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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全國兩會勝利閉幕，國務院
總理李強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把 「因地
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
業體系」 、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
穩外貿穩外資」 等列為十大工作任務，並
首度提出支持香港 「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
筆者認為，香港可從多方面貫徹落實兩會
精神，以自身國際化獨特優勢，助力國家
高質量發展。

第一，香港未來必須繼續用好自身 「內
聯外通」 和國際化應用場景，引進內地企
業、品牌和技術，夥拍內地科企 「併船出
海」 ，擔當好作為國家構建新質生產力的
重要門戶和窗口。

以筆者擔任主席的生產力局為例，早
前與北京一所人工智能企業合作，協助其
研發的無人駕駛拖車於香港國際機場落地
試用，成功以香港的國際化應用場景，將
技術 「出海」 至海外，這正是香港 「引進
來」 「走出來」 的強項所在。

至於如何進一步深化和做好這方面的
工作，筆者認為，除了龍頭企業外，亦可

循引進內地中小企方向推進。內地擁有超
過5000萬家中小企，具備龐大發展基數和
潛力，遍布不同傳統和新興產業。夥拍有
意 「走出去」 的內地中小企 「併船出海」 ，
既可貢獻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可深化
國家與國際的商貿合作和聯繫。

為中小企「出海」創先機
只要能成功吸引內地部分有實力和潛

力的中小企 「落戶」 ，所衍生的經濟產值
和形成的中小企產業集群，將為香港長遠
經濟發展注入大量 「活水」 。

如何吸引內地中小企 「落戶」 ？筆者
認為，需要透過改革性思維，包括更有針
對性地以行業或省市作為切入點，透過來
自香港的地方政協、同鄉會、聯誼會，以
及各行業商會、行業協會、企業家協會等
單位作為媒介，與內地相關部門和行業單
位做好深度對接，深入掌握和了解所屬省
市縣的行業之發展需要，例如有哪些中小
企有什麼 「出海」 需要，築建好相應橋樑，
強化香港作為內地中小企 「出海」 基地的
角色。

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過去數年就國內
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作出更新，以去年
為例，鎖定共100個產業集群，例如番禺的

紡織服裝集群、河北唐山的智能特種機
器人集群等。筆者認為，香港需要深入
了解內地產業集群的發展實況，識別不
同產業集群及企業對長遠發展和 「出海」
的實際需求，例如有哪些中小企需要香
港作為供應鏈管理中心，有哪些企業需
要香港作為標準認證、研發設計、國際
化應用場景或開拓海外市場的基地，以
制定更精確的招商引資策略，這既是幫
助內企邁向國際化，更為香港帶來更龐
大機遇。

同一時間，筆者期望政府能主動出擊，
透過引進辦、投資推廣署等部門，更積極
把招商引資工作做好，並投放相應政策和
資源，支援各行業和所屬單位，與內地各
省市、各行業進行深度對接。國家的產業
發展與香港密切關連，香港不能夠只做
「聯繫人」 ，更重要是要做國家的 「增值
人」 ；香港不能空坐旁觀，而是要深入參
與國家行業發展，主動對接國家的產業政
策和發展戰略。其中一個方式，就是更積
極對接國家各行業的商會、行業協會等機
構，相互促進發展。

第二，用好香港傳統優勢產業的國際
商貿網絡和聯繫，同樣是 「深化國際交往
合作」 的重要着力點。以紡織業界為例，

業界在東盟等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擁有
深厚的商貿連結與基礎。去年3月，香港業
界成功促成內地業界與東盟業界簽訂三方
備忘錄，深化業界合作與交流，隨後也持
續在創新研發、品牌發展等領域合作，是
發揮 「超級增值人」 助力國家深化國際交
往合作的成功範例。

筆者期望，政府未來可從政策和財政
上加強支援業界，協助與海內外業界相應
的政府機構及單位進行深度對接，推動高
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走深走實。

第三，國際交往合作除了聚焦商貿，
文化藝術領域也是重點之一。舉例說，於
去年底舉行的首屆 「香港時裝薈」 ，充分
彰顯香港作為亞洲的國際紡織時裝樞紐的
定位。 「時裝薈」 共有超過16萬人次參與，
涵蓋了來自25個國家或地區的業界人士、
設計師、名人、政商界及國際品牌代表等，
媒體價值（PR Value）接近兩億港元，社
交媒體觸及數至少有逾億次。

「時裝薈」 透過頂尖的國際時尚網紅
及各項國際時裝盛會，以軟性手法傳播香
港真實且正面的國際形象，向國際講好中
國故事、亞洲時尚故事，並以香港作為橋
樑，彰顯國家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深度促
進國家與國際的文化交流。再者，有來

自柬埔寨的品牌在 「時裝薈」 獲青睞，
成功售出系列作品，該品牌創辦人亦移
居香港拓展業務，這體現 「時裝薈」 既促
進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同時可為香港促
成更多 「生意」 和經濟成果，彰顯香港
作為亞洲區內國際時尚紡織樞紐的重要
功能。

深化跨界別產業深度合作
隨着去年的施政報告宣布將 「時裝薈」

發展為年度盛事，筆者期望，恆常化的 「時
裝薈」 能透過深化跨界別和產業之間的互
動和合作，辦得更國際化和盛事化，並藉
着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助力
國家深化國際交往合作，推進高水平對外
開放。

總言之，筆者認為，香港要更好發揮
作為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人」 的
角色，為國家在商貿、文化藝術等領域 「牽
紅線」 ，助力國家深化與其他國家合作
交流，而紡織業界會繼續以更多實際行
動，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全面貫徹落
實兩會精神，為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更積極貢
獻。

生產力局主席、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2025年全國兩會勝利閉幕。一
如往年，一年一度的兩會宣講拉開
帷幕。對此有人或許會問：港人為
什麼需要了解兩會？為何需要領會
兩會內容和精神？

全國兩會是國家制定年度發展
規劃及長期戰略的重要平台。這場
匯聚中國政治智慧與發展藍圖的重
要會議，不僅為國家發展指明方向，
也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
關鍵指引。

作為 「一國兩制」 下的特別行
政區，香港從兩會內容中把握國家
戰略、校準自身定位，可以更精準
地跟隨國家步伐，更清楚自身在國
家發展中的定位和責任，在國家進
步中定義香港的未來，保證 「一國
兩制」 行穩致遠。

香港自回歸以來，始終在國家
發展中扮演獨特角色，但其角色內
涵隨時代演進不斷深化。之前香港
憑藉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優勢，
成為內地連接世界的橋樑。隨着國
家綜合實力的躍升，中央對香港提
出了新要求，如 「八大中心」 建設，
以及今年兩會提出的 「深化國際交
往合作」 ，香港必須與時俱進，適
應國家戰略需求的升級。

「被動受益者」轉為「主動共建者」
兩會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窗

口，集中呈現了中央政府統籌全局
的頂層設計。比如，今年的政府工

作報告中， 「高質量發展」 、 「新
質生產力」 成為核心關鍵詞，反映
出國家經濟從粗放式的規模擴張向
質量效益的轉型決心。香港若脫離
對這一主線的認知，便可能錯失與
內地產業升級的協同機遇。

歷史經驗表明，香港的繁榮始
終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無論是
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香港抓住的每
一次重大機遇，既是國家高瞻遠矚，
也源於香港對國家政策走向的把握。
如今，面對全球產業鏈重構與科技
競爭白熱化，香港更需從兩會精神
中捕捉國家進步的方向，完成從 「被
動受益者」向「主動共建者」的轉變。

香港的獨特性在於其 「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 的制度優勢，而這
一優勢的持續發揮，離不開對國家
戰略的深度了解和深度對接。兩會
內容不僅涵蓋經濟目標，更涉及法
治建設、社會治理、文化傳播等系
統性部署，為香港提供了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接口。今天，人們越來
越深刻認識到，香港的制度靈活性
（如普通法體系、國際化營商環境）
唯有與內地的規模化市場、政策資
源相結合，才能釋放最大效能。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
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產
業鏈呈現區域化、短鏈化趨勢。在
此背景下，中國以 「一帶一路」 倡
議等多邊機制深化對外開放，而香
港的角色亦從 「超級聯繫人」 升級
為 「超級增值人」 。今年兩會更強
調 「要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兩會
報告為此提供了戰略路線圖。香港
需要思考如何在國家擴大高水平對

外開放中，發揮更加積極的獨特作
用。

「全國一盤棋」發揮香港優勢
今年兩會提出以科技自立自強

為核心抓手，系統部署前沿領域。
其中 「人工智能+」 行動計劃，要求
加強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關鍵技
術攻關。香港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
學、15所全國重點實驗室，基礎科
研實力雄厚，但在成果轉化方面長
期受制於本地市場狹小等因素。國
家 「新型舉國體制」 為香港突破瓶
頸提供路徑。這種 「國家需求+香港
所長」 的模式，正是兩會強調的 「全
國一盤棋」 思維的體現，也是香港
發揮獨特優勢的舞台。

儘管戰略機遇清晰，但香港在
融入國家發展進程中仍面臨一些現
實挑戰，其中就包括部分民眾對國
家治理體系理解不足，對國家發展
方向和舉措不甚了了。為此，香港
需要建立常態化、有效的政策解讀
機制。親身參加兩會的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委員，向社會各界解
讀兩會精神是題中之義，更是責任。

全國兩會作為中國式民主的集
中展示，不僅呈現國家進步的宏偉
藍圖，也揭示了香港在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中的歷史坐標。從兩會內容
認知國家進步，主動參與國家治理、
國家建設，共享發展紅利，在融入
國家發展的大潮中重鑄輝煌──這
正是 「國家好，香港更好」 的現實
邏輯。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善用國際化應用場景 強化香港聯通角色

推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 金融創新前景廣闊

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代表
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
委員會作工作報告指出，一年
來，全國政協常委會全面履行
各項職能，其中包括落實走訪港澳委員制度，
組織深化港澳與內地交流合作考察，支持以
「進校園」 形式面向港澳青年舉行75場國情
報告會。可見中央對香港青年國情教育的高
度重視，這也是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未來重中
之重的工作。

青年是國家和香港的未來和希望。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青年興則國家興，青
年強則國家強。如何做好香港青少年學生的
國情教育，任重而道遠。香港友好協進會（友
協）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為
主體，也包括部分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組
織成員都是各界精英。友協自2010年開始舉
辦港區人大和港區政協 「進校園 講國情」 活
動，迄今已持續了15年，其間經歷了黑暴和
疫情等各種考驗，友協始終堅守初心不放棄。
時至今日， 「進校園 講國情」 活動已發展
成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
香港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一個重要平台、
一塊重要陣地，也是香港友好協進會一項
品牌工程。

抓住學生興趣「講故事」
15年來，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走進

354間學校，舉辦講座1262場，參與師生近
40萬。15年裏，共有講者204位參與這項活
動，其中全國人大代表56位、全國政協委員
143位、海聯會理事5位。原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香港著名化學學者曹宏威博士是到校園
分享次數最多的講者，15年間講了39次。他
形容，自己是全心全意喜歡這份工作。他又
分享心得說，無論做任何事，都要抓住學生
的興趣，並非隨便選題的。

原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律師會前會
長周永健表示，他喜歡選擇 「一國兩制」 和
改革開放的主題，希望以自身經歷和經驗吸

引學生，讓學生從中了解國家發
展歷程，並對他們的個人發展有
所啟發。

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譚錦球
也到過學校同學生 「講故事」 ，分享當年他
如何把握國家改革開放的機遇到深圳東莞打
拚，由當出租車司機、到開農場、餐廳、商
場等等，他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譚會長希
望以自己的奮鬥經歷，激勵學生要堅毅不屈
打拚未來，將來才有能力回饋社會。

以上只是進校園分享的部分例子。成功
的國情教育，從來不是生硬灌輸，而是要感
動學生，觸動學生心靈。講者們在百忙中抽
時間做準備、到學校做分享，都是充滿熱誠，
希望以不同方式幫助學生認識國家的歷史文
化和各種最新發展，加深對國家的認識，增
強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更希望對
學生的個人發展有所啟發。

潛移默化做好人心回歸
一直以來， 「進校園 講國情」 講座主要

以中學為對象。在全港逾500間中學之中，友
協成員已走進逾350間，題目內容因應時期的
需要不斷更新。走進新時代，無論初中的公
民、經濟與社會課程，還是高中的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在不同程度上皆涉及國家的歷史
文化、最新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發展，甚
至關乎國家重要的節日和活動，實際上也關
乎國情。友協成員是來自香港不同界別的精
英，由他們進校園分享，更能讓學生們開闊
視野。

我們甚至可以考慮把分享對象擴大至小
學高年級學生和大學生，透過不同方式、面
向不同組合進校園分享。今年是香港回歸祖
國28周年，人心回歸是長期而艱巨的工作，
也是潛移默化的工作。希望透過大家不懈的
努力，讓香港青年新一代以中國人為榮，以
香港為家。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 「進校
園 講國情」 活動召集人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他所
在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

出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是發展新質生
產力的基本路徑」 ；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
告更將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以及 「深入實施科
教興國戰略，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作為兩項重點國策部署，提出從制度上保
障企業參與國家科技創新決策、承擔重大
科技項目。其中包括強化政策性金融支持，
加快發展創業投資、壯大耐心資本、擴大
科技開放合作等重要內容。

國家經濟穩步前行，高質量發展持續
推進，科技創新及應用已逐漸成為推動經
濟增長的核心動能。為貫徹落實兩會精神，
緊扣國家發展戰略，圍繞中央政府擘畫的
未來工作重點，香港在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的時候，應更多運用自身之長，貢獻
國家所需。

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在於創新和技術進
步。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抓緊機遇，

發揮金融和創新科技人才優勢，以新思維、
新模式和新技術，積極開展包括金融工具、
金融科技、經營方式與金融市場布局的改
革創新，開發更多利於創科企業需求的金
融產品和新型的融資模式，尤其是內地金
融業界已推行多年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
這一放貸業務對香港金融業界而言還是一
種未曾開發的新業種。

助民營科企跨境上市
這個業種產生的背景是知識經濟下，

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依託自主研發的知識
產權及高新技術產品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市
場份額，但土地、廠房、設備等實體資產
匱乏已成為限制中小企業融通資金、擴大
生產的主要障礙。因此，知識產權質押融
資是幫助中小企業取得商業融資的重要途
徑，也是未來助推中小企業不斷擴大生產
經營規模的不竭動力。

知識經濟時代大大提升了各產業對於
高新技術及知識產品的需求。知識產權的
交易、授權、質押融資等活動讓創新資源
得以在市場中高效流動、合理配置，不僅

提高了資源的使用效率，也加速了新質生
產力的發展成長。知識產權作為發揮市場
在創新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基礎手
段，將推動創新成果轉化為實際的生產
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香港金融
業而言，這一業種不僅有助民營科企跨境
上市及灣區創新產業服務，為香港融入灣
區發展提供新的活力與動能，它更將為香
港金融業支持實體經濟開闢一片新天
地。

事實上，我國具備非常殷厚的發展知
識產權質押支持創科企業融資的有利條件。
一方面，隨着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無形
資產加速積累，我國已成為位居全球前列
的知識產權存量大國。以國際知識產權組
織（WIPO）發布的有效專利數為例，2020
年我國就已達約305萬件，僅次於已發展知
識產權質押融資業務已30年的美國。另一
方面，近年來我國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政策
法規不斷完善、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建設初
具規模。截至2024年底，我國國內發明專
利有效量達475.6萬件，成為全球首個突破
400萬件的國家。粵省方面，截至2024年

底，有效發明專利數量為195599件。而
2024年全省授權專利148388件，其中發明
專利32821件，實用新型專利102921件，
外觀設計專利12646件；全省提交PCT國際
專利申請1377件。

加快知識產權落地轉化
「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

春」 ，面對如此廣闊蓬勃，潛力與機遇無
限的內地市場，香港金融業界必須抓緊 「搶
灘」 ，積極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業務。
此外，過去一年特區政府加大創科投入、
引入大批重點企業的努力顯現成效。最近
一段時間，香港科技股氣勢熱騰，帶動港
股上升，升幅為全球之最，上月每日成交
量達3000億港元。正在處理的上市申請企
業超過百間。為了支持這些科技企業的持
續發展，香港本身亦需要加強對新科技企
業發展的支援。

事實上，當前香港正持續強化和完善
知識產權和創科生態的制度建設，促進知
識產權落地轉化及商品化。去年7月起，香
港已實施 「專利盒」 （patent box）稅務

優惠，將通過創新研發活動而創造的合資
格知識產權所得之具資格知識產權收入的
應評稅利潤稅率由16.5%大幅減至5%，鼓
勵企業更積極地投入更多資源進行研發，
創造和保護更多具市場潛質的知識產權，
利用研發成果推動知識產權貿易。

此外，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去年成功入
選國家知識產權局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IPO）共同確認的技術與創新支持中心
（TISC）籌建機構，料今年底前完成籌建，
目標是向創科產業提供優質的專利信息及
相關專門服務，加強對業界的支援。預計
投入服務後，將可融入國家已經建立超過
一百所TISC的龐大網絡。凡此種種，無不
彰顯了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落地香港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

近日《CEPA服務貿易協議二》正式實
施， 「港資港法」 及 「港資港仲裁」 擴大
適用範圍，意味香港金融業在灣區開展知
識產權質押業務時機和條件更為成熟。在
政策的有力推動和鼓勵下，我們相信知識
產權質押融資在港前景可期，必有助香港
金融之創新。

在國家進步中開創香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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