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國泰航空
(293)去年聖誕節期間，因欠缺足夠人手營運航
班，導致接連有航班取消。集團航務董事甘沛思表
示，在剛過去的農曆新年，已試行向當值機師提供
特別津貼，他有信心在今年復活節有足夠後備機師
當值，確保屆時航班營運暢順。

甘沛思強調，目前集團有足夠機師，應付航運需
求，相信及至今年第二季，可回復疫情前80%的客
運航班運力。

有分析預計，國泰航空要全面恢復運力，須至少
聘請逾1800名機長及副機長，以及1300名二副機
師才可達標。對此，甘沛思透露，國泰整個集團的
機師人數目前逾3000人，其中逾2600人來自國泰
航空；在上述2600名機師當中，約900人為機長、
約1030人副機長、約700人為二副機長。另自2021
年下半年重新招聘以來，共有逾260人先後重新加
入集團，當中包括約70名機長。

已從內地聘請200名見習機師
至於在內地招聘方面，甘沛思稱，目前已從內地

聘請200名見習機師。他又指，展望今年將有400
至500名見習機師畢業，相信可應付日後航班的需
求。對於阿聯酋航空近日在香港招聘機師，甘沛思
強調，應徵者非只看薪酬，同時考慮薪酬連帶福
利，有信心公司開出的條件具競爭力。

在疫情期間，國泰航空接連關閉多個海外機師基
地，甘沛思表示，今後機師將以香港為集中的基地，
又指目前未有為內地佔整體機師比例設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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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指將確保復活節
航班運作暢順

【香港商報訊】中電昨日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
止業績，全年股東應佔盈利66.55億元，比2022年
的9.24億元顯著增加6.2倍。中電稱，基於集團錄
得穩健業績加上前景樂觀，派第四期中期股息每股
1.21元；去年總股息每股3.1元，與2022年持平。

首次以中電首席執行官身份匯報集團業績的蔣東
強表示，去年全球經濟充滿不明朗因素、外在環境
挑戰重重，集團在複雜環境取得佳績，主因中國香
港和內地核心業務帶來可靠貢獻，海外業務的貢獻
亦有所改善，包括澳洲業務穩步復蘇。

他續指出，平衡財務表現以及需要為能源轉型作
持續投資的因素後，決定把去年總股息維持在
2022 年同一水平；期望今年乘業績回升的勢
頭，在盈利增長下增加派息。

中電表示，去年集團在支持香港低碳轉型進展理
想，新建的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落成啟用，集團
繼續推進在龍鼓灘發電廠另一台燃氣發電機組D2
的興建，以及潔淨能源專線系統增容工程，中電預
計，未來5年涉及的資本開支約529億元。

中電去年多賺6.2倍
派息維持不變

陳茂波：綠色發展空間巨大

香港將成全球綠色轉型領跑者

香港綠色周一連六日舉行
陳茂波提及，全球綠色發展空間非常巨大，全國

正努力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去年全球有關清潔能源
的投資，估計已超過1.7萬億美元，首度超過石油行
業的上游產業投資。本港在去年財政預算案已提
出，要把香港建設成為 「國際綠色科技和綠色金融
中心」的願景。

陳茂波指出，香港要成為領跑者，科技、金融和
國際化是實現本港願景的三個關鍵元素，本港在基
礎科研能力、國際化及資金方面具有優勢，大灣區
其他城市在產品科研轉化、商業化、產業化，以至
製造力方面亦非常出眾，兩地可以 「強強聯手」，
產生巨大協同效應，開創完整的產業鏈。憑香港本
身的優勢，可為國家以至全球可持續未來貢獻力
量，並為本港帶來龐大商機和新的發展空間。

亞洲1/3綠色和可持續債在港發行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在同一場合表示，亞太區估計

在未來30年，需要投放的氣候相關投資金額高達66
萬億美元，香港作為亞洲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及綠

色金融樞紐，一直發揮橋樑角色，把國際投資引導
至亞洲不同的可持續發展項目。在香港安排發行的
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總額，佔亞洲市場超過三分之
一，香港亦一直推動綠色金融市場創新及應用新科
技，政府在月初第二度發行數碼綠色債券，為全球
首批多幣種數碼債券。金管局一直與其他監管機
構、多邊組織、金融機構及其他主要持份者合作，
推動亞洲可持續金融生態圈發展。

「香港綠色周」致力促進區內可持續發展與綠色

金融及綠色科技，是次論壇廣邀逾300位全球商業及
金融領域的頂尖決策者出席，眾多公私營機構大力
響應，多家銀行及金融機構、諮詢公司、大學、研
究機構、國際機構將舉辦超過10場圓桌會議、研討
會及其他交流活動。議題涵蓋氣候融資、碳市場、
電動車供應鏈、淨零轉型融資、綠色金融分類及
「一帶一路」地區綠色發展融資。深入探討綠色轉

型之旅中關鍵及緊迫的議題，例如能源轉型、減
碳、建築物綠色節能改造及綠色科技。

【香港商報訊】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及會長
馬駿在 「香港綠色科技論壇 2024」致辭時表示，
在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背景下，綠色科技有
巨大增長潛力與國際合作空間，香港作為開放的
經濟體可以承擔關鍵角色。香港應該大力發展私
募基金、創投等綠色股權投資，支持綠色低碳科技
企業在香港、內地和亞洲其他地區的落地；在綠色
建築、低碳交通、循環經濟等領域提早布局，創造
示範項目；從孵化與加速政策、優惠融資、場景開

發等方面構建一個吸引國內外綠色科技企業的生態
圈。

利用投資需求催化本地綠色企業
馬駿同時指出，雖然本港在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

規模頗大，但由於綠色科技仍未成熟，商業化的前
景不是太明朗，必須要有可承擔風險的金融工具來
支持綠色科技發展。他預測，從現在到2050年，
香港累計綠色低碳投資需求將達到5萬億元。

他進一步表示，未來綠色低碳的需求將體現在機
場、公路交通、港口海運、樓宇等方面，具體將涉及
工程改造、技術升級等。如果改造和升級時全部依賴
進口，對香港的綠色產業和綠色科技是沒有幫助的。
因而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利用本地的投資需求來催生
孵化一些本地的綠色企業，尤其是在政府已經推出很
多人才、土地和資金的優惠政策的背景下。

另外，馬駿提到，香港將可以作為內地綠色企業
出海和國際綠色企業拓展內地市場的窗口。他還建
議，因為綠色科技政策需要很多部門的協調，例如
金融、環境和對外交流等，期望當局能夠建立一套
協調機制。

【香港商報訊】首屆 「香港綠色周」
昨日起一連六日(2月26日至3月2日)舉
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 「綠色科技論
壇」 致辭時指，全球各地正努力推進綠
色低碳轉型，香港在這個大潮之中絕不
會缺席，將會捉緊綠色轉型帶來的龐大
商機和新發展空間，成為全球領跑者。

陳茂波表示，去年全球有關清潔能源的投資估計已超過1.7萬億美元，首度超過石油行業的上游產業投資。

香港綠色投資需求料27年達5萬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鶯、王靜抒報道：深圳原創
舞劇《詠春》年三十登上春晚舞台， 「以舞講武」的
獨特美感收獲了無數觀眾的好評。7月3日-7日，舞
劇《詠春》閃耀重返深圳，此次演出為深圳站加場，
於2月26日10:30正式開票。

《詠春》將 「詠春拳」和 「香雲紗」兩個國家級非
遺項目的元素融入舞蹈，用當代舞蹈語言活化傳統武
術，用 「深圳設計」活化香雲紗，為大灣區的文化融
合探索出一條新路徑。深圳歌劇舞劇院的首席、國家
一級演員張婭姝分飾電影導演和八卦掌掌門兩個角
色，憑藉着行雲流水、剛柔並濟的打戲，收獲好評無
數。出演 「葉問」一角的是深圳歌劇舞劇院首席舞者
常宏基，為探索角色的內心世界，常宏基曾三訪佛山
並接受一年的詠春拳訓練。

【香港商報訊】記者陸紹龍、常亮 通訊員陳綺汐
報道：2月26日上午9點，遠東幕牆（珠海）有限公
司數台滿載玻璃幕牆的大貨車從珠海市金灣區啟運，
前往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經拱北海關所屬港珠
澳大橋海關監管後快速駛向香港。據該公司通關負責
人吳茂慶介紹，利用港珠澳大橋的通關便利政策和24
小時通關優勢，該公司從金灣裝貨出發經大橋出口並
抵達香港市場，全程不到3個小時，每天能走30-40
車，大橋的高效通關充分提升了企業競爭力。

據了解，自港珠澳大橋開通以來，海關採取多項便
利措施，促進港珠澳大橋這條灣區經貿 「黃金通道」
效能全面提升。一系列通關便利化措施的落地，讓大
橋口岸通關速度駛入 「快車道」。

港珠澳大橋通關提速
供港貨物駛入「快車道」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芳 通訊員李思番、鍾勝坤
報道：2月26日，廣東省韶關南雄市召開高質量發展
招商大會。會議現場，12個項目達成簽約，投資總額
達42億元人民幣。200多位企業家參與此次招商大會
共謀合作、共商發展、共創未來，進一步落實 「百千
萬工程」，促進產業融合發展，為南雄高質量發展注
入了新動力。

會上，南雄市圍繞文化旅遊康養產業、特色農林產
業、製造業（含綠色植保產業）等投資項目做了推
介，藉此讓在雄投資企業、意向企業深入了解南雄產
業招商資源，共同謀劃推進南雄高質量發展。2024
年，南雄承諾將全面落實各項惠企政策，及時幫助解
決用工、用地、融資等要素保障難題，當好企業發展
的堅強後盾。

廣東南雄高質量發展
招商大會簽約12項目

7月重返深圳舞台
舞劇《詠春》開票

致公黨中央參政議政部部長鄭業鷺 26 日介紹
稱，大會口頭發言圍繞培育新型消費主題，由致
公黨中央2023年重點調研成果轉化形成。調研組
於2023年4月至5月歷時兩個月，赴山東、天津、
重慶、陝西等地開展實地調研，召開5場座談會，
並委託21個地方組織開展調研。調研發現，中國
消費提質升級出現新趨勢、新特徵，其中尤為引

人矚目的是新型消費蓬勃發展，目前新型消費在
「誰消費」 「消費什麼」 「如何實現消費」等方

面還存在堵點。
此次口頭發言對消費提質升級的新趨勢、新特

徵，以及新型消費的內涵進行了解讀，並建議打
造 「供」 「需」 「促」協同發展的消費共同體，
培育壯大新型消費，不斷釋放消費潛力。

在 「誰消費」環節，從需求側入手，圍繞不同
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收入、不同性別消費者的
消費偏好和需求，培育新消費群體，拓展新消費
區域。在 「消費什麼」環節，從供給側改革入
手，提供豐富多彩的消費品和消費形式，供不同
群體消費者選擇。在 「如何實現消費」環節，從
消費環境、消費政策、消費能力等方面，打通限制消
費實現的痛點、堵點，優化新型消費發展環境。

此外，致公黨中央今年還將向大會提交3件書面
發言分別為：《關於協調推進工業人工智能發展
與應用的建議》《關於科技創新推動裝備製造業
高質量發展的建議》《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提升
貿易合作質量和水平》，主要體現了致公黨的僑
海特色和調研成果。

致公黨中央提案聚焦新型消費
解構新趨勢 釋放消費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報道：2024年全
國兩會召開在即，致公黨中央將向全國政協十
四屆二次會議報送35件提案、1件口頭發言、
書面發言3件，涉及消費、投資、外資外貿、
人工智能發展以及僑海等有關內容。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廣州市高質量發
展大會 「百千萬工程」主題研討活動26日在廣州舉
行，現場舉行廣州 「百千萬工程」2024年第一季度
重點項目合作簽約，涉資逾 600 億（人民幣，下
同）。記者在活動上獲悉，為全面支持廣州加力提速
推進實施 「百千萬工程」，加大產業發展金融供給，
農行廣州分行將在未來三年內，為廣州市 「百千萬工
程」項目提供超3000億元的信貸支持。

據悉，本次研討活動是貫徹落實廣東省、廣州市高
質量發展大會精神，堅持產業第一、科技創新、項目
為王，研究破解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為推進全
市高質量發展統一思想、凝聚共識，明確任務、搶抓
開局，加力提速推進廣州市 「百千萬工程」走在全省
最前列。

重點在六個方面加力提速
過去的一年，廣州在推動 「百千萬工程」實現良好

開局，2個區、7個鎮、57個村入選廣東省首批典型
縣鎮村，廣州市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縮小至2.09，城
鄉區域協調發展呈現新氣象、新變化，為廣州市經濟
總量邁上3萬億元台階提供了有力支撐，

今年，廣州將把 「百千萬工程」融入廣州市高質量
發展大局一體謀劃推進。廣州市委副書記陳向新表
示，重點在六個方面加力提速：在任務進度上加力提
速，目標是 「三年目標兩年幹成」，確保今年 「初見
成效」，共繪協調發展 「一張圖」；在產業支撐上加

力提速，在推動產業科技互促雙強中培育
壯大新質生產力；在項目建設上加力提
速，做實 「百千萬工程」項目；在城鄉建
設上加力提速，全域推進城市有機更新，
開展城市品質提升行動等 「八大工程」；
在改革創新上加力提速，強化改革舉措集
成增效制度創新；在支撐保障上加力提
速，出台更多 「接地氣」的政策措施。

3000億信貸支持重點項目
當天，活動現場舉行了廣州 「百千萬工

程」2024年第一季度重點項目合作簽約儀
式。簽約項目包括廣州市 「百千萬工程」
指揮辦與廣州國家農業科創中心、越秀區
與廣東省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海珠區與螞蟻科技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荔灣區與廣州市荔灣區創能投資發展
有限公司等項目，總投資逾600億。

廣州扎實推進金融支持 「百千萬工程」工作，離不
開金融機構的參與，高質量金融服務助力廣州 「百千
萬工程」取得良好成效。記者獲悉，農行廣州分行將
在未來三年內，為廣州市 「百千萬工程」項目提供超
3000 億元的信貸支持，重點加大產業發展金融供
給，全面支持廣州加力提速推進實施 「百千萬工
程」。

在活動現場舉辦的政銀企合作簽約儀式上，廣州市
「百千萬工程」指揮辦與農行廣州分行進行戰略合作

簽約，廣州11個區 「百千萬工程」指揮辦與農行廣
州分行對應服務的一級支行分別簽約。廣州市入選廣
東省首批典型鎮、村與農行廣州分行一級支行、網點
代表舉行了結對共建儀式，共同打造金融服務示範
鎮、村。

在當天的圓桌論壇，浙江省鄉村振興研究院首席專
家顧益康、中國工程院院士羅錫文、廣州國家農業科
創中心主任劉玉濤、越秀集團總經理林昭遠、軍安集
團董事長黎輝喬、深圳華巨臣集團總裁楊文標、從化
區錦一村黨總支書記黃潤財圍繞 「大抓產業發展，堅
持項目為王」主題，探討如何加力提速推進實施 「百
千萬工程」。

穗提速推進「百千萬工程」首季簽約項目逾600億

「百千萬工程」 主題研討活動現場。 記者 黃裕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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