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界對落實夏主任講話建議
●香港企業應善用自身深厚的國際聯繫，以及品牌建立

和推廣經驗，與內地企業攜手開拓「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等新興市場

●傳統企業應該加強技術創新，包括運用人工智能技術
改善生產、服務品質及業務推廣等

●特區政府應持續優化支援香港企業開拓市場及數碼轉
型的資助計劃，設法縮短審批流程

●應加強推動香港企業的職業培訓，提高人員的專業技
能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促進不同中小企之間的交流協
作，以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強行業凝聚力

●利用大灣區發展、內地省份來港招商機會，與不同內
地城市和企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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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夏寶龍上周五（8日）在深圳召開的2024年香

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表示，要堅持以港為家、倚

港興業，鞏固住、提升好香港傳統優勢；積極探索

新產業新業態，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多位香港工

商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夏寶龍

主任的講話為香港工商界如何在全球格局急劇變化

下實現更好發展指引方向，他們認為，香港工商業

要善用香港和企業自身的傳統優勢，積極創新技

術，讓傳統優勢與新技術相互賦能，為香港未來締

造更新、更優化的產業格局創造更多可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子京、凌瀚

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 積極創新技術積極創新技術
優化產業格局優化產業格局

港工商界回應夏寶龍講話港工商界回應夏寶龍講話：：為傳統優勢賦能為傳統優勢賦能 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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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主任近日在2024年香港工商界人士座
談會上的講話，「港產陀飛輪」萬希泉創辦人
沈慧林對此深受啟發。身為一位土生土長的香
港青年創業家，他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夏主任的講話讓他深刻認識到香港工
商界在香港和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角色和責
任。他認為，香港中西合璧、聯通國際等傳統
優勢為企業多元發展賦能，企業亦應不斷適應
時代發展，用新技術為傳統優勢賦能，推動企
業高質量發展。

港具多元魅力 提供創作資源
沈慧林於2011年在香港創立萬希泉，開創了
香港第一個陀飛輪腕錶品牌，是一位堅持以港
為家、倚港興業的青年企業家。他在訪問中表
示，「香港是我由零開始創業的地方，自己的
根在香港。香港中西合璧，既有中國儒釋道文
化、香港本土文化，還有西方的國際藝術和文
創IP等，正是香港這種薈萃多元文化的魅力，
才能為企業提供源源不絕的創作資源，才有了
企業更多元化的發展。」
香港鐘錶業在香港是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行
業，沈慧林創業以來堅持文化傳承的理念，同
時不斷推動技術研發和產品創新，讓萬希泉在
國際市場打響知名度。他坦言，「自己企業的
發展離不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我們企業以
大灣區為基礎，在深圳、廣州一帶也成立了公
司團隊，當中也包括供應商等。我們再從大灣
區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至今在世界20
多個國家及地區都設置了銷售點。」
沈慧林透露將再度創業，很快會在香港成立
人工智能公司，加快推動新質生產力，全力發
展人工智能。「未來不論任何產業，新質生產
力都很重要，需要利用創科優化，推動企業的
高質高效發展。」
「我們透過大灣區的企業合作認識到很多內

地創科巨頭，因此我希望能將內地領先的創科
技術引入香港，將創科元素帶給香港不同企
業，通過AI（人工智能）優化產業技術、降低
成本，同時推動政府、企業和教育機構之間有
更多合作，在香港進一步普及人工智能，推動
香港多元化發展。」
沈慧林以實際行動詮釋自己愛國愛港、共同

建設美好香港的願望。他說：「我生於斯、長
於斯，我看到香港回歸祖國後，國家對香港一
直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令香港這顆東方之
珠繼續發光發亮。香港是一個充滿魅力的國際
大都會，我之所以會在香港創業，正是香港是
一個很美好的地方，特別是在『一國兩制』
下，國家推出很多政策支持香港更好的發
展。」

善用灣區機遇 開拓兩地合作
沈慧林在鐘錶品牌上不斷追求精益求精，並

透過與不同行業的合作進一步塑造品牌。談及
香港企業的未來發展，沈慧林說，香港工商界
要有信心，也要有責任做好自己的角色，包括
努力突破自我，跳出舒適圈，發展新質生產
力。「我認為香港企業一定要找到自身的核心
產品和價值，並好好珍惜和了解國家給予香港
的政策支持，利用大灣區發展、內地省份來港
招商的機會，與不同內地城市和企業開展合
作。」
他說，特區政府也很支持企業發展，包括推

出不少政策措施、設立不同基金扶持企業，香
港企業一定要熟悉各項最新政策，可主動申請
基金幫助企業發展，同時珍惜香港「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優勢，透過不同展覽向世界
展示自己的產品。當下正是香港由治及興、全
力拚經濟、謀發展的重要時期，香港工商界更
要堅定信心，主動承擔責任、發揮更大作為，
相信香港的未來一定會更好。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工作出身的企業家施
明耀深刻了解香港基礎研究的傳統優勢，
並在建基於這樣良好的條件下，創立了自
己的企業，希望讓好技術落地，造福民生
福祉。
2015年，施明耀創立了善覓有限公司，
專注於提供癌症基因檢測精準醫療服務。
他介紹，「簡單來說，就是通過化驗癌症
患者的血液，尋找基因變異，為患者匹配
最合適的靶向藥物。」之後該公司逐步構
建起一套完善的行業鏈，2021年公司與行
動基因（ACT Genomics）完成合併，並於
2023年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2019年，施
明耀創立香港再生醫學有限公司。
建基於香港科研優勢，孕育香港企業，
施明耀做到了。他認為，香港應努力發展
和鞏固基礎研究優勢，將更多的原始研發
成果轉化為商品化、產品化的科技創新成
果，幫助國家解決當前「卡脖子」問題，
推動香港生物科技的繁榮發展，為香港經
濟注入新的增長動能。

港科研基礎堅實 利醫療創新產業
施明耀提到，香港現時約有超過250家生
物科技相關公司，此外，香港擁有五所世
界百強大學，具備出色的研究能力，這些
都為香港的醫療創新產業奠定了堅實的基
礎。香港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國
際化大都市，擁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
勢。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正積
極建設香港成為亞洲醫療創新樞紐，使國
際上的藥械在經香港審查後有機會經港澳
藥械通機制進入大灣區內地市場，吸引國
際藥企到香港或共同投資研發並生產創新
藥物。
他續指，內地藥企通過與香港的合作，

能夠利用香港醫藥體系與西方接軌的優
勢，加速其研發的新藥進入國際市場。
「儘管內地現在的藥物研發實力強勁，且
與不少國外藥廠合作研發了眾多新藥，但
由於不同國家的審批標準、註冊制度及規
定等限制，內地的藥物進入國際市場的審
批處理時間往往較長。」
因此，他認為若香港能夠實現獨立審
批，將能顯著縮短審批時間，加大新藥供
應，並降低藥物價格，從而進一步促進內
地藥企的國際化進程。

倡與內地藥品註冊制接軌
他建議香港特區應爭取與國家藥品監督
管理局（NMPA）註冊制度接軌，利用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優勢，讓香港與
內地的藥企高度互融發展，助力內地藥企
通過香港「揚帆出海」，香港藥企則能以
優惠條件進入內地發展，促成雙贏局面。
對於未來香港企業家如何善用傳統優勢
探索新業態，施明耀認為，面對快速發展
的市場環境，香港企業家必須具備敏銳的
市場洞察力，積極關注內地市場與國際市
場的發展動態與需求變化，以及政策框架
的更新。通過及時調整自身的經營模式和
產品迭代策略，更好地適應內地市場的高
速發展節奏，並精準把握其中的機遇。
他強調，內地當前在營商環境構建方面
已很完善，為香港企業家提供了很多貼心
的政策扶持。他建議香港企業家應更主動
地了解並善用內地提供的各項政策扶持，
這些政策不僅有助於企業實現更大規模的
發展，更能推動企業向更高質量的方向邁
進。通過充分利用內地的政策紅利，香港
企業家可以在新的市場環境中穩固根基，
為企業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多位香港工商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香港一直有法律制度完善、融資渠道包羅萬
有、國際商貿網絡深厚及國際供應鏈管理經驗豐
富等傳統優勢，然而全球格局急劇變化，香港企
業必須積極技術創新，在鞏固傳統優勢的同時，

主動迎接變化，探索新的發展動能。他們建議特
區政府優化各類型資助計劃，進一步支持香港企
業數碼轉型，提升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並建立
信息共享平台，促進不同企業間交流協作，攜手
為香港經濟增添新增長點。
翱翔服裝國際聯合創辦人、IEA創意創業會董

事馮致諾表示，香港企業一直是貫通東西的「超
級聯繫人」，有深厚的國際人脈聯繫和商貿網
絡，以及豐富的國際供應鏈管理經驗，這些都是
香港的傳統優勢。香港企業應該繼續積極探索與
內地企業攜手合作，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發展海
外生產線，更好開拓新興市場，將大家的產品全
面覆蓋全球高端、中端及低端市場。例如，企業
可在香港本地經營創意部門，先由廣東中山、佛
山、廣州等地的生產線進行生產，再與內地業界
加強交流，分享經驗，探討共同到其他國家發展
成本更低的生產線，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等市場，幫助內地企業更好走出去，在貢獻國家
的同時推動香港更好發展。

倡設顧問團隊 支援審批工作

他表示，特區政府現時已提供「BUD專項基
金」、「EMF」、「科技券」等不同資助，鼓勵
香港企業開拓內地、東盟國家等市場，參與展覽
會吸引外資，以及數碼轉型等，培育經濟增長新
動能。然而，不少資助都因審批及撥款需時，
企業可能要在產生開支後等待數個月至一年時
間才有機會取得資助，影響重要的現金流，建
議考慮為不同資助設立了解市場推廣及數碼轉
型等行情的顧問團隊，緊密支援審批工作，有
效縮短流程。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會長麥美儀

表示，全球格局急劇變化，產業升級轉型是大
勢所趨，香港企業應該積極創新技術，探索新
產業新業態，否則不進則退，正如聯合會正與
商湯等人工智能企業合作，幫助部分傳統中小
企業運用人工智慧技術改善生產、服務品質及
業務推廣等。

資助技術創新 鼓勵與院校合作
她表示，雖然技術創新會加重企業短期內的

經營成本，但長遠必能增強自身的競爭力，建

議特區政府繼續加強為香港企業的技術創新
項目提供資助，鼓勵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
機構合作，提升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與時並
進；繼續加強推動香港企業的職業培訓，提高
人員的專業技能；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促進不
同中小企之間的交流協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增強行業凝聚力，共同為香港經濟增添
新增長點。
香港品牌發展局榮譽理事、華贏東方（亞洲）

控股研究部董事李慧芬表示，香港本地市場有
限，企業要尋求突破，既要以港為家，倚港興
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也要放眼全
球，面向海外講好香港故事，不可錯過以自身優
勢開拓海外新興市場的機會。
正如她認識一間本身一直承辦政府綠色環
保項目的本地企業，憑藉其業務經驗成功開
拓中東國家科威特的市場，令其業務取得突
破等。
她並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法律制度

完善，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融資渠道包
羅萬有，而近年有不少內地企業都將一些具發展
潛力、已見雛形的發展項目帶來香港尋找資金支
持，香港金融業界應當把握有關合作「引進來，
走出去」的機遇，不容忽視。

工商界冀優化資助 推動港企數碼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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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商界人士表示，港企應積極探索與內地企業
攜手合作，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發展海外生產線，
更好開拓新興市場。圖為「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
場外展位。 資料圖片

●多位香港工商界人士表示，工商業要善用香港和企業自身的傳統優勢，積極創新技術，讓傳統優勢與新技術相互賦能。圖為有港企在「投資
研發現金回贈計劃」下，發展智能生產線，生產門禁系統產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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