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助力民營經濟創科轉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與

東莞市科學技術局昨日在東莞聯合啟動「莞港

Tech100+賦能計劃」，將聚焦東莞市紡織服裝、玩

具、模具等優勢產業和高新技術企業，支持包括在

莞港資企業在內的東莞企業開展新型工業化技術評

估、諮詢輔導及合作研發等項目，對接生產力局的

優質創科資源以融入香港創科生態圈，在科技合

作、技術創新、人才培養等方面重點發力，探索

「香港研發+東莞轉化」、「香港服務+東莞製造」

的全新合作模式。有關資助總額達1,200萬元（人

民幣，下同），實施期至2027年底。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東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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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港Tech100+賦能計劃
千二萬助民營經濟轉型

聚焦優勢產業高新技術 在莞港企受惠

在啟動會上，生產力局內地業務首席執行官黎少斌指
出，「莞港Tech100+賦能計劃」將全力配合國家和粵

港澳大灣區支持民營經濟發展、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培育新
質生產力，推動新型工業化的政策方向。生產力局將憑藉世
界級的綜合科研技術與實力，從技術、人才到政府資助計劃
對接等多維度支持東莞中小企解決技術、業務升級時的痛
點，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有效提升產能和產品品質、降低生
產成本、優化供應鏈管理、推動東莞新型工業化，深化莞港
合作，最大程度地釋放莞港兩地民營經濟活力，促進更多大
灣區及內地企業善用香港的獨特優勢，實現產品、服務、技
術和業務模式出海，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重塑的進程中提升
國際競爭力，實現高質量發展。
黎少斌認為，東莞市是華南地區的重要製造業基地，也是
國家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生動縮影。東莞從「世界工廠」到
「智造名城」，從OEM代工到ODM創造，科技創新始終
是城市躍升的核心密碼。在此次計劃中，生產力局將參與企
業定製化服務，並創造新的應用場景，致力實現跨行業、跨
學科、跨要素的技術集成創新。

瞄準生產性製造業 項目需在東莞
生產力局內地業務部商務拓展主任羅淑雯介紹，「莞港
Tech100+賦能計劃」主要面向紡織服裝、玩具、模具等重點
支持行業，高新技術企業及其他行業領域的生產性製造業企
業，符合條件的企業即日起可以開始提交申請，項目需要在
東莞實施。
「莞港Tech100+賦能計劃」作為東莞首個參照香港研發
項目備案制的旗艦科技合作計劃，將綜合評估申請項目的技
術可行性、市場潛力、企業研發能力和項目效益等因素，支
持紡織服裝、玩具、模具等重點行業，和已建立工程技術研
究中心、企業重點實驗室的企業，或其它已獲得高新技術企
業認定的製造業企業，同時也將積極考慮把中小企業數字化
轉型城市試點擬改造的企業納入先導企業。

助東莞企業定製化技術解決方案
生產力局將支持東莞企業分析優勢並制定發展路線和改進
建議；提供定製化技術解決方案和技術指導服務，並開展工
程技術及研發人才培訓課程，賦能企業邁向高端化、智能
化、綠色化。新型工業化技術評估類單個項目最高補助4萬
元、新型工業化諮詢輔導及合作研發類單個項目最高補助40
萬元。
「當前，全球正經歷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以人工
智能、大數據、新材料、新能源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迅猛
發展，深刻改變着生產方式和產業形態。」東莞市科學技術
局副局長鍾靖平在致辭中表示，東莞的紡織服裝亟待智能化
蝶變，模具製造呼喚數字化新生，玩具產業渴求綠色化轉
型，這些種種亟需借助更強大的科技力量和創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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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服貿修訂下月實施「港資港法」完善法律保障

申報條件：
1. 註冊地與經營年限：

申報企業必須為東莞市行政區域
內註冊，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和健
全的財務管理制度的製造業企
業，且已在莞穩定經營3年以上。

2. 研發需求：
申報企業（諮詢輔導及合作研發
項目）需在技術創新、產品升
級、工藝改進、智能化、高端
化、綠色化改造等方面具備明
確、具體的研發序曲、目標和規
劃。

3. 研發團隊：
申報企業（諮詢輔導及合作研發
項目）需配備專業技術團隊，確
保研發活動的順利進行。

4. 信用紀錄：
未被列入經營異常名錄和嚴重失
信主體名單。

申報對象：
1. 重點支持行業：

紡織服裝、玩具、模具等傳
統製造業領域的企業。

2. 高新技術企業：
已建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企業重點實驗室的企業，或
其他已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認
定的製造業企業。

3. 其他行業領域：
其他行業領域的生產性製造
業領域，若已入選為東莞市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城市試
點擬改造企業名單或確有研
發需求的企業，經綜合評估
（包括技術可行性、市場潛
力等）後確認其申報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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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于健平：
在時代浪潮下，通過數字

化管理企業供應鏈、提高生
產效率，搶抓機遇，成為東
莞企業的當務之急。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內地業務首席執行官黎少斌：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擁有超

過 150 名人工智能領域專
家，也擁有過往參與項目的
豐富經驗，我們希望把這些
經驗帶給東莞的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在「莞港Tech100+賦
能計劃」啟動會舉辦期間，作為東莞企業方代表的東莞市外商
投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于健平分享了近年來協會內
企業發展中遇到的痛點難點。他透露，東莞市外商投資企業協
會的企業大多以外銷業務為主，過去一段時間，協會中約有
20%的企業已在海外設立工廠來分擔風險，而特朗普就任新一
屆美國總統後，國際營商環境更加複雜多變，企業出海面臨的
不穩定因素增多，如何降本增效是企業共同面臨的問題。

數字化轉型提升核心競爭力
「數字化轉型對傳統製造業的意義不僅僅是提升生產效率，
還深刻影響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于健平認為，過去主要由人
力來安排不同工廠的生產計劃，但在時代浪潮下，通過數字化
管理企業供應鏈、提高生產效率，搶抓機遇，成為企業的當務
之急。

生產力局：助解決技術升級
「今年1月我去到墨西哥考察，了解了在當地設廠的一些港

企和內地企業的發展情況，這些企業提到墨西哥的工廠並不能
完全滿足美國客戶的需求，仍然需要與內地的工廠和供應鏈進
行協調。」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內地業務首席執行官黎少斌表
示，無論是在海外設廠或在內地發展，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都是
重中之重。因此，生產力局希望通過此次合作，重點解決中小
企業在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中遇到的痛點，幫助他們實現數字
化管理，尤其是在傳統製造業企業中引入更多人工智能技術，
為企業出海出謀劃策。
黎少斌又表示，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擁有超過150名人工智能
領域專家，也具有過往參與項目的豐富經驗，希望把這些經驗
帶給東莞的企業。此外，當前內地版人工智能軟件正在快速崛
起，未來生產力局希望可以把人工智能普及到更多企業，幫助
他們提升業務水平，解決決策層面的需求。

實施期：
2025年-2027年

「莞港Tech100+賦能計劃」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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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服務貿易協議的第二份修訂協
議將於今年3月1日實施，國家商務部及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就
此聯合舉辦宣講會，向業界介紹開放措施和落實有關安排。
服貿修訂協議二的重點包括新增「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
裁」，同時進一步降低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進入內地服務業
市場的門檻，為港人港企在內地投資創業提供更加完善的法
律保障，提升他們在內地投資發展的信心。
國家商務部台港澳司司長樊世杰在致辭時表示，今年是
CEPA簽署22周年，在內地和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CEPA
各項開放措施得到了有序落實，促進資金、技術、人才等要
素的高效運作，為兩地經濟的共同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取消經營3年規定 初創享優惠
他續表示，本輪CEPA服務貿易協議修訂在開放的幅度、
制度的創新和規則的對接方面也取得了積極成效。一是進一
步擴大開放領域，降低准入門檻。在金融、建築及相關工
程、檢測和認證、電信、電影、電視、旅遊等領域，不僅縮
減商業負面清單，還對跨境服務貿易領域提出新開放措施，
為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就業開業減少地域限制，創造更加
便利的條件。同時，在大部分服務貿易領域取消了對香港服
務提供者須在港從事實質性經營3年的規定，有助香港的初
創企業能夠更早享受CEPA的優惠政策，激發香港創業創新
的蓬勃活力，也有助於吸引世界各地的企業和人才，以香港
為平台，開拓內地市場，為香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
香港經濟的發展機會。
二是積極回應業界訴求，探索制度創新。本輪的修訂新增
了「港資港法」、「港資港仲裁」等便利措施，支持粵港澳
大灣區試點城市註冊的港資企業協議選擇使用香港和澳門法
律作為合同的適用法，支持在粵港澳大灣區珠三角首次註冊
的港資企業，選擇香港和澳門作為仲裁地，對香港企業在內
地投資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多樣化的選擇，提升香
港企業在內地投資發展的信心。
三是主動對接國際經貿規則，優化營商環境。本次修訂新
增了本地規制承諾，中國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與中國內地
同為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成員，共同推動了服務貿易本地規制
生效。為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
制，本次修訂中納入了本地規制的相關承諾，將進一步優化

服務業領域的許可審批流程，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支持香
港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吸引更多的國際企業投資
香港，並通過香港進入內地的市場，進一步鞏固香港「超級
聯繫人」獨特地位。
樊世杰又指，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發展機
會和風險挑戰並存。國家正在加速建構新發展格局，扎實推
動高質量發展，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一方面將在CEPA框
架下持續推進香港的開放合作，並支持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同時將支持各部門落實CEPA的優惠措施，並持
續透過CEPA加強開放合作，支持香港的投資者和全球的投
資者透過香港進入內地。亦將支持更多的香港企業參與進博
會、廣交會、服貿會等重大的展會，為港商開拓內地市場提
供對接服務，共享發展機會。另一方面，將繼續支持香港發
揮重要的通道作用，繼續支持香港打造「一帶一路」公共平
台，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支持內地企業與香港企業
聯合「走出去」共拓「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市場，堅定支
持中國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對外簽更多的自貿協定，拓展
區域經濟合作的朋友圈。

商經局：專業人士進入內地降門檻
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黃少珠在同場致辭

時表示，是次宣講會是為了讓香港業界更深入認識新協議內
容，好好利用最新開放措施。新協議在現有高水平服務貿易
開放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進入內地服
務業市場的門檻，在許多香港特別具有優勢的服務領域例如
金融、建築及相關工程檢測和認證，電信、電力、旅遊等都
增添了開放措施，大部分適用於內地環境，也有一些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9市先行先試。透過這些措施，香港業界可以
更好地發揮其優勢，在內地開拓更大發展空間。
黃少珠續指，修訂協議二也帶來制度創新和加強對接，包
括新增的「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作為便利香港投
資者的措施，讓香港發揮優勢助力大灣區建立更國際化的環
境，體現香港作為「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雙向門戶角
色。另一新措施，是在大部分服務領域取消了服務提供者必
須在香港城市實質經營3年的規定，這不僅能讓香港企業更
早享受CEPA的優惠待遇，更可以吸引世界各地企業和人才
立足香港，開拓內地市場，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和「超
級增值人」的角色。

支持方式：
1. 60項新型工業化技術評估項目：

每項支持經費最高4萬元（人民幣，下同）；每年支持不超過20
項；實施周期不超過6個月；總資助金額240萬元。

2. 24項新型工業化諮詢輔導及合作研發項目：
每項支持經費最高40萬元，且不超過項目總投入的40%；每年支
持不超過8項；實施周期不超過2年；總資助金額9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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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CEPA實施實施2222年來成果年來成果
●兩地貨物貿易總值由2003年15,282億港元大

幅增至 2024 年 48,263 億港元（平均年增長
5.6%）

●所有在香港生產及符合CEPA原產地規則的產
品進口內地時可享零關稅優惠

●批出CEPA原產地證書超過25萬張

●享受CEPA零關稅優惠的產品出口總值超過
1,601億港元

●CEPA為企業節省關稅逾百億元人民幣

●「個人遊」涵蓋59個內地城市（約5億人口）

●到香港作「個人遊」的內地旅客超過3.3億人
次（截至2024年12月）

●外來投資者在港成立地區總部和辦事處數目，
由5,414間增至9,960間（增幅約84%）（截
至2024年6月）

●CEPA在153個服務部門都有開放措施（佔部
門總數96%）

●香港根據CEPA發出超過3,420張香港服務提
供者證明書

《《修訂協議二修訂協議二》》創新內容創新內容
●新增「港資港法」，支持粵港澳大

灣區試點城市註冊的港資企業協議
選擇使用香港和澳門法律作為合同
的適用法。

●新增「港資港仲裁」，支持在粵港
澳大灣區珠三角首次註冊的港資企
業選擇香港和澳門作為仲裁地。

●擴大開放領域，在金融、建築及相
關工程、檢測和認證、電信、電
影、電視、旅遊等領域，對跨境服
務貿易領域提出新開放措施。

●降低准入門檻，在大部分服務貿易
領域取消對香港服務提供者須在香
港從事實質性經營3年的規定。

●新增本地規制承諾，中國香港作為
單獨關稅區，與中國內地同為服務
貿易總協定的成員，共同推動服務
貿易本地規制生效。

●納入本地規制的相關承諾，將進一
步優化服務業領域的許可審批流
程，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