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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盧濤、何嘉敏報道：3 月 25
日，由粵港澳大灣區上市公司聯合會、廣州民營科
技園管委會主辦的2025粵港澳大灣區上市公司綠色
發展沙龍在廣州白雲區舉辦，活動旨在促進灣區上
市及擬上市企業與廣州市白雲區上市公司和擬上市
公司的深度對接，助力廣州市白雲區產業發展與招
商引資，實現灣區經濟高質量融合發展。

好產業+好平台煲「灣區靚湯」
粵港澳大灣區上市公司聯合會創會會長許國偉致

辭表示，作為本次活動的主辦方，粵港澳大灣區上
市公司聯合會始終以 「春播者」的姿態推動大灣區
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廣泛交流與合

作。他相信，這場關於 「灣區+白雲+智能製造」的
產業對話，將為彼此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新動能。

「廣東人最喜歡喝湯，而廣州人被譽為喝湯的鼻
祖。就像AI有三要素：數據、算法、算力，煲湯也
有三要素：食材要好、配方要好、功效要好。」粵
港澳大灣區上市公司聯合會創會主席鍾學勇指出，
白雲區有美麗健康產業集群、新能源產業集群和智
能製造產業集群等最好的食材，而上市公司聯合會
則擁有IPO、產業併購、投行金融等煲好靚湯的最好
配方。

為赴港企業提供投融資服務
「在白雲區的好食材和上市公司聯合會好配方的

雙重搭配下，我們一定可以煲好大灣區這碗文火靚
湯。」鍾學勇表示，今年粵港澳大灣區上市公司聯
合會將集中力量辦好三件大事：第一，舉辦第二屆
粵港澳大灣區上市公司高峰論壇，幫助優質企業借
港出海、赴港上市，立足香港、聯通灣區、走向世
界；第二，將帶領上市公司代表團走進大灣區 「9+
2」城市群，促進大灣區各城市上市企業間的產業協
同與合作；第三，將成立大灣區上市公司新質生產
力產業投資基金，為赴港企業提供ESG、IPO、產業
併購 「三駕馬車」綠色金融投融資服務，助力其實
現 「高價值、高產值、高市值」的高質量發展目
標。

活動現場，匯聚了一百多位上市和擬上市的優秀

企業代表，涵蓋醫藥科技、智慧能源、 數字化等多
個智能製造核心賽道。在圓桌沙龍環節，多位嘉賓
圍繞 「智能製造產業併購及港股IPO出海機遇」 「拓
展大灣區智能製造產業機遇 培育灣區新質生產力」
主題進行交流。

當天，現場還舉行了粵港澳大灣區上市公司聯合
會廣州會客廳成立儀式、上市公司聯合會美麗健康
產業委員會成立儀式、意向合作簽約儀式以及輪值
主席就任儀式。

據了解，粵港澳大灣區上市公司聯合會是由大灣
區眾多商界領袖及社會精英倡導創立的綠色發展交
流平台，雲集綠色產業鏈上100多家囊括港股、A股
及美股的上市公司、頂尖的企業家及專業人士。

大灣區上市公司綠色發展沙龍在穗舉辦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日前，一批
約6噸的服飾、電子產品等貨物在深圳機場深暢
國際貨站辦理完通關手續後，搭乘一架順豐航空
的全貨機，從深圳寶安國際機場飛往東京。該票
貨物從企業倉庫啟運到進入機坪等待裝機，全程
僅耗時4小時。

該航線是今年2月以來順豐公司在深圳機場開
通的第二條國際及地區貨運航線。目前，深圳機
場口岸國際及地區貨運通航點已達44個，貨運
航線網絡覆蓋全球5大洲、25個國家和地區，也
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的航空樞紐之一。

在推動落地全國機場首個具備24小時驗放能
力的智慧化國際貨站的基礎上，深圳海關持續開
展空港智慧物流改革，不斷進行模式與科技創
新，助力深暢貨站單位面積出港處理能力相比傳
統貨站提升53%，出口貨物在庫內停留時間縮短
33%。

「為盡可能地壓縮出口環節的海關通關時間，
我們積極推進完善空港出口庫區卡口設施、配套
系統，指導企業進場前提前申報，讓出口貨物在
進閘卡口能智能識別區分中控貨物及非中控貨
物，海關對中控貨物順勢查驗，非中控貨物直接
放行。目前，出口環節的海關通關時間僅需5分
鐘，有效推動深圳外貿 『加速』出口。」深圳寶

安機場海關物流園監管一科副科長梁奇
介紹道。

深圳國際仲裁院啟用新一屆2078名仲裁員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娜報道：深圳國際仲裁院

（又名華南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粵港澳大灣區
國際仲裁中心，英文簡稱SCIA）日前舉辦新一屆仲
裁員名冊啟用儀式和首場培訓，來自境內外的800餘
名仲裁員齊聚前海國際會議中心，共商共建面向全球
的國際一流仲裁機構。

據統計，2024 年，深圳國際仲裁院新受理商事仲
裁案件 14518 宗，涉及爭議金額 1422.67 億元（人民
幣，下同），在已公布的仲裁機構中繼續位列世界前

列；同時，深國仲受理國際案件持續增長，涉外商事
仲裁案件增至520宗，爭議金額合計510.39億元。案
件當事人來自64個國家和地區，同比上升45%，當
事人累計覆蓋國家和地區增至142個，覆蓋地域進一
步擴大。個案最高爭議金額超300億元，為有史以來
亞洲仲裁機構解決的最大案件。

會上，SCIA理事會沈四寶、梁定邦、劉曉春、梁
愛詩、郭小慧、王桂塤、黃顯輝、黃亞英等理事共同
宣布新一屆仲裁員名冊正式啟用。新一屆仲裁員共有

2078 名，其中，中
國內地仲裁員 1353
名 ， 香 港 仲 裁 員
188 名，澳門仲裁

員27名，台灣仲裁員22名，外國仲裁員488名，共
覆蓋129個國家和地區。

SCIA副理事長、院長劉曉春與全體仲裁員共同回
顧中國改革開放與SCIA的創新發展歷程，提出SCIA
仲裁員應繼續堅持以當事人為中心，堅持獨立（In-
dependence ）公正（Impartiality ）創新（Innova-
tion ）的3i核心價值，做有志氣、底氣和骨氣的仲
裁員。

據悉，專題培訓聚焦六個問題：SCIA關於仲裁員
職業操守的特別要求、仲裁規則體系的特別安排、智
能仲裁辦案系統的特別功能、仲裁流程再造的特別規
定、仲裁案件庭審的特別體會、裁決書起草及核閱的
特別思考。

穗番禺區推出
21宗優質地塊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3月25日，
廣州市番禺區召開2025年土地招商服務推介會。
番禺區共推出21宗地塊面對全球招商，涵蓋居住
用地、商業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中小學用地、
服務設施用地、醫療衛生用地、停車場用地。

此次推出的優質土地資源合共20578.5 畝，多
個地塊涉及長隆萬博板塊、市橋板塊、番禺廣場
板塊、南浦島板塊、蓮花灣板塊、沙灣板塊，毗
鄰廣州地鐵2號線、3號線、7號線、18號線、22
號線，以及規劃中的8號線東延段、佛山地鐵4
號線、穗莞深城際琶洲支線。

本次推介的土地資源分產業用地和經營性用
地。其中，重點推介的產業用地，位於番禺精心
規劃的 「創新策源、孵化轉化、產業應用、科創
高地」四大戰略片區，匯聚了番禺區極具競爭力
的13條完整產業鏈，實現從初創型企業到中型高
成長企業，再到大型領軍企業的全生命周期產業
生態覆蓋。規劃產業用地面積達17730畝，為各
類企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廣闊且堅實的空間支
撐。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樞紐與廣州 「南拓」戰
略的主戰場，番禺區坐擁大灣區 「黃金內灣」門
戶區位，佔據着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是大灣區
優質生活圈、珠三角 「1小時都市生活圈」的核
心地帶。

番禺區是廣州市的經濟大區、工業強區，位列
2024 年 「中國工業百強區」榜單第 23 位，培育
了3家千億級企業和29家上市公司，重點打造智
能網聯與新能源汽車、時尚消費品 2 個支柱產
業，培育智能裝備與機器人、人工智能、低空經
濟與航空航天等10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及未來
產業。

深圳24小時國際貨站
進行模式與科技創新

深圳新設外資企業1388家
廣東省商務廳副廳長朱小軍介紹，今年前兩個月，

從廣東的外資來源地看，發達經濟體對粵投資增長較
快，來自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投資增長52.2%，其中
來自歐盟地區投資增長 70.4%，來自東盟國家增長
45.2%。

從行業分布看，製造業外資表現亮眼，製造業實際
使用外資74.1億元，同比增長34.5%，較整體增速快
28.6個百分點，佔實際使用外資總額的31.8%。服務業
實際使用外資153.9億元，同比下降4.3%，佔比66%。

朱小軍表示，廣東主要外資大市引領外資增長，大
灣區內地9市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15.5億元，同比增
長6.9%，佔全省實際使用外資總額的92.4%。粵東西
北地市中，汕頭、清遠、陽江、梅州等市實際使用外
資也實現成倍增長，充分展現了廣東大力推動區域協
調發展帶來的積極效應。

廣州現有超5萬家外資企業扎根發展。廣州市商務
局副局長羅政透露，今年1-2月，廣州市新設外商投
資企業1040家，實際使用外資74.24億元，約佔廣東
省的三分之一。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始終是外資外
企來華投資熱門目的地，現如今正致力於打造 「全球
投資首選地」。深圳市投資促進局副局長黃曉瑜介
紹，在規模穩定增長、增速轉負為正的情況下，深圳

利用外資質量也有所提升。2025年1-2月，深圳市新
設外商投資企業1388家，實際使用外資81.6億元，
佔全省比重35%。其中，深圳市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
外資同比增長79.4%。其中，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
外資同比增長96.3%；信息服務業、電子及通信設備
製造業外資分別增長1.9倍和5倍。

實現資本與產業雙向賦能
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部署要求，廣東將創新

「海外主權基金 + 招商引資」 模式，推動海外主
權基金持續加大對該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等
關鍵領域的綠地投資、股權投資，並特別制定了《廣
東省推動海外主權基金來粵投資的若干措施》。

此外，針對海外主權基金通常聚焦長期價值投資，
更傾向於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和綠色低碳，與廣東
省發展數字經濟、低空經濟、人工智能等戰略性新興
產業高度契合。《若干措施》聚焦前沿產業，明確將
主權基金引導至與國家戰略和廣東優勢深度契合的領

域，形成資本與產業的雙向賦能。
在具體措施方面，廣東省投資促進局副局長劉德增

介紹，廣東省提出推動海外主權基金在粵設立辦事機
構；深化國有資本與海外主權基金投資合作；加強產
業鏈主與海外主權基金投資合作，探索 「產業鏈 +
鏈主企業 + 產業基金」運作模式；加大海外主權基
金在粵項目增資擴產力度；強化海外主權基金對創新
創業項目投資帶動，形成 「境外省外孵化 + 廣東商
業化」的引資模式；探索 「國有資本+主權基金+園
區」模式；建設一批國際股權投資集聚區，依託橫
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打造國際股
權投資集聚區，先行先試開展股權投資業務，提升集
聚區能級。

廣東省商務廳投資促進處副處長關鈞元介紹，今年
廣東省將舉辦100場以上 「投資廣東」系列重點招商
引資活動。其中，省級 41 場（省內 27 場、省外 6
場、境外8場），地市級不少於59場（省內34場、
省外14場、境外11場）。

粵前兩月引外資超233億
制定專策吸引海外主權基金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
道：記者從廣東省1-2月利用外資
總體情況通報會上獲悉，1-2月，
廣東省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3484
家，同比增長16.8%；實際使用外
資金額 233.1 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5.9%，增速好於全
國和主要經濟大省，展現出強勁的
外資吸引力。

廣東省舉行1-2月利用外資總體情況通報會。記者 黃裕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