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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三年新冠疫情後，香港經濟的復甦情況不似

預期，不時有唱衰香港的聲音。隨着國安法及國安條

例落實，國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後，行政長官李家超

提出四大重點工作，全力為香港拚經濟、謀發展、惠

民生，建設香港美好家園。港大學者鄧希煒認為，香

港長遠可緊盯三個「路向」，包括推動高附加值工業

發展，發揮好連結內地與全球的橋樑作用，以及優化

人才培育與引進政策。同時，香港自身的軟實力不容

忽視，香港擁有中西文化特色，也有名揚國際的藝

人，完全可以借此優勢發展旅遊業。當香港的產業能

「軟、硬」兼施，打通發展經脈，經濟勢必動起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梓田、莊程敏

質素
取勝

善用港影視文化 發展旅遊業

深度
旅遊

金融不能食老本 用好橋樑優勢

金融
創新

港零售難打價格戰
提升服務才治本

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4部分建議

◆金融方面，香港需用好橋樑
角色，吸引更多新資金來源。

◆香港影視文化根基雄厚，應
善用並拓展旅遊業。

◆零售方面，香港無條件打價
格戰，應着重質素與服務。

香港經濟除了硬實力之外，軟實力也不容
忽視，鄧希煒認為，香港的舊有電影、音樂
和娛樂產品是香港最為輝煌的過去，至今仍
受到海外遊客的欣賞，成為代代人的集體回
憶。世界上還有很多願意花錢旅遊的中老年
人，他們認識王家衛、周潤發和楊紫瓊等演
藝名人，也應該利用這些文化資源來創造旅
遊項目。例如，王家衛在上海拍攝的《繁
花》，便將老上海年代的情景重新呈現大眾
眼前，想像如果能將香港八九十年代的電影
或電視劇情，讓昔日香港輝煌時代重新回
來，那將是一種吸引遊客的方式。
他續說，阿里巴巴投資50億元推動香港的

電影發展，這是一個極好的開端。香港人應
該利用香港的特色來創造高增值的旅遊業
務，而不是僅僅依賴低成本的產品。制訂合
適策略應該是結合產業政策，長遠規劃，以

提升香港在大灣區的競爭力和增值能力。
他又認為，香港擁有許多文化特色，往往

被埋沒，或沒有從商業角度加以利用。例
如，許多人參觀金庸展覽，這些展覽大多面
向香港市民或內地遊客。如果是來自歐洲或
日本的遊客，他們會比較在意展覽中是否有
方便的翻譯服務，願意讓國際遊客感到這是
為他們而設的展覽。

借鑑七欖舉辦經驗拓活動
鄧希煒稱，自己曾經看過七人欖球賽，觀

眾結構非常國際化，很多來自傳統的歐美國
家的遊客。這讓他思考，如何能將這種國際
體育項目融入香港。國泰航空和滙豐銀行一
直是這些活動的主要贊助商，香港政府可以
藉助他們的經驗，創造更多新的盛事活動。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鄧希煒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不少人認為香港的高工資成本和缺乏勞動力，

是窒礙經濟以至製造業發展的絆腳石，其實香港的工業對GDP的
貢獻已經從原來的20%下降到可能只有3%至5%，香港似乎沒有
發展工業的必要。但鄧希煒認為，「香港需要着手進行高附加值
發展的產業政策，與深圳和東莞共同制定產業政策，從而融入大
灣區發展。」香港需要重視工業發展，但非提倡傳統工業，而是
重點發展新興技術型產業，例如只需三至五個月就可建立的高科
技工業園區，能夠促進產業與學術界的互動。

產業政策需注重大灣區融合
鄧希煒建議，香港企業或職人進入大灣區發展，應更加注重與
深圳、東莞等地的協同。現階段港人到大灣區主要是為了消費，
但港人應當思考如何在生產端有效融入大灣區，提高產業的附加
值。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產業政策和產學研合作
策略，以釋放香港的潛力，提升整個大灣區的發展。這是一個需
要長遠規劃的藍圖，惟目前還未見到政府有此規模的策略性規劃
出台。如果能夠實施這樣的產業政策，香港不僅能增強自身的競
爭力，也能為大灣區的整體發展作出貢獻。
他指出，過去特區政府一直缺乏制定長遠「產業政策」的思
維， 即使想要發展新興產業或復興現有產業，統統依賴傳統方
法，例如投入資金或與企業合作，但他認為除了金錢投入，產業
政策亦需要拆牆鬆綁，讓私人企業或市場本身有更大的發展空
間。「 如果沒有一個更有系統的產業政策，香港很難釋放自身的
軟硬實力。」實際上他所從事的工作正在朝這個方向，希望積極
推動香港的產業政策。他警告， 如果在短期內沒有作出改變，那
麼香港的經濟結構性問題將持續下去，一直拖延下去，一直無法
解決。

政策扶持 資金以外還需配套
他建議，政府可以透過促進商業合作和供應鏈，共同推動項目
的發展。如私人企業和政府可以合作發展新興產業，特別是在創
新科技產業。 政府可以在扶持私人產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不僅
是提供資金，還可以配套設備，幫助他們更容易擴大業務。例
如，在半導體領域，政府可以考慮支持內地半導體公司在香港發
展生產，即使可能面臨一些國際壓力，支持半導體產業不僅意味
着提供資金，更是要提供背書。

部分行業缺人 需優化引進政策
至於中長期政策，解決生產力和勞動力供給的問題是關鍵。他
舉例指，建築業、計程車業和餐飲業等，都面臨嚴重的人力短缺
問題。這提示需要從根本上優化人才培育與引進政策，尤其是針
對年輕人力資源的培養和吸引外國專業人才的策略，來解決短期
和未來可能的人才缺口問題。至於香港的旅遊業和零售業，長期
來看仍有復甦的可能。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香港有直接影響，它影
響兩地消費者的購買力和消費習慣。隨着全球經濟和地區貨幣政
策的變化，香港需要靈活調整策略來應對這些外部影響。

香港金融業一直是經濟重要支柱產業，鄧
希煒認為，香港經濟只能用「半杯水」形
容，如果只關注金融市場中的股市，情況就
如同摩根士丹利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所言，股
市回落至1997年的水平，香港這些年就像沒
有發展過。但現實情況是除了股市，政府也
應該關注金融業內其他支柱產業，例如保險
業和資產管理等，保險業在2023年增長迅
速，達到雙位數增長。無論是保險購買人
數、保險總額，或是與保險相關的投資產
品，都有顯著增長。但他坦言，即使金融業
能頂半邊天，香港也必須有危機意識。

需有危機意識鞏固地位
鄧希煒認為，整體而言香港的金融中心地
位依然穩固，香港擁有多方面的實力，包括
「一國兩制」下的政策、法治體系、法律基
礎以及人才資源，但這並不意味着可以什麼
都不做。事實上，香港需要有更高的危機意
識。 「對於那些聲稱香港已經在金融領域
失去地位的說法，雖然可能現在看來不準
確，但我們不能完全忽視，未來十年這樣的
情況或許真的會發生。」
他坦言，「以往我們無需刻意唱好香港，
其他人自然地覺得香港好，但現在很多唱衰
香港的聲音，所以我們需要澄清。」他認
為，香港面對眾多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褪

色的批評，確實需要從兩個方面着手處理一
下：一是正確傳達香港的形象與事實，二是
從長遠角度審視並解決根本的經濟和社會問
題。首先，香港需要更積極地傳達自身的優
勢和實力，例如依然持有獨特的地位和優
勢。這包括其自由開放的經濟環境、健全的
法律體系、地理優勢，以及連結中國內地與
全球市場的獨特橋樑作用。 必須透過更有
效的公共關係策略和國際交流，重新塑造並
強化香港在世界眼中的正面形象。
香港亦需要吸引更多新資金來源，他認

為，「加強對東盟和中東等新興市場的了解
和互動，以便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吸引
他們到香港投資和交流，同時也需要政策上
的支持與推動。」同時，香港需要創造更多
的本土需求，促進經濟的持續成長。雖然舉
辦大型活動如籃球賽能夠暫時提振氣氛，但
這不能滿足香港經濟長期發展的需要。

復甦需持久的經濟活動
然而，他強調經濟復甦不僅僅是舉辦活動

那麼簡單，需要創造更多持久的、在地化的
經濟活動。他強調，其實無論身處何地，都
會遇到困難，但要着眼於該地方的好處。提
醒年輕人應該保持信心，不要過度悲觀地看
待問題。

‧為了減輕香港的財富不均現象，特區政府應該增加投資公共房屋，
並通過調低進入門檻，擴大高技能服務的就業機會。

‧香港可運用數據分析和算法，令選擇公屋單位與個別住戶需要互相
匹配，減少地域錯配問題，帶來福利收益惠及市民。

‧香港可考慮制定挽留年輕一代的勞工政策和措施，如提供持續進修
津貼或海外獎學金，條件為必須在進修後回港工作。

‧建立知識產權持份者聯盟，以匯集資源推動科研成果商業化。

‧發展航空業相關產業，其中零售、飲食和酒店業與航空業息息相
關，相關行業還包括材料、維修、餐飲、娛樂、採購。

註：綠皮書參與學者包括Douglas Arner教授、Karen Grépin博士、王

欣儀教授、王柏林博士、方翔博士、方偉晶教授、全劍超博士、

朱曉冬教授、貝大為教授、洪雨林、陳南祿教授、陳禧音、張超

藝、張麗晨博士、黄美施教授、劉洋博士、鄧希煒教授、關穎倫

博士

港人自疫情後瘋狂北上，鄧希煒以他北上的經驗看來，內地的
商店存在「卷」情況，同樣面對消費降級，很多甚至是「蝕住
做」。他認為，香港如要回復疫情前的GDP水平，找回失去的增
長量，必須要做到「回到八九十年代，重新振作展現獅子山精
神，提升服務質量，可能賺得少一些，希望能留住顧客的心。 」
他坦言，香港無法與內地進行價格競爭，香港根本沒有優勢，
本地人均GDP約5萬元，而深圳福田區的人均GDP只有2萬至3
萬元，工資結構不可能與他們競爭。香港必須在創新和特色上加
強努力，而不着眼於價格戰，「即使魚蛋加了金箔，價格也不可
能高達一百元一串」。

勞動力短缺需政策配合
他觀察到，許多長期問題依然未被解決，例如高昂的舖位租
金，以及餐飲和旅遊行業的勞動力短缺。這些結構性問題，短期
的政府改善措施難見成效，因此需要長期的政策和經濟策略來解
決。香港在過去幾年已經討論過如何增加人口和勞動力，使餐飲
和旅遊行業的整體消費市場更具競爭力。這些問題需要多角度的
政策配合，引導經濟市場的力量，提升生產力和競爭力。

力拓新工業橋樑人才 藉文化藝能產業吸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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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者鄧希煒認為港大學者鄧希煒認為，，香港長遠可緊盯三個香港長遠可緊盯三個
「「路向路向」，」，包括推動高附加值工業發展包括推動高附加值工業發展，，發揮發揮
好連結內地與全球的橋樑作用好連結內地與全球的橋樑作用，，以及優化人才以及優化人才
培育與引進政策培育與引進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