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港台要闻新世界时报 2023年1月20日

NEW WORLD TIMES

香港开启面向全球招揽人才模式

芯片出口上升
分析：台湾仍是半导体市场领头羊

台湾放宽口罩禁令后，目前
户外已经无需再佩戴口罩，不过
按眼下规定，室内仍要佩戴，室内
口罩令何时松绑也引发外界关
注。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王必胜 16日证实，目前正积极研
讨春节过后做口罩第二阶段放
宽，详细放宽内容及实施时间会
在春节后公布。

综合台北中时新闻网、中央
社报道，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6日
公布，岛内新增 15409例新冠本
地病例及 223例境外输入病例，
确诊个案中新增40例死亡。

王必胜表示，上周岛内共新
增 15.1万例确诊病例，较前一周
下降 15.7%，降幅满大，研判第三
波疫情高峰已过。

日本近日传出政府考量境内
疫情逐渐平稳，计划解除室内戴
口罩的限制令，并规划把新冠疫
情警戒级别向下调整成与季节性
流感相同，最快今年春天就可能
生效。

王必胜对此表示，台湾新冠
从第五类法定传染疾病改为第四
类或改变通报定义，仍依原定计
划，在春节后会更积极行动。

他更松口表示，近日将讨论
第二阶段口罩室内放宽措施，若
境内、外疫情均稳定，口罩就会再
放宽，详细放宽规定与实施日期
会于春节后公布。大方向为明确
列出需要配戴口罩的地方，例如
医院、长照养老机构，其他室内场
所是否佩戴口罩则由民众自主决
定。

指挥中心也公布上周变异株
监测情形，在 152例境外检体与
69 例本地检体中，均以“BA.5”

“BA.2.75”为前二位。
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

罗一钧说，BA.5首度降到五成以
下，BA.2.75逐渐取代为主流，春
节期间预计有双主流病毒株，
BA.2.75有免疫逃脱优势，但传播
力和重复感染机率，都略逊于新
兴变异株。

报道指，台湾 2022年集成电
路芯片出口连续第七年增长，进
一步巩固了台湾经济在全球半导
体行业的领导地位。

综合彭博社、新加坡《联合早
报》17日报道，根据台湾财政部
的消息，作为电器、电脑和智能手
机关键零部件的集成电路芯片的
出口，较此前一年增长 18.4％。
这也是台湾集成电路芯片出口连
续第三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彭博社引述巴克莱经济学家
范基善分析说：“我们认为台湾短
期内在半导体行业是不可替代
的。”该公司称，美国等其他国家
加强芯片生产的努力不会立即削
弱台湾的重要性。

范基善也说，台湾在这个行
业的重要性依赖于像台积电等巨
头的产出，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
制造领域拥有超过一半的市场份
额，尤其是在全球最尖端芯片制
造方面。在全球贸易处于全球需
求下滑的巨大压力之下，全球半
导体销售对台湾出口起到驱动作
用。

孙范基指出，半导体产业未
来的多角化，将取决于半导体制
造厂的设厂地点。台积电可能前
往新加坡和日本设厂、英特尔
（Intel Corp）在越南投资，鸿海
和Vedanta Resources Ltd.在印
度合作等，可能对半导体产业带
来长远的影响。

另据台北中时新闻网报道，
在营收方面，台湾半导体巨头台
积电表示，去年第四季财报显示，
受益于先进芯片的强劲销量，台
积电去年第四季净利润同比增加
78%，超出市场预期。公司净利
润达 2959亿元（新台币，下同），
高于市场预期的 2894亿元，也优
与去年同期的1662亿元。

在今年业绩展望上，台积电
确认上半年会出现一定衰退。摩
根士丹利则分析认为，台积电上
半年的产能利用率如预料般偏
低，意味着此前外界的大部分的
负面信息为真，但今年下半年的
营运复苏力道应能化解市场对产
业循环的忧心。

中银香港17日举行记者会，
发布 2023 年经济及投资展望。
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张文
晶 预 计 ，香 港 今 年 经 济 增 长
2.8%。

张文晶表示，去年香港经济

受疫情、地缘政治和货币政策影
响，料萎缩约 3%。至于今年，预
料内地和香港“通关”有助刺激
香港消费和商务活动，全年经济
增长约为2.8%，甚至更高。

张文晶预料，香港失业率将于

今年年底降至3.1%。而由于内地
保障供应，今年香港通胀率为3%。

不过张文晶也表示，在相对
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加息仍然会
制约经济，外围环境不佳会继续
影响香港外贸表现。

香港海关 18日召开记者会
公布，海关近日瓦解一个大型清
洗黑钱集团，涉款约 60亿元(港
币，下同)，涉案金额为香港海关
历来破获的洗黑钱案中最高。

香港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
科财富调查课监督杨郁文在记
者会上表示，海关人员去年年中
根据情报锁定一个怀疑清洗黑
钱集团并展开调查，发现集团 9
名人士于香港不同银行开设多
个个人及公司银行户口，于2020
年至 2022年期间处理大量来历
不明资金，总额高达60亿元。

杨郁文称，涉案 9人年龄介
乎 39岁至 68岁，其中 6人报称

“无业”、3人分别是保险经纪、公
司经理和商人，收入为 2万元至
10万元不等。调查显示，9名人
士的背景和财务状况与其名下
银行户口内的大额可疑交易极

不相称。他们更租用一个大型
私人屋苑的住宅单位，怀疑是进
行洗黑钱活动的营运中心。

香港海关人员于今年 1月 5
日采取代号“蜂网”的执法行动，
以涉嫌“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
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
(俗称洗黑钱)罪名拘捕上述 9
人，包括集团主脑，并已冻结被
捕人士名下约1600万元资产。

同时，海关人员突击搜查10
个住宅单位、8间公司和 1间持
牌找换店，并检获约 390万元现
金、点钞机、多部手提电话、电
脑、公司印章、支票簿、银行卡及
银行文件等。

香港海关表示，有关案件仍
在调查中，9名被捕人士现正保
释候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
捕。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多
项全新和优化人才入境措施，面
向全球“抢人才”，获得广泛关注
和积极反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全球最具竞
争力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内地对
接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特区政
府必须更加积极进取“抢人才”，
强化发展动能，保持发展活力。

推出多项招揽人才政策
吸引人才是香港特区政府

2022年度施政报告的重点之一。
李家超在这份其任内的首个施政
报告中提出多项“抢人才”措施，
包括成立“人才服务窗口”，由特
区政府政务司司长专责制订并统
筹招揽内地和海外人才的策略和
工作，向来港人才提供“一站式”
支持，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
划”，优化现有多项输入人才计
划、加强吸引力等。

其中，“人才服务窗口”在线
平台于去年底投入运作。特区政
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现在
正是香港主动出击、竞逐人才的
黄金时机。特区政府定当全力以
赴，全面推进“人才服务窗口”等
一系列新措施，以补充和丰富香

港人才库，配合香港未来经济和
社会发展需要。

为期两年的“高端人才通行
证计划”也已于 2022年底开始接
受申请。合资格人才包括过去一
年年薪达 250万港元或以上的人
士，以及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并
在过去 5年内累积 3年或以上工
作经验的人士等。特区政府劳工
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日前介绍，

“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推出约两
周后已接获逾 5300份申请，平均
每日有350份至400份，当中约六
成已获批，各界反响热烈。

此外，特区政府还对“一般就
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等
多项现有人才计划进行不同程度
优化，增强对优秀人才的吸引
力。比如自今年 1月 1日起取消

“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年度配额，
为期两年，并简化审批程序等。
在创科领域，特区政府也优化了

“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撤销科技
公司在计划下输入外来人才时必
须增聘本地雇员的规定，并将新
兴科技行业扩展至 14个，以加快
输入人才的步伐。

释放求贤若渴强烈信号

香港舆论认为，一个“抢”字，
展现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理念
之变，从“积极不干预”变为主动
作为、勇于担当。“过去我们被动
等人才上门，现在必须要主动去
找人才。”李家超说，过去两年受
各种因素影响，香港本地劳动人
口流失约 14万人，多个行业正面
临人力短缺问题，必须要更加积
极主动“抢人才”。“现在我们是积
极主动去‘敲门’，并告诉大家我
们有很多新政策。”

按照特区政府制定的目标，
预计在 2023年至 2025年期间，通
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每年吸引至
少 3.5万名人才，即 3年吸引至少
10.5万名人才。上述吸引人才目
标较去年和前年的年均人数增加
40%。“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并有
十足信心让 KPI 达标。”陈国基
说。

香港正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
心，创科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机
遇，而科技人才短缺却成为香港
创科企业发展的一大掣肘。对
此，香港特区政府不久前公布《香
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明确提出
充实创科人才资源，计划至 2032

年将创科产业从业人员从目前的
约 4.5 万人增加到不少于 10 万
人。“蓝图提出的加大力度吸引高
精尖人才、强化对大学基础科研
的支持等措施都极具诚意。相信
这些措施落实之后，我们会迎来
并留住一批又一批优质创科人
才。”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王
钻开如是说。

鼓励人才在港落地生根
“抢人才”是一个系统性工

程，包括工作签证、科研支持、成
果转化、人才住房、子女入学、社
会保障、落户政策等多个环节，需
要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对此，香
港特区政府做了一系列相应规
划。比如，为积极吸引海内外创
科人才来港，特区政府计划将加
大力度招募海内外年轻科研人才
并吸引香港海外留学生回港发
展，加强资助年轻科研学者，增加
人才住宿配套，增强人才的归属
感，鼓励人才在香港落地生根。

“针对重点行业，我们的人才
政策有一系列‘量身订做计划’，
包括税务优惠、员工补贴、生活补
贴等。比如企业需要土地、扣减
税务，甚至员工要读书、找地方

住，这些我们都有相应安排。”李
家超介绍，特区政府出台这些配
套措施，目的是希望优秀人才来
到香港后，感受到香港广揽英才
的诚意，并扎根成为香港这座城
市的一分子。

“香港本身是有吸引力的，这
就是我们的DNA。”李家超认为，
香港除了固有的低税率、简单税
制、自由开放、中西文化融和等优
势外，还具备“一国两制”的独特
优势。国家“十四五”规划、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国家
战略和政策措施，为香港发展提
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
间，也大大增强了香港对优秀人
才的吸引力。

孙玉菡同样认为，香港在招
揽人才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
优势。人才最看重的是机遇和舞
台，而随着香港和内地开始分阶
段有序恢复人员正常往来，香港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将
更加彰显，内地的经济增长趋势
将成为巨大驱动力，吸引更多海
内外人才来港发展。

中银香港：

“通关”有助消费与商务
预料今年香港经济增长2.8%

春节后台湾或启动新冠降级
室内口罩令松绑

香港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洗黑钱案
涉款约60亿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