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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農曆正月十五，切過燒豬，燒完炮仗，在滿
地的紅色鞭炮紙屑中，珠三角大大小小的港資

企業和內地企業都已陸續開工，迎接新一年訂單。港
資企業、東莞祥興禮品有限公司的車間內，一台台大
型的智能化設備正在運行，工人們正忙着趕製出口訂
單。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潛在影響，祥興禮品已提前
布局。該公司總經理賴海浪告訴香港文匯報，公司
85%的訂單來自出口，主要採取OEM（代工生產）
模式，訂單隨海外客戶需求變化而調整。「若加徵關
稅，相信會對客戶下單意慾帶來影響。我們已經在河
源設立生產工廠，盡可能降低生產成本，同時將研
發、設計等高附加值部門留在東莞，以保留更多利潤
空間，應對可能產生的關稅成本問題。」賴海浪說，
東莞擁有眾多香港企業，大家對美國加稅政策都十分
關注。「今年開工第一件事，除了與客戶談訂單外，
本地的港商協會也紛紛組織行業活動，大家聚在一起
討論對策。」

春節幾乎無休 赴德國等地談生意
珠寶行業同樣面臨外部環境變化，但港資企業的

信心依舊穩固。港資企業、東莞美景實業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兼董事長助理吳克翰告訴香港文匯報，公
司主要銷售珠寶飾品及精密五金配件，目前暫時未
受關稅直接影響。「客戶受影響的低端生產線早已
遷移至東南亞，但在技術和設計上仍依賴中國工
廠，因此訂單不會流失。」他說，企業有信心，即
使關稅上調，企業也不會承擔額外成本。「關稅對
上游品牌商衝擊比較大，他們要考慮如何布局美國
市場，也可能這筆關稅最終會轉嫁到美國消費者市
場。」

在運動用品行業，有扎根廣州的港企更是提前
拿下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的訂單，顯示出國際
市場對大灣區供應鏈的持續信任。港資企業、廣
東麥斯卡體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葉偉倫
告訴香港文匯報，他這個春節幾乎全程無休，在
德國等地談海外市場訂單，收穫豐富。 他說，儘
管國際環境複雜，海外市場對於大灣區生產的產
品依然有信心，公司還成功拿下了一部分明年世
界盃的相關產品訂單，為此對於今年全年訂單增
長信心十足。

多招促消費 內地市場漸回暖
內地市場的回暖亦是不少港資企業對今年業績增長

的信心來源。在港資企業、安傑玩具（東莞）有限公
司的印花、車縫等車間以及實驗室，已經返崗開始新
一年工作的員工都在忙着趕製發往歐美的毛絨玩具。
該企業總監伍從倫表示：「正月十五開始，所有員工
都已經上班了。我們完成了2,200萬美元產值的訂
單，今年復工的訂單已經排到5月。」他說，公司去
年積極開拓內地市場，產值增長了30%，效果明顯。
「內地市場體量大，市場需求多，我們今年也會繼續
深耕內地市場。」上面受訪的珠寶港企負責人吳克翰
亦表示，政府出台的各類鼓勵消費的政策相繼落地，
促使內地市場逐漸回暖，為此他也看好今年的訂單情
況。

生產線融AI提效 年省成本百萬元
AI是今年的大熱關注點。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發

現，已經有港企提前將AI與生產線融合，提升生產
效率。位於佛山的港資企業、廣東溢達紡織有限公

司車間，自動化生產線有條不紊地運行，工人們精
準操控設備。企業傳訊副總監王麗娜表示，自年初
三起，公司各廠區已陸續復工。「今年一季度的訂
單量總體優於去年，公司正加速推進智能製造轉
型。」王麗娜透露，公司自主研發的融合AI技術的
生產排期系統已經上線，成功實現智能排單。
王麗娜說，他們還與科大訊飛合作開發了智能驗

布機，結合AI技術與龐大的生產數據，實現邊織邊
檢，不僅減輕一線員工的勞動強度，還大幅提升了
檢驗精度和效率。「一年可以節省數十萬至百萬元
人民幣的成本。」她說，未來還會進一步在更多生
產環節上應用AI技術。另外，着力培植自主品牌、
開拓內地市場，亦讓溢達收穫不少訂單。王麗娜表
示，集團旗下男裝科技品牌十如仕近幾年全渠道銷
售額快速增長近600%，2024年全年銷售額同比增長
60%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東報道）春節假期結束後，珠三角各地

的港企都已加快復工復產步伐，忙生產、趕訂

單、拓市場，掀起了新一輪發展熱潮。面對複雜的國

際貿易環境，多家扎根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港企表示，美國

加徵關稅等問題對其業務影響有限。一方面，海外市場對大

灣區生產的產品依然持有信心；另一方面，內地各級政府出

台的鼓勵消費政策落地見效，推動內地市場逐漸回暖，因

此，受訪港企普遍對2025年的訂單持樂觀態度，相信通過

開拓內銷市場、在低成本地區增設廠房、對外轉嫁成本

等措施，可以應對外部的風險挑戰。有玩具港企今

年內地市場訂單已經排到5月，對衝刺蛇年

新春「開門紅」信心十足。

新 春 剛 過 ， 東

莞市歐文斯鞋業

設計有限公司的辦公室裏已是一

片忙碌。去年，世界首富、科技

狂人馬斯克到中國出差時穿的一

雙休閒鞋引起討論，該鞋的研發

設計正是來自這家企業。該公司

總經理蔣元勇說，他們新一年亦

會加大對鞋類產品的研發投入，

團隊將馬不停蹄走訪多個城市推

廣產品，希望實現春季訂單「開

門紅」。

「世界工廠」東莞的開工率，是

廣東製造業新年開局的重要風向

標。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東莞市政府

獲悉，目前，東莞全市返崗人數約

335.53萬人，全市企業節後開工率

為98.72%，產能利用率超過75%的

企業有1.1萬家。

在厚街愛瑪數控生產車間裏，有

的工人正在對智能裁切機進行組裝

調試，確保設備達到最佳狀態，也

有的工人正對機器下達指令，讓機

器按照既定的程序裁切出想要的樣

式。「雖然是剛開年，但我們的訂

單量還是比較充足的。」東莞市愛

瑪數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國權

表示，根據在手訂單情況，預計上

半年企業的訂單量將比去年同期增

長30%左右。「特別是在傢具、汽

車行業增長比較迅猛，預計全年增

長超50%。」

「我們對今年發展充滿信心」
在樟木頭海悟科技公司生產車

間裏，機器隆隆作響，不同組別

的員工正在各產線上趕製訂單。

這些訂單主要來自世界五百強客

戶訂購的明星產品。為了及早交

付，該公司年初七就開工恢復生

產。公司營運管理總監謝國敏介

紹，「相較於去年，今年第一季

度的訂單增長量在 50%以上。全

年 預 測 訂 單 應 該 會 增 長 30% 以

上。」近年來，公司不斷發展，

在國際市場上品牌影響力持續上

升，產品成功進入德國、日本、

馬來西亞、哈薩克斯坦、土耳其

等國家，產品設計和品質得到國

際市場的認可；國內市場上，也

突破了互聯網、數據中心運營、

算力中心等市場領域，「我們對

今年的發展充滿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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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士業界中人因不滿「白牌車」突

然加速在港發展，去信特首及運輸署，

請求即時停止「白牌車」平台運作及

「大量檢控」白牌車主及司機，更聲言

若下周三（19日）前未獲滿意回應，將

於 3 月 5 日起落實不少於 5 日的罷駛行

動。罷駛影響市民出行，更反映業界少
數人不思進取，拒絕改善服務、只求政
府庇護保障一己私利，難獲公眾理解和
支持。業界必須與政府、網約平台理性
協商，進行與時俱進的改革，拓展生存
空間，共同提升行業競爭力。

此次的士業界計劃發起罷駛的理由，

是指網約車平台過去兩年持續進入香港

市場，政府曾表示將有計劃規管白牌

車，但至今未有加大力度檢控，亦未完

成檢討網約車平台及立法規管。不過，

有立法會議員以至主流媒體都認為，即
使的士業界所持理由是要求政府做好規
管網約平台，但若以市民出行作籌碼，
藉此要挾政府，不但影響乘客，而一旦
罷駛行動持續，更嚴重影響前線司機生
計，希望業界冷靜應對事件，不應動輒

以罷駛作要挾。有以司機從業員為主的

士團體亦表明不支持罷駛。

本港的士牌照屬「終身制」，並限定

發牌數量，目前全港有1.8萬個的士牌

照，其中1.5萬個為市區的士牌照。政

府自 1994 年停止增發市區的士牌，且

政府當初發出牌照時，並沒有附帶任何

直接與服務質素有關的條件。因此，的

士業是「供方市場」，即使市民、遊客對

的士需求越來越大，但的士服務並無相應

提升，反而拒載、濫收車資等亂象屢禁不

絕，公眾要求的士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

烈。自2014年起有網約車平台進軍香港市

場，雖然至今網約車仍未合法化，且在繁

忙時間車費較高，但有愈來愈多市民選用

網約車，「用腳」表達了對的士服務的不

滿。

網約車的出現為市民提供更多選擇，增

加出行便利性。的士業界不檢討自身服

務，不努力提升競爭力來吸引更多顧客，

例如仍有不少的士無提供電子支付，相反

以網約車不合法經營、損害業界利益為

由， 以罷駛要挾政府保持其特殊市場地
位，其實是拒絕競爭，將業界少數利益置
於市民服務、公眾利益之上，罷駛只會加
深公眾對行業的負面觀感。

市民、遊客對優質交通服務需求與日俱

增，持續增加優質交通服務，才能滿足市

場需求，亦是改善香港國際旅遊城市形象

的重要一環，符合社會整體利益。有競爭

才有進步，政府已透過立法引入的士車隊

制度，立法將網約車納入規管，亦是大勢

所趨。內地、外國有不少相關規管經驗可

供本港參考，政府、業界應集思廣益、求
同存異，找到網約車與的士共存的空間，
達到各方共贏；業界更須有接納競爭、打
破利益樊籬的勇氣和智慧，放下單方面強
求政府取締網約車的固執心態，以免被時
代淘汰。

的士罷駛難獲支持 接受改革拓展空間
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哪吒2》）在內地

廣受觀眾歡迎，上畫至昨天，總票房已突破100億

元人民幣，成為唯一一套非荷里活電影進佔全球影

史頭二十位，而「哪吒」也快將乘「風火輪」駕臨

香江。昨日有影片發行商宣布，將於香港及澳門發

行《哪吒2》，分別在多家影院放映。我國影視製
作人員心思十足，結合我國古代經典鉅著，運用現
代動畫製作科技，精彩呈現中國神話故事，展示中
華文化的迷人魅力，引起世人對中華文化的嚮往和
興趣。香港更要借助中外文化薈萃的優勢，製作、
傳播更多中華文化的優秀作品，為建設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賦予更豐富內涵，向世界講好中國故
事、香港故事。

《哪吒2》自今年1月29日即年初一在內地上映

後，有口皆碑，票房節節上升。導演餃子攜原班人

馬與來自全國近140個團隊、超過4,000位動畫人

鼎力合作，歷時五年製作，將中國動畫電影創作帶

向新高峰。電影延續了《哪吒1》的喜劇風格，角

色數量更是《哪吒1》的三倍，而特效鏡頭數量更

已超越《哪吒1》的全片鏡頭總數，印證了我國動

畫技術更趨成熟。

哪吒的故事源自明代神魔小說《封神演義》，曾

經多次被改編為影視動漫作品，本港電視台在

1986年和2001年製作的《哪吒》和《封神榜》劇

集，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哪吒活潑而正義的形象

深入民心，尤其吸引青年人。這次內地劇組製作
《哪吒2》，以最新動畫科技演繹原著的神魔世
界，為觀眾帶來新鮮感。不少海外觀眾都引頸以盼
影片在海外發行，輿論紛紛預測，影片勢將在國際
電影市場取得佳績。

除了《哪吒2》外，以《西遊記》為題材的電腦

遊戲作品《黑神話‧悟空》此前也在國際上引起

哄動。有關中國傳統故事的影視娛樂作品近期取

得海內外受眾垂青，一方面是由於作品極盡視聽感

官刺激，另一方面是製作團隊具備深厚的文學與歷

史底蘊，還有對經典文學作品有獨到的見解，通

過大眾娛樂平台把心中所想的世界具象化呈現。

有專家認為，中國文化出海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

成績，他們相信隨着中國科技、文化產業等領域

的不斷發展，未來會有更多優秀中國文化產品走

向世界。

《哪吒2》在內地放映熱爆，推動全球對中國元

素及中國動畫的關注，對推廣中國文化起積極作

用，無疑相當成功。不過，要影片走出海外，則需

要顧及到海外觀眾對中國名著未必十分了解。藉着
影片，通過短視頻、文字分享，由網紅通過小紅書
等平台解說，製造話題，增加觀眾對哪吒和《封神
演義》的故事的了解，增進對中國傳統經典文學的
興趣，積聚更多中國文化愛好者，將使中國文化的
弘揚更上一層樓。

《哪吒2》、《黑悟空》，以及去年由深圳歌舞

劇院呈獻的《詠春》舞劇等作品取得空前成功，作

為中外文化薈萃之地的香港也受到啟發。過去香港

電影界曾經製作出《黃飛鴻》等展現民族氣節的作

品，又有金庸武俠小說，唐滌生經典粵劇戲寶，俱

蜚聲海外。我國弘揚中華文化、促進文明互鑒的水

平至今已趨成熟，藉着《哪吒2》在港放映，香港
應不落人後，思考下一步傳播中華文化之路，例如
集政府與企業資源，設基金與平台鼓勵年輕一代開
發原創作品，以新穎方式演繹中華文化，以此培養
新一代文創人才，為建設「中外文化藝術文化中
心」賦予更豐富的內涵。

乘《哪吒》熱潮 弘揚中華文化

●港資企業、東莞祥興禮品有限公司在河源的生產
車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