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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科研力度 推廣香港品牌
紡織及製衣界選委：業界持續發展離不開政府支持

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創新科技亦是引領香港紡織和製

衣業未來發展的重要動力。選舉委員會紡織及製衣界界別分組的多名候選人近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紡織和製衣業的持續發展，無論是加強科研力度、培養科研人才，還是向外推

廣香港品牌、參與國家「內循環」等都離不開特區政府的幫助，他們相信落實「愛國者治港」

後，特區政府可更集中精力去支持業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鄭治祖

該界別17位候選人
方淑君、司徒志仁、朱立夫、邱允恭、呂聮鳴、

陳淑玲、陳愛菁、許彼得、梁嘉彥、黃守正、

楊詩傑、楊燕芝、鄭文德、劉培傑、蕭勁樺、

顏金煒、羅正杰

香港紡織商會永遠榮譽會
長陳愛菁表示，本屆選委責
任重大，須有清晰的理念，
為香港選出真正愛國愛港、
有能力的管治團隊。她說，
回歸24年來，反對派議員逢
中必反，更與特區政府對着
幹，令很多政策長期積壓。
她相信新選舉制度能夠幫助
扭轉以往不良的議事風氣，
令愛國愛港議員能夠更好地
議政論事，與政府理性探討

各項政策，以及讓政府集中精力搞好經濟。
陳愛菁表示，在黑暴和疫情下，很多企業已經元氣
大傷，很多基層市民無工開，大家都盼望政府能夠推
出政策支援。
她說，今屆選委會共有1,500位選委，大家都要通
過資格審查，未來亦能在提名其他候選人時起把關作
用。選出來的行政長官，相信將會嚴格落實「愛國者
治港」原則，在國安法對香港的保駕護航下，確保政
治穩定、社會安全、經濟繁榮；也希望立法會議員同
樣愛國愛港，能夠在議會內理性討論，減少不必要的
爭拗，令特區政府能夠盡快落實有利經濟民生的政
策。
「我希望未來特區行政長官能夠履職盡責，落實好

『愛國者治港』，同時盡快解決包括貧富懸殊、房
屋、醫療等長期積累的問題，多為市民做實事；我亦
期待未來的立法會議員能夠對地區及基層問題有深入
了解，將市民的聲音帶給政府，讓特區政府各項施政
更加貼地，同時跟隨國家發展的大方向，支持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推動青年到大灣區發展。」陳愛菁說。

倡調整稅率 減中產負擔
她並建議調整稅率，減輕中產市民負擔。她舉例，

如果以一個中產家庭來計，夫婦兩人每月入息大約10
萬元，收入看上去很高，但是扣除供樓或租樓、生活
開支、孩子供書教學等，到了年底夾錢繳稅，實際稅
務壓力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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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是引領香港紡織
和製衣業未來發展的重要動
力。香港紡織商會會長朱立
夫表示，香港紡織業的持續
發展，離不開特區政府的大
力支持，特別是在創科方
面，單靠企業自身力量並不
足夠，建議紡織業界、特區
政府、研發機構、學術機構
等，未來加強跨界別合作，
共同促進紡織業科研成果商
品化，提升業界競爭力。

朱立夫表示，在「十四五」規劃下，香港紡織業未
來需要大量培養科研人才，但現時業界、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理工大學等
在有關議題上缺乏充足的聯繫和具體的落實。
在促進紡織業科研成果商品化上，他舉例指，紡織業

在控制疫情上有功勞，全球有近七成的口罩是在中國
生產，但除了人要戴口罩，在室內亦開始考慮要為冷
氣機「戴口罩」。目前已經有人用特殊過濾布幫助冷
氣機過濾病毒，「如果業界和研發機構能夠加快合作
的話，有關產品早已推出市面，幫助香港控制疫情。」
紡織業要邁向「工業4.0」，朱立夫指，這同樣需

要特區政府大力支持5G、大數據技術，因為企業是
透過物聯網將整個產品周期串聯起來，從下單、採
購，到排單、生產，以至出貨、付運等，過程中需要
快速的網絡及大數據分析，倘無政府的支持，業界很
難自己做得到。

灣區助業界培訓設計技術人才
香港紡織及成衣企業屬勞工密集型，朱立夫認為大

灣區對紡織業培訓設計和技術人才會有幫助，「現時
大部分香港青年都不願離港發展，我認為港企可以在
大灣區與內地中專掛鈎，藉此培養大量的製造業管理
人才，而由當地培養的人才最好與東盟有關，他們在
大灣區接受訓練後，對港企將來到東盟設廠亦很有
利。」

將科技理念融入時裝設計，
仍須有市場吸納才算成功。香
港紡織商會副會長楊詩傑表
示，特區政府可以為業界打造
更好的推廣平台，幫助業界向
內地乃至世界推廣香港品牌，
讓業界發展更具活力，打造亞
洲時尚之都。他亦期望特區政
府盡快與內地商討放寬通關的
措施，讓港商能夠盡快到大灣
區其他城市處理業務。
楊詩傑表示，擔任選委後希

望能夠多為業界發聲，推動特區政府為業界發揚香港品
牌。他說，對製衣業界而言，香港品牌並不是靠賣廣告
得來，香港品牌應該是良好的企業和商品信譽，「如果
我們自己都不會很好地推廣自己的香港品牌，試問又有
誰會幫我們做？」

冀政府助業界融入「內循環」
「在國家『內循環』中，內銷對香港品牌發展同樣重

要，因此特區政府應該第一個走出來，去幫助業界推廣
香港品牌、香港設計、香港工藝等，令香港品牌更容易
在『內循環』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又指，業界已經研
發很多創新物料和紡織技術，「政府是否可以帶頭應用
這些新物料，同時盡量向外推廣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助業界發展更具活力呢？」
楊詩傑指出，香港製衣業很多都是中小企，特區政府

如何幫助他們走出第一步，例如通過資助、海外推廣處
去幫助業界的品牌發展，相信這是特區政府未來應該做
的事情，特別是在「愛國者治港」後，社會分化減少，
政府應該更專注於改善民生和支持業界發展。
他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盡快與內地放寬通關安

排。近兩年業界面對的最大困難是無法到內地進行企業
管理、推廣、接單、生產等業務。他也指，香港疫情基
本上達至「清零」，還需要哪些措施去配合放寬通關，
特區政府要盡快拿出來與大家討論，若要發展追蹤、健
康碼等技術，政府亦應該不怕困難盡快去做，否則對業
界和社會民生都有很大影響。

香港紡織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黃守
正表示，參選政綱最根本的一點，
就是要堅定愛國愛港理念，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支持
香港國安法和中央主導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為香港市民選出既愛國亦
有管治能力的人才，提升香港管治
效能，讓更多有利於香港發展、國
家整體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得以順利
推行。
他說：「在業界領域，我們積極
服務業界，擔當業界與政府溝通的
橋樑角色，進一步拓展網路、尋找
商機，推動紡織製衣業提高整體競
爭力。我們要主動推動和帶領業界
同仁了解國家發展政策，推動特區
政府制訂短、中、長期行業發展規
劃，特別要把握粵港澳大灣區機
遇，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行
業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力。」
此外，在拓展海外市場方面，發
揮紡織界在海外及東南亞建設生產
基地的優勢，積極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與內地企業擴大合作，
共同開拓海外市場，更好發揮兩地
優勢。
創新發展方面，要推動業界研
發、運用、推廣創新技術在創科研
究、人工智慧上與理大、科大加強
合作，帶動香港紡織業再上一層
樓。

香港紡織業聯會副會長
羅正杰表示，紡織業、製
衣業在香港有很長歷史，
然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
來，香港紡衣製造業外
移，本地產品出口及就業
人數大幅下降，擴展趨勢
雖然慢下來了，但香港在
全球的紡衣供應鏈中仍舊
佔重要地位，由製造中心
轉型為供應鏈管理中心，
具備獨特的競爭優勢。
他表示，在業界共同努力

下，一直向特區政府爭取支
援政策。但由於沒有制訂行
業的發展大方向和政策，始
終未能趕上角色的變化趨
勢。
對此，他認為絕不能再

墨守成規，需要特區政府
強而有力的帶領，進一步
提升競爭力以應對各方挑
戰。要發揮「官、產、
學、研」的有效配合作
用，支持紡衣企業要向供
應鏈的兩端延伸。同時，
配合國家五年規劃的設
計，我們也應該制訂行業
的五年計劃，與國家整體
規劃對接，才能更好地把
握發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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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易發展局成衣
業諮詢委員會主席方淑
君表示，香港經歷多年
風雨，近年又受疫情影
響，中央作出完善選舉
制度的決定，有助香港
社會環境恢復穩定，亦
令業界對香港前景充滿
信心。在這個重要的社
會發展時間點上，作為
香港市民、作為業界代
表，參與選舉，是希望
為業界尋求機遇，共建
更好的香港。
她又指，完善選舉制度

可以讓不同界別有更廣泛
的參與，表達業界聲音。
今次紡織及製衣界界別參
選代表，都是在行業內有
豐富經驗的同仁，涵蓋大
中小企業及紡織業的各個
領域，極具行業代表性，
可以充分反映業界聲音。
她期望日後行政長官、

立法會議員等從政者，能
堅決維護「一國兩制」實
踐，維持香港繁榮穩定，
同時也要聆聽民意，做實
事，解決現時香港面對的
深層次問題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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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
服裝學系顧問委員會主
席陳淑玲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業
界對新血需求龐大，近
年國家積極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香港學生
及業界人士應積極把握
機遇，抓緊由14億人
口市場帶來的龐大機
會。
她指，內地近年致力

推動「智慧紡織」概
念，香港近年亦已開始
推動相關轉型，對青年
的培訓不能再是縫紉或
單純的設計，而是要結
合數碼營銷等全方面發
展，希望特區政府日後
也可以繼續大力推動相
關發展。
她期望特區政府日

後能夠資助業內廠
家，為紡織及服裝學
系的學生提供往內地
實習的機會，讓他們
在畢業前已了解內地
市場運作，擴闊視
野，進一步助年輕人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陳
淑
玲
倡
結
合
數
碼
營
銷
培
訓
青
年

朱
立
夫
：
共
促
科
研
成
果
商
品
化

黃
守
正
：
擔
當
業
界
與
政
府
溝
通
橋
樑

楊
詩
傑
：
打
造
亞
洲
時
尚
之
都

文 匯 要 聞A11 ●責任編輯：羅悅軒、簡 旼

20212021年年99月月88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9月8日（星期三）

2021年9月8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