逢
接軌。「StartmeupHK 創業節2023」將有8個
主題活動，討論範疇包括Web3、健康科技、房
地產科技、可持續發展等熱門話題，同時舉行
創投比賽和大量商業配對活動。
至於大灣區的宣傳推廣方面，蔣學禮指出，

投推署於2021年與其他大灣區合作夥伴成立
「泛大灣區外來投資聯絡小組」，成員包括香
港投資推廣署、澳門投資貿易促進局、香港中
聯辦、澳門中聯辦、以及廣東省商務廳。聯絡

小組定期開會，討論大灣區城市未來如何在海
外不同重點市場合作舉辦大型推介會，共同宣
傳粵港澳大灣區的營商優勢和機遇，以吸引更
多環球海外企業進入大灣區尋找商機。
蔣學禮稱，這是投推署目前與大灣區對接的
重點平台，署方接觸過的海外企業之中，好多
外企都表示有興趣利用香港作為門戶進入深
圳、廣州、澳門等其他大灣區城市；署方可以
通過聯絡小組，向這些外企介紹大灣區其他城
市的相關投資推廣機構，幫助他們更快速便捷
進入大灣區。

港吸引力重現
外企首5月增32%

投推署：營商環境疫後復甦快 年底兩重頭活動加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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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初創生態圈穩步發展 近4000間正在營運

金融科技發展好 吸引科創進駐

香港投資推廣署的歡迎外企

及內企酒會因疫情影響而停辦

3年，今年是署方於疫後首度

重啟實體酒會，吸引逾500名

內地及海外企業高層應邀出

席，意味香港經濟重啟、社會復常。香港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蔣學

禮表示，香港在過去幾年受疫情和地緣政治影響了經濟發展步伐，

惟去年仍維持有近9,000間外企在港營運的高水平，而署方今年首5

個月協助的內地及海外公司數目更按年大增32%至186間，反映環

球企業對香港的營商環境仍充滿信心，預料該數字直到年底仍可保

持增長勢頭。署方將繼續在下半年積極推廣香港優勢，於第四季舉

辦「香港金融科技周」及「StartmeupHK創業節」；同時擴充香港

家族辦公室團隊，在全球範圍增聘人手，吸引全球家辦赴港落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業俊

◆ 蔣學禮表示，環球企業對香港的營商
環境仍充滿信心，預料外企赴港數字直到
年底仍可保持增長勢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 創新科技是香港未來的重點發展領域之一，
吸引初創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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