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前海陸續推出
支持和優惠系列政策

1、4月初，前海推出「港企直通車」服務，在前海設立服務港資企業
的專門窗口，率先實現「一口受理」，專門為擬註冊港資企業服
務，從而大大方便了港企的進駐。

2、6月，前海在香港籌備成立前海聯絡辦公室，任命洪為民為前海香
港事務首席聯絡官，並於8月中正式投入運營，為港商提供「一站
通」服務，大部分港企可以在港完成投資前海的公司註冊。

3、7月，前海推出獨有的「雙15%」稅收優惠，即前海高端人才可享
15%的個稅優惠和前海產業優惠目錄中的企業入駐前海可享15%的
企業所得稅優惠，許多港企因為看到稅收優惠的吸引力而積極搶駐
前海。

4、10月上旬，中國證監會和保監會分別出台了15條和8條舉措，以
推動港資機構在前海設立全牌照合資證券公司，並降低香港保險公
司在前海設立機構的門檻。

5、12月初，前海公佈了深港合作方案和深港青年創業夢工場正式開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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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在開放和開發過程中，以香港的發展為依歸。包
括前海管理局提出的「萬千百十」工程和早前推出的資
助港企最高不超過200萬元的發展。
前海管理局張備表示，《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促進深港合作工作方案》主要目標可以概括為到2020年
實現萬千百十的發展目標，「萬」即前海由港資企業開
發的建築面積要超過900萬平米，佔前海土地開發的三
分之一，「千」就是港資的服務業規模要突破一千億
元，「百」就是在前海要成功孵化及培育出超過一百家
的港資創新創業型領軍企業，「十」就是在前海建設香
港十大優勢產業聚集基地。
前海管理局官方網站17日發佈了《深圳前海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現代服務業綜合試點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補
充規定》，提出在試點專項資金中優先安排扶持資金，
專項用於扶持香港投資者在前海的港資企業，補貼方式
包括採用貸款貼息方式和採用財政資助方式，總金額不
超過200萬元，以鼓勵港資企業在前海深港合作區的創
新創業發展。對此，香港中華工商業總會主席梁永安表
示，前海綜合試點項目設港企專向扶持基金，將吸引香
港本土、香港與內外資合資的擁有創新技術的中小企業
落戶前海，結合前海的金融創新及政策優勢拓展國內市
場，從而實現突破傳統與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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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介紹，截至12月7日，前海註冊的港企1,002
家，較去年增長6倍多。王錦俠表示，自10月開

始，平均每天有4至5家港企進駐前海，相比以前每天
1至2家有了明顯增長，甚至出現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等
團體抱團入駐的現象。目前，在1,000餘家入駐的港
企中，金融佔33%，科技和專業服務佔26%，信息服
務佔24%，現代物流佔17%。匯豐前海支行最近正式
進駐前海企業公館，匯豐中國副董事長、行長兼行政
總裁黃碧娟稱，匯豐在深港兩地均設有廣泛的服務網

絡，並始終致力於推動兩地的經濟合作和發展。入駐
前海可以令匯豐進一步發揮自身的跨境服務專長，更
有效地為前海建設提供支持。匯豐前海支行將繼續提
供全面的銀行服務，包括企業跨境金融業務和個人理
財服務。

金銀業貿易場率團進駐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許多優勢產業在內地
發展受到限制，而通過前海的先行先試，這些行業便
有機會拓展全國市場。這些行業包括金銀貿易、保
險、證券、私募基金、PE和資產管理公司等，而前海
給予這些公司眾多先機。其中，香港金銀業貿易
場率團進駐前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主要從事貴金屬交易投資和金條等
貿易的香港金銀業貿易場，其在香港

市場發展空間狹小，主要業務
便轉向內地。香港金銀業貿易
場前理事長張德熙稱，前海給
他們向內地拓展提供了巨大機
會。僅深圳珠寶企業就達
2,000多家，佔全國生產和銷
售市場的7成，金銀需求量龐
大。為了爭取這一機遇，香港
金銀業貿易場日前在前海正式
運作，並已帶動68家會員單位
集體入駐前海，總投資額達30

億元。他們不但建設貴金屬倉儲，還將開設電子交易
平台，估計初期每日交易量佔香港的1/5，每日交易
額約100億至200億元人民幣。

專家籲主動投入市場競爭
據了解，2013年底，進駐前海港企僅100多家。而
今年港企進駐前海的數量陡增，王錦俠認為，這與前
海陸續推出眾多利好政策是分不開的，包括港企直通
車、人才稅收和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以及剛在前海
設立的辦公室直接服務港企港人等。他預計，到2020
年，前海會吸引上萬家港企進駐。
香港學界也關注到了港資對於前海態度產生的變

化。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管理學系教授馬旭飛認為，今
年之前，香港商界對於前海普遍持觀望態度，大多數港
企不願輕易投資前海。相比之下，其他外資企業、國內
民企央企反而很看好前海發展。隨着年底政策進一步出
台，中央對於前海創新試驗田的部署效應日益顯現，港
企也在積極探索在前海投資的可能性。「這是繼30多
年前港企在珠三角投資熱潮後，新湧現的一輪港資北上
熱，投資領域則聚焦於現代服務業。」他認為，政府已
經做了該做的事情，留下了巨大的市場空間。港企應該
摒棄30多年來一直抱有的「等、靠、要」利好政策心
態，主動投入到市場的競爭中去。

前海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錦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稱，在今年全國「兩會」期
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廣東團審議時，對前海明確提出新的要求，強調前海對香港要有良
好的發展空間，為香港結構優化發揮槓桿作用，增強與香港發展的關聯度。為此，前海在
推進深港合作時，朝着寬領域、全方面、多層次做了一系列工作，推出《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和《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促進深港合作方案》等
眾多優惠政策，令前海磁石效應日益顯現，給港人港企帶來巨大機遇，包括金融、物流、
專業服務等企業紛紛搶先進駐。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李昌鴻、李望賢 深圳報道

■前海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錦俠稱，今年進駐前海的
港企數量已較去年增長6倍，超過1,000家，出現井噴
式增長。 李望賢 攝

■■進駐前海企業公館的恒生銀行將進駐前海企業公館的恒生銀行將
提供全面的銀行服務提供全面的銀行服務，，包括企包括企
業跨境金融業務和個人業跨境金融業務和個人
理財服務理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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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對港開放程度不斷擴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對港開放程度不斷擴

大大，，磁石效應日益顯現磁石效應日益顯現。。繼繼《《促進深港合作方案促進深港合作方案》》

月初公佈後月初公佈後，，前海夢工場也在本月開園前海夢工場也在本月開園。。截至目截至目

前前，，今年進駐前海的港企數量已超過今年進駐前海的港企數量已超過11,,000000家家，，較較

去年增加去年增加66倍倍，，許多行業更是抱團進駐許多行業更是抱團進駐。。專家稱專家稱，，

這是繼這是繼3030多年前港企在珠三角掀起的投資熱潮後多年前港企在珠三角掀起的投資熱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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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今年中舉行投資情況介紹，吸引大量港企負責人參加。 李昌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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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
學商學院管理
學系教授馬旭
飛認為，30多
年前，歐美地
區有市場優
勢，內地有勞
動力成本等生
產要素優勢，
香港則憑藉全
面開放的市場
和資金優勢，
在珠三角將加
工貿易做大做
強。如今，北
上投資的港企
大多是以現代
服務業為主，
這種「前店後廠」的模式應該轉型為「前廠後
店」，且「廠」的含義更加廣泛。他以前海為
例，「前海可以是深港合作共同打造的現代服
務業創新創業工廠，港企可以在這裡創立最好
的金融、現代服務業中心，要瞄準的市場則在
珠三角乃至內地更廣大的區域。」

為港金融貿易市場添新機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

郭萬達也認為，香港市場十分狹小，創業機會
更少，許多中小企業很少有良好的發展機遇。
而前海給香港許多行業和企業帶來了無盡的機
遇，增強和擴大了其拓展內地腹地廣闊市場的
空間。香港的銀行、保險、證券、會計、物
流、金銀貿易等不僅可以以自己現代服務業優
勢，拓展珠三角世界工廠良機，更可進軍國內
廣大腹地市場。

他以香港保險行業為例，因市場過於狹小和激烈，許多
保險公司便紛紛拓展內地保險市場，但由於兩地保險市場
規章和條例不同，保險監管也未達成合作和產品互認。因
此，儘管香港保險產品豐富、保障內容廣泛，並且費用相
對較低，加上港幣兌人民幣的匯率可以算是在原本價值上
又打了8折，頗具吸引力。但是，他們卻不能在內地銷
售。於是，許多內地人在珠三角或者香港購買香港保險公
司產品，形成地下保單。而前海正在構建深港通平台，內
地人未來可以通過該平台直接購買香港保險，這無疑為香
港保險業打開了內地的龐大市場。
另據王錦俠透露，內地與香港合資證券行也將要在前海

誕生。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最近正式開園，在14個創新創
業團隊中，香港佔了一半以上。可以說，前海給香港本已
固化的市場和眾多行業帶來史無前例的發展新機遇，他們
更可從珠三角走向長三角、京津唐甚至東北等廣闊的腹地
市場。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管理學
系教授馬旭飛呼籲港企應該主
動投入到市場的競爭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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