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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飛機引擎維修察覺港競爭力強
「我關注航天，是從航空開始

的。」立法會議員洪雯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分享自己的「航天

緣」的由來。她說，自己從香港為

飛機發動機維修，看到香港具有海

關程序極其簡便、物流高效，保障了各個零配件

的靈活、快捷進出的優點，正逢SPACE X的星鏈

計劃取得突破性進展，便開始思考，並着力推動

在香港發展人造衛星產業。

早於 2019 年，她在參觀香港一間航空發動機

維修服務公司位於香港將軍澳工業邨的廠房時，

扭轉了她對香港的一些傳統認知：原來香港這個

亞太區航空樞紐的功能，並不只是飛機起降、運

人運貨；全球超過 30 家著名航空公司的空中巴

士或波音飛機，所採用的勞斯萊斯飛機發動機和

零配件，均是在香港檢測、維修、改裝、保養。

香港是勞斯萊斯全球維修保養網絡中的一個重要

基地，為業界提供最高品質和最為全面的發動機

維修服務。

物流高效安全可靠 信譽長優
「為飛機發動機維修這種跟香港四大支柱產業

相差甚遠，甚至跟香港工業化時期所依託的輕加

工業也非常不同的重型行業，能在香港生存並發

展起來？」帶着這樣的思考，洪雯繼續探究，發

現交付周期的確定性和快捷性是這一行業的關鍵

因素，而飛機供應鏈極長，涉及無數零部件供應

商，供應鏈整合極為不易。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

際物流樞紐，無關稅，海關程序極其簡便，物流

高效，保障了各個零配件的靈活、快捷進出，是

供應鏈管理樞紐的理想地點，不僅能彌補香港土

地和人力昂貴的劣勢，反而使綜合成本極具市場

競爭力。

此外，安全性、可靠性是行業的首要的考慮因

素，在技術、誠信、合規、知識產權保護、專業

服務精神等方面都必須有長期的良好紀錄，才能

得到客戶信賴。香港的普通法體系亦與海外市場

相一致，在上述幾方面一直比較有國際信譽。

當時的洪雯便開始思考：「這個產業未來有沒

有進一步在香港擴展的可能？能不能從航空，走

向航天？」隨後，SPACE X的星鏈計劃取得突破

性進展，人造衛星商業時代快速發展起來。她便

開始留意人造衛星產業。並進行大量調研工作，

着力推動在香港發展人造衛星產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做飛機發動機維修保養業務的港機工程由
1998年在將軍澳設廠。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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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倡港引入衛星產業集群
洪雯分析本地六大優勢 冀打造國際科創高地

仰望星空，或許隱藏着又一個香港有潛力發展的產業。長

期關注衛星產業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洪雯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表示，基於香港自由港、人才、數據流通等六大優

勢，人造衛星產業便是一個有潛力在香港成長的產業。她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建議中提

到，期望特區政府把商業航天作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合

作的重要抓手，推動大灣區在產業發展上各自發揮自身所長，打造成國際科研創新高

地，亦建議特區政府從產業集群的視角引入重點企業，目標是在港形成一個產業集

群。據了解，政府有意推動相關產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港引入衛星產業六優勢
關稅

◆一顆衛星涉及大量精密零部件，不少零
部件從全球進口，將產生大量關稅成
本；香港自由港零關稅的優勢，可將製
造成本降低多達30%

自由港

◆因零部件眾多，衛星的供應鏈比較複
雜。在自由港制度下，香港海關的通關
管理全球最為寬鬆，物流最為高效，是
管理複雜供應鏈的理想之地，能大幅提
高衛星的生產效率

法治

◆香港實行普通法，法制體系受國際信
賴，對技術專利和知識產權的保護亦讓
各國放心在香港交易

人才

◆衛星產業需要大量尖端科學家和工程
師， 一方面，香港本地的大學在航天研
究方面一直具有國際競爭力；另一方
面，香港比內地更易於從全球吸引尖端
人才

數據流通

◆衛星發射上天後，提供的服務其實是基
於數據的服務，產業涉及大量數據跨境
流通，香港數據對外開放程度高，可保
證數據在合規的情況下自由流通，從而
可以在滿足各國數據出境監管要求的基
礎上，提供最優化的數據分發和共享服
務

國際金融中心

◆企業在香港更容易獲得投資，並且容易接
觸到全球的各類信息、市場、商業夥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王夏虹表示，特區政府歡迎企業落戶香港的積
極態度和行動，對於希望國際化發展的公司具有
獨特的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子龍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香港發展航
天產業，企業會看好嗎？銀河航天國際業務總監王
夏虹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對任何一家
希望走向國際化的公司而言，香港都是理性的落戶
城市。她並認為，政府歡迎和支持企業落戶香港的
態度，對企業更具極大吸引力。
銀河航天是內地領先的衛星互聯網解決方案提供
商和衛星製造商，在北京、南通、西安、成都、上
海等城市均有營運點，致力於通信載荷、核心單
機、衛星平台的自主研發與低成本量產。
王夏虹指出，香港具有低稅率的營商環境，且只
有在香港賺取的利潤需要繳稅，境外收入可以免
稅；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沒有外匯管制，資金
流動自由，擁有廣泛的國際融資管道和投資機會；
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規，使科技創新公司的專

利、商標得到保護；擁有大量高素質的法律、會計
等專業服務，可提供完善的專業支援；營商環境國
際化；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充裕的人才資源，這些都
是香港的獨特的優勢。

中午發電郵下午獲覆 科學園辦事高效
本屆特區政府的積極態度和行動，包括成立「引

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設立「共同投資基金」、推
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等，更堅定了企業對香
港的信心。王夏虹提到，特別是由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領導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起作用相當明
顯，每當企業需要諮詢時，都可以提供到一站式的
服務，用最快的速度幫助企業解決困難。
她又分享自己向科學園查閱詳細優惠政策的經歷，

「中午發送郵件，下午便得到了回覆，在了解我們企

業的狀況後，便迅速約定時間，以視頻會議的方式，
向我詳細介紹了所有與企業相關的政策。我只能用
『感動』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企業到一個新的地方落
戶，最怕的就是沒有回應，或者當地政府不支持，而
特區政府展現出來的態度，令我感到絕對的放心。」

籲改善配套支援
在被問到香港現時存在的不足時，王夏虹坦言：

「香港是一個比較貴的地方。」相比內地，香港在
住屋、開銷、培養子女方面的花銷都較大，特區政
府對企業招聘高端人才有一定薪酬資助，但其他方
面的配套支援亦需要跟上，才能更好地吸引足夠的
人才。此外，由於「北部都會區」仍需很長時間才
可成型，香港現時依然未有創科企業集中發展的地
方，也會令希望來港發展的企業有所顧慮。

過江龍銀河航天讚港營商環境佳

全球衛星發射數量自2019年以來快速上升，
由之前每年200多顆升至近2,000顆，預計

2030年全球在軌衛星將超過10萬顆，當中以低
軌道衛星為主，廣泛應用於通訊、遙測、導
航、追蹤、衛星互聯網等領域，為全球交通物
流、通信、海洋經濟、自然資源、智慧城市、
環境保護等範疇提供服務。

尚有數家擬落戶香江
洪雯提到，她接觸了5家至6家衛星研發製造

服務企業，有意來香港建立基地，或者已經在
香港落地，開始生產人造衛星。「這類企業來
港，最核心的原因是香港自由港、國際化的優
勢，以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這些企
業開拓外循環的首選基地。」
她指出，一顆衛星涉及大量精密零部件，不
少零部件從全球進口，將產生大量關稅成本，
而香港自由港零關稅的優勢，將大大降低其製
造成本，而且在自由港制度下，香港海關的通
關管理全球最為寬鬆，物流最為高效，是管理
複雜供應鏈的理想之地，能大幅提高衛星的生
產效率。

雲集大量尖端科學家
她又指，衛星產業需要大量尖端科學家和工
程師，而香港本地的大學在航天研究方面一直
具有國際競爭力，並且易於從全球吸引尖端人
才，加上香港數據對外開放程度高，可保證數
據在合規的情況下自由流通，並且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有助有關企業獲得投資，因此當內地
的人造衛星企業希望開拓商業衛星市場，尤其
是國際商業衛星市場，香港會是一個理想的基

地。
人造衛星產業畢竟會涉及很多國家機密，目
前全球地緣政治日趨複雜，會否是香港發展人
造衞星產業的一個不穩定因素？洪雯認為，在
目前的科技和地緣政治格局下，香港在「一國
兩制」下便可扮演更特別的角色。她說，由於
資本自由跨境流通的優勢，香港成為了國際資
本跨境流通樞紐，而香港同樣擁有數據自由跨
境流通的優勢，是中國與海外進行數據交匯、
交流、交易的理想據點，非常有潛力成為「國
際數據港」，成為中國的離岸「國際數據跨境
流通樞紐」。

需要政策層面配合
經過充分調研後，洪雯認為，要形成產業集
群，就需要特區政府在政策層面配合。她認
為，香港不能只做研發，而是要參與到產業發
展當中。建議特區政府從產業集群的視角，引
入重點企業，覆蓋衛星產業鏈的上、中、下
游，外加一系列上中下游的供應商、服務商，
配合各所大學、科研機構，目標是在港形成一
個產業集群。
洪雯又表示，未來國家航天局會與香港在衛
星的研發、科研、發射、衛星數據跨境流通與
應用、人才培育等等方面開展合作。
她認為，在港建立衛星產業集群是香港推動
數字經濟、發展新型製造業，以及智慧城市發
展的一個很好切入點，並吸引衛星研發及製造
公司在港開展業務，有信心可在香港建立起衛
星產業集群，相信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新型
製造業，也是發展智慧城市的一個很好切入
點。

◆洪雯去年走訪本港鋼鐵企業，了解業界經營現狀。
資料圖片

◆洪雯有信心可在香港建立起人造衛星產業鏈條，為香港帶來新的發展動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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