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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

本报讯 记者周剑报道：香港交易所
日前公布最新统计显示，今年新股集资
额达 1258 亿港元，同比增长 40%，在全
球 IPO 市场排行榜上位居第四。其中，
新上市內地企业 68 家，占 71%；内地企
业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达 1143 亿港元，
占到 91%。

香港交易所报告显示，截至 12 月 13
日，香港今年共有 96 只新股上市，集资额
达 1258 亿港元。分析人士指出，全球经济
温和复苏以及下半年内地经济企稳向好是
香港 IPO市场回暖的主要原因。

同时，据港交所统计，2013 年 10 家首
次公开招股集资额最高的新上市公司中，
信达资产、中石化炼化工程、徽商银行、银

河证券、秦皇岛港、重庆银行等多家内地企
业悉数上榜。

在今年港交所众多上市企业中，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集资额高达 190.4 亿港
元。12月 12日，信达资产正式在香港交易
所主板挂牌上市。数据显示，信达此次在
香港公开发售部分认购踊跃，共收到超过
7.5 万份有效申请，超额认购达到 160 倍，
创造了今年以来港股冻结资金的新纪录。
国际配售部分也得到众多机构投资者高度
认可，累计获得 465亿美元的订单。

而在港交所统计之外，12月份香港又迎
来一波内地企业上市热潮。12月 20日，港
交所当天发行的 6只新股中，就有 5只为内
地企业股，涉及银行、地产、皮鞋、家居和注

塑等多行业，其中光大银行的集资额更是超
过200亿港元，为今年全球第三大IPO。

为何如此多的内地企业选择赴港上
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李巍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一年多来中国证
监会暂停 IPO 的因素外，香港资本市场本
身具有独特的吸引力。首先，香港是国际
化的市场，全世界投资者都可以开设账户，
进行股市投资，上市企业可借此实现国际
化经营。再者，香港股市监管制度严格规
范，企业在香港上市也是优质经营的表现
和标志。此外，香港股市近年的稳健表现
也是重要原因。

对于明年内地 A 股重启 IPO 对企业赴
港上市积极性的影响，李巍表示，短期来看

数量上可能会略有减少，但长期来看，未来
更多内地企业选择到香港上市的趋势不会
改变。李巍认为，这是由于两地市场存在
互利共赢的基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背靠内地发展是最大优势，自然希望吸引
更多的内地优秀企业赴港上市。而内地企
业也需要香港国际化的市场，吸引更多国
际投资者认购，从而提升企业的影响力。

针对日前美联储宣布明年开始削减资
产购买规模的动向，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
李小加回应表示，此举属于市场预期之内，
相信对明年香港金融市场影响不大。李小
加介绍说，目前香港股市的总市值达 24 万
亿港元，创下历史新高，是香港 GDP 的十
倍，反映了市场对香港的十足信心。

港交所新股集资额全球第四
新上市内地企业集资额占 91%

本版编辑 毛 铁 周 剑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以“新一轮改革开放与深港
企业发展机遇”为主题的“2013 深港投资论坛”日前在深圳
举行。会上，深港嘉宾就两地经济创新融合发展，两地企业
抱团合作，共同开拓国内外广大的市场，融入中国和世界经
济发展等问题深入进行了探讨。

嘉宾们表示，深港经济带是中国经济的一颗闪耀的明星，
特别是随着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建立，将在今后中
国新一轮的改革当中充当中国产业、金融投资和管理的主要
输出中心，成为中国经济资本、技术、管理和创新外溢的高地。

深圳举办 2013 深港投资论坛

泉州成最大对台小额贸易进境口岸
本报讯 记者殷陆君、通讯员方丽艳报道：今年前11个

月，泉州海关共监管对台进口小额贸易货物 9.34万吨、货值
1.72 亿美元，预计全年将突破 10 万吨，创下历史新纪录。其
中进口额占到福建省六成、大陆五成以上，泉州成为大陆最
大的对台小额贸易进境口岸。

据悉，针对对台小额贸易货物种类繁多、通关时效性强
的特点，泉州海关通过优先受理，简化申报程序，提供“全天
候”、“无假日”预约加班服务等，有效保障了对台小额贸易货
物快速进入大陆市场。

台湾人民币存款真热！今年2月初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外

汇指定银行（DBU），在 11 月底人民币存款即冲上 1172.8 亿

元；而国际金融业务分行（OBU）11 月底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378.3亿元，两者合计为1551亿元。台湾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

已初具人民币资金池，接下来的策略是构建人民币用途渠

道、提供人民币金融服务，长期而言更是要让第三方也使用

人民币金融服务，构成离岸人民币自身循环的功能。

首先，就构建人民币资金用途渠道而言，台湾目前以人

民币计价的宝岛债与一些其他人民币金融商品的额度，尚

属不足。在今年 6 月底之前，宝岛债发行额仅为 39 亿元，11

月对大陆金融机构与企业开放后，大陆四家大型国有银行

的香港分行来台发 67 亿元的宝岛债，才达到所设定 100 亿

元的目标。

台湾要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而人民币又累积如此快，

限制大陆金融机构、企业来台发宝岛债，将使人民币存款缺

乏投资用途。因此，建议主管部门除了避免承销商杀价竞争

外，可强化银行使用人民币存款投资宝岛债的风险管理机

制，而不要有太多其他硬性规定。

再者，大陆给予台湾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为

1000 亿元人民币，高于伦敦的 800 亿元、新加坡的 500 亿元。

然而上述额度写入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因还未通过，使得台

湾另一条人民币使用管道，处于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的

窘境。服贸协议的通过对于离岸人民币市场，乃至于台湾金

融业在大陆的发展皆有助益。

台湾要在众多离岸人民币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长期策

略是要让非大陆、离岸市场所在地的厂商或人民，愿意利用

台湾进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融资、投资活动，强化离岸

人民币市场的自身循环，

才能加快建设离岸人民币

市场的步伐。

(台湾《经济日报》12
月22日社论)

台 湾 发 展 离 岸

人 民 币 市 场 的 策 略

来自台湾新北市的蔡祁女士，不久前到平潭进行了
3 天考察。考察行程尚未结束，她就决定在平潭注册一
家新公司。她对平潭行政服务中心工商窗口的工作人员
说：“在台湾得知平潭商事管理办法获批，就乘坐‘海
峡号’赶了过来。我是奔着这里的优惠政策来的。”

12 月 1 日，平潭综合实验区在福建省内率先实行
工商制度改革，放宽市场主体准入。平潭综合实验区
管委会副主任周青松介绍说，商事登记改革将给包括
台商在内的境外投资者在平潭创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直接登记”。一是放开了登记名称，可更好与台湾本
地名称惯例对接；二是鼓励类、允许类的台资企业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登记，不用提交审批机关的审批
文件，就可先行办理营业执照；三是减轻台商的出资
压力，台商以什么投资方式、多长时间到位，可根据
经营需要自行决定；四是经营范围由企业自主选择并
可灵活表述，这也更为接近台湾习惯做法。

据了解，截至 2013 年 11 月，平潭综合实验区的
台资企业已落户 136 家，包括 108 家商贸服务企业、
11 家高新技术企业、7 家高优农业企业等。台资企业
投资总额达 11.4 亿美元。

出身台南的元裾集团总裁李全教一直非常关注两
岸农产品的采购事宜。在平潭，他一直想建一个两岸
农副产品物流仓储综合中心。“如果平潭的高铁通
了，很多货物从台湾进来后，24 小时之内就能到达上
海、广州，平潭也就很快能成为两岸物流中转站。”

越来越多的台湾中小企业来到平潭，希望以平潭为跳
板，拓展在大陆的事业版图。台商黄一哲说：“我看好平
潭的前景，我觉得平潭目前还需要吸引更多的台湾专才。
平潭现在享受大陆其他省份所没有的对台优惠政策，有机
会我要在这里挣得第一桶金，并拓展大陆的广阔市场。”

按照优惠政策，平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对原
产于台湾的粮油食品类、土产畜产类、纺织服装类、
工艺品类、轻工业品类及医药品类等六大类商品每人
每天有 6000 元人民币的免税额度。免税商品范围包
括粮油食品类、土产畜产类、纺织服装类、工艺品
类、轻工业品类和医药品类等六大类。

“我们将继续丰富台湾元素和旅游元素，以期待可
观的人流和物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周
青松表示，目前平潭综合实验区正积极申请跨境电子
商务试点，争取在平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叠加跨
境电子商务政策，推动在两岸三通之后形成“第四
通”——电商网上交易互通。

福建平潭——

136家台企事业拓展
本报记者 石 伟 通讯员 汪小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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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上海市台协首次发布了 2013 上海台资
企业 500 强，总营收近 7000 亿元，利润总额 114 亿元，
资产总额达 3580 亿元，显示台商在上海经济发展中已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13 年上海台商表现出色，来自上海市台办统计
显示，截至 2013年底，上海累计批准台商投资企业超过
9500 家，吸引台资超过 300 亿美元；上海口岸对台进出
口额超过 300亿美元。

在今年评出的2012年度上海市外商投资先进企业榜
中，台资企业在外资营业收入百强中占17家，外资进出口
总额百强中占18家，外资吸收就业人数百强中占20家。

台商在上海经济发展中不时再现大手笔，今年 5 月
份，台湾远东集团、吉富集团参与上海世博会地区国际
企业总部集聚区 A 片区 6 块土地拍卖，在全球 26 家竞
标企业中脱颖而出，分别以 9.78 亿元和 12.12 亿元的最
高价和次高价，竞得其中 2 块土地，未来将各自投资 10
亿元成立集团总部。

上海台资企业协会会长叶惠德告诉记者，历经国际
金融危机洗礼，生存下来的上海台商都比较强壮，能够
和大陆市场一起发展。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为台商转型

升级带来了新的希望。
2013 年，台湾国泰世华银行、土地银行、第一银行

的上海分行相继获准开办人民币业务，8 月 30 日台湾
中小企业银行上海分行正式开业。至此，台资银行大陆
11家分行中，已有 6家在上海开业。

叶惠德告诉记者，尽管前十大上海台商中，6家是制
造业，4家是服务业，上海台商500大企业也基本持这一
比例，但从数量上说，经营服务业的上海台商数量最多，许
多著名品牌也更为人熟知。台商餐饮业在上海已占半壁
江山，其中饭店、甜品、饮料、面包房、冷鲜食品等行业有较
多知名品牌，美容美发、眼镜、幼儿教育等发展良好。9月
份，投资上亿元的台湾婚宴第一品牌雅悦新天地婚宴会馆
落成开业，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一站式婚礼会所。

更重要的是，不少在上海的台资制造企业在不断整合，
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吸引人才，发展附加值高的高端产业。

叶惠德判断 2014年的上海台资企业发展会稳中有
升。在他看来，台商中有很多人的第二代已经进入上
海，开始接手父辈手中的企业，他们喜欢上海这座城市，
有不一样的想法和经营理念，他相信台商在上海的企业
会随着这些年轻人的到来具有更大发展。

上海——

500强台企总营收近7000亿元
本报记者 沈则瑾

东莞作为台商投资最早、最密集的城市，早已被众
多台胞视为“第二故乡”，这里聚集着约 6000 家台资企
业，常住台胞超过 8 万人。台商多年来在东莞投资近
150 亿美元，创造了巨大的辉煌，如徐福记生产的沙琪
玛，裕元工业代工的耐克、阿迪达斯运动鞋等。但如今，
由于成本提升、出口环境恶化等因素，东莞台商正面临
着转型升级的考验。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谢庆源告诉记者，台
商要克服的最大难题是成本：工人工资一年十几个百分
点地上调，环保标准大幅提高，再加上税费压力⋯⋯在
成本的重压之下，已有部分台企选择走出珠三角。

尽管如此，一项最新的统计表明，有超过三分之二
的台商选择就地升级。如何支持这些企业顺利升级，如
何深化两岸产业合作，东莞和台湾有关方面已经开始了

新一轮的探讨和尝试。
一方面是要帮助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台企实现升

级。东莞市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携手台
商共渡难关，比如政府投入几千万元，引进了十几家台
湾产业服务机构，帮助台企诊断问题，辅导升级。接受
辅导的企业平均生产成本降低了 10%，用工减少了 7%，
自创品牌能力大大增强。

另一方面，莞台两地也在谋划更高层次的产业合
作，着力发展“智力密集型”产业。12 月中下旬，东莞市
率团赴台开展经贸交流活动，期间，东莞台湾高科技园
得到了不少台湾企业的青睐。该园区作为广东对台合
作的重大平台，聚焦生物技术产业和高端新型电子信息
产业，截至今年 10 月份，已引进 54 个优质项目，协议投
资总额达 157亿元。

广东东莞——

台企探索转型升级新路
本报记者 郑 杨

福建漳州举行的第五届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上，参观者正在拍摄获得花

博会金奖的《粉鸟赫蕉》。 新华社发

国台办新闻发布会快讯

大陆赴台投资总额达 10 亿美元

国务院台办 25 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范
丽青介绍，自 2009 年 6 月底大陆资本获准到台湾投
资，两岸实现双向投资以来，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项目
已达到 193项，实际投资总额 10亿多美元。

大陆已向台湾开放 40 项资格考试

范丽青介绍说，截至目前，大陆已向台湾居民开放
了经济师、会计师、律师、专利代理人等39类40项专业
资格考试。未来，大陆还将继续开放专业技术人员资格
考试项目，在条件成熟的领域也可豁免部分专业考试。

范丽青点评两岸年度汉字“进”

两岸媒体日前将“进”评选为两岸年度汉字，对此，
发言人范丽青表示，“进”字有向上、向前提升的涵义。

“进”当选两岸年度汉字，充分体现了两岸同胞对今年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果的肯定，同时也表
达了对未来两岸关系不断改善发展、继续向
前推进的期许。

（本报记者 周 剑）

港铁将采用阿尔斯通基础设施系统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阿尔斯通近日宣布与香港地铁

运营商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向香
港地铁沙田至中环线提供基础设施系统。

据悉，该项目包括22公里长轨道的制造、供货、安装、调试以
及25kV接触网系统，总价约4100万欧元，预计2018年完成。

游客在江苏昆山的台湾年货大街选购商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