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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民企「出海」護航 粵商「加碼」布局全球
廣東民營企業
正 在 成 為
「出海」主
力軍。從單
純的產品出
口到產業鏈
的全球布局，
廣東企業正在邁
向更廣闊的國際
舞 台 。 數 據 顯
示，在廣東上市
公司中，超過六
成企業開啟了海
外版圖，出海公

司數量及境外業務收入規模均位居全國
第一，主要集中在電子、汽車、家電、
新能源等行業。中央日前舉行民企座談
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強調，民
營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大有可為，民營企
業和民營企業家大顯身手正當其時。這
場高規格座談會釋放出中央一如既往
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
強烈信號，也讓廣

東企業對「產業鏈出海」信心倍增。
京信通信集團是一家在香港交易所上
市的無線通信企業。「我們已經在全球
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布局，海外收入佔
總體收入的一半以上。 」該公司高級副
總裁李學鋒告訴香港文匯報，「特別是
在歐美和亞太地區，我們已經建立了穩
固的市場份額。今年我們會繼續加大對
國際市場的投資，推動產品和技術的本
地化。」

多層面支持 競爭更有底氣
儘管國際環境錯綜複雜，李學鋒仍然
對民營企業「走出去」的前景充滿信
心。他表示，一方面，面對近年來國際
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公司主動調整戰
略，圍繞自主研發的核心技術進行全球
布局，特別是在海外高端市場的拓展上
加大力度。另一方面，國家近年來在推

動企業「走出去」方面提供了多層面的
支持，從金融服務、政策對接到司法援
助，都在為民營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提供
強有力的保障。
李學鋒以其公司在巴西的專利訴訟
案為例稱，公司曾在當地遭遇了專利
封鎖的挑戰，但通過中國政府的法律
援助和政策支持，最終成功贏得案
件。「以前很多民營企業在出海時擔
心自身實力不夠強，面對複雜的國際市
場容易受制於人。但現在，我們看到政
府在各方面的積極支持，包括提供全球
化的法律諮詢、鼓勵企業利用國際貿易
規則來維護自身利益等，讓企業在海外
市場競爭時更有底氣。」李學鋒還表
示，除了政府支持民營企業出海外，
內地的營商環境亦不斷提升改善，為
民營企業做大做強自身產業提供了堅
實支持。他指，公司總部所在的廣
州，營商環境對民企非常友好，特別
是黃埔區的政策和服務，給企業在融

資、政策對接方面提供了很
多幫助。

「91科技集團的創業故事，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找準時
代風口，順勢而為。」全國工商聯執委、青委會主席團成員
兼秘書長、91科技集團董事長許澤瑋告訴香港文匯報，他當
時選擇的創業風口就是金融科技。爺爺、父母都在銀行系統
工作，讓許澤瑋從小就深刻體會到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貸

款之難。由此，許澤瑋希望打造一個平台，像中介一樣，幫
助中小企業輕鬆遴選適合的金融產品或服務。
2011年，許澤瑋9月決定創業，10月獲得經緯的投資，
11月完成公司註冊。「相比老一輩企業家，我們的第一桶
金來自投資機構，創業環境也非常好，這要感謝國家，感
謝時代，給予我們這麼多機會。」許澤瑋感慨道。不過，
許澤瑋2013年進行第二輪融資時則不太順利了，一年半被
167家投資機構拒絕過。
作為一位親身經歷過融資難的創業者，許澤瑋深知科技

型中小企業融資之不易。許澤瑋呼籲政府進一步放寬對科
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限制，降低融資門檻，鼓勵更多金融
機構為民營企業提供貸款支持。加大對知識產權質押貸款
的推廣力度，允許科技企業以知識產權作為抵押物進行融
資；繼續實施並優化對科技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如降低

企業所得稅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以降低企業創新成
本。此外，他還希望政府能設立更多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
的投資基金，特別是針對初創期和成長期的企業，以提供
穩定的資金來源。

進一步解決融資問題
當前，民企科創環境整體呈現積極向上的態勢，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特別是在科技創新方面
給予了大力支持。然而，融資難、融資貴、市場競爭激烈等
問題依然存在。許澤瑋希望政府能進一步加大政策落實力
度，確保各項政策措施能夠真正惠及民營企業，特別是科技
型中小企業。建議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服務體系，為企業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務，鼓勵和支持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
之間的產學研合作，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

盼民營科企稅率再降 撐科創政策加速落地

「創新是我們擁有競爭
優勢的核心所在，貫穿企
業從誕生到今天。」在內
地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
上市的中自科技是一家新

型儲能製造企業，該公司負責人陳羅倩雯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創新發展離不開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
穩定。儲能行業相關的高性能芯片在中國已實現量
產，相關技術服務能夠得到迅速響應，令國內產業
鏈日趨完善。與此同時，為應對關稅壁壘，主動出
海將業務擴展到「一帶一路」國家等更多市場。
新型儲能製造業以新型電池等蓄能產品和各類新型

儲能技術為主要領域，也包括電力電子器件、熱管理
和能量控制系統等的生產製造。在政策機制和市場驅
動下，內地逐步建成規模最大、品類齊全、配套完整
的新型儲能產業體系，佔據了全球最大的市場份額。
陳羅倩雯介紹，中自科技近年每年研發投入資金
近億元，努力推動科技創新。創新發展離不開產業

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陳羅倩雯說，國內儲能產
品在模塊化等技術領域已經很先進，產業鏈配套完
整齊備，如果放在七八年前，產業上游的芯片一旦
被國外突然「卡脖子」，中下游就很容易受制於
人。經過這些年自主創新，儲能所需的監控節溫技
術等領域的高性能芯片在中國實現量產，而且性價
比高，降低了企業的經營成本。
「在供應鏈方面，國內的技術服務響應速度快，

我們有什麼技術需要支持，很快就能得到響應。也
因為供應鏈可靠，我們的定製化服務可以非常靈
活，根據客戶的需求，及時提供定製化的解決方
案，這是國外同行企業所沒有的優勢。」

AI大模型加持 帶來更大發展機遇
另外，當前AI賦能千行百業，越來越多的企業
接入大模型，實現「智慧化」躍升。陳羅倩雯指
出，AI大模型在儲能行業有非常大的創新應用前
景，比如，歐洲許多國家是動態分時電價，電價每

小時甚至是每15分鐘都會變一次，如果有 AI大模
型加持，企業就能夠更精確地去「捕捉」電價，以
及應對氣候、政策等方面影響因素，「在對的時候
做出正確的反應，提高整個解決方案的效率。」
陳羅倩雯還介紹，現在歐洲的光伏、風能等設施
已經建了很多，然而它的電網消納不了那麼多電，
新能源併網的一個特點就是容易造成電網不穩定，
需要儲能來解決問題。在此過程中，借助AI大模
型能更容易調節平衡電網壓力。這為儲能行業帶來
更大發展機遇。
陳羅倩雯指出，當前儲能行業的產品面臨同質化
問題，由此引發價格戰。要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需
要政府支持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加強供需對接，推動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差異發展、適度競爭的產
業體系。不論是在國內還是海外，企業都要多交流
合作，把生態圈建立起來。希望國內行業組織、協
會等發揮協調作用，防範出口領域惡意競爭，共同
維護中國品牌良好形象。

自主創新實現量產 告別「卡脖子」受制於人

●2 月 18 日，工
人在唐山百川機
器人共享智能製
造工廠內測試機
器人產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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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年來在高端製造等領域湧現一批具有
全球競爭力的企業。記者近日從上海市經濟和
信息化委員會獲悉，上海正進一步促進創新技
術「出海」，推動這些企業「揚帆遠航」力拓
國際市場。
「中東地區吸引着來自全球的行業頭部企
業，要在那站得住腳，對技術裝備企業的整體
競爭力是很大的考驗。」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
公司（簡稱：中交上航局）副總經理、總工程
師顧勇在受訪時說。 作為中國自主研發的全新
一代超大型自航絞吸式挖泥船，「新海鯊」輪
首次「出海」即前往中東地區開展人工島吹填
項目，與世界同系列多艘先進船舶在項目裏同
台競技。

據介紹，「新海鯊」輪由中交上航局研發投
資並聯合多家單位設計建造，其總裝機功率、
最大挖掘深度等性能指標在亞洲現役絞吸式挖
泥船中居先。

技術支撐 承建多國多個大型工程
「一艘船出海的背後，體現的是技術。」顧

勇說。他表示，疏浚行業是技術密集型行業，
主要靠裝備，而裝備的背後是技術支撐。中交
上航局也將人工智能技術融入高端裝備產業，
探索智能疏浚作業模式。
近年來，隨着中國疏浚技術的快速發展，中

交上航局通過高端裝備出口、技術服務輸出和
國際工程承包等模式，承建了秘魯、巴基斯

坦、斯里蘭卡、馬來西亞等國的多個大型疏浚
工程。
顧勇表示，下一階段，中交上航局希望協同

相關企業加快海外配套產業鏈的培育，進一步
提升中國疏浚在國際上的綜合競爭能力。
上海電氣風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上

海電氣風電集團）也在加快開拓海外市場。
上海電氣風電集團副總裁劉向楠告知，塞尼

風電項目是克羅地亞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風電
項目，也是中歐綠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工程。
上海電氣風電集團在2016年及2021年摘得全

球海上風電年度新增裝機量桂冠。除了克羅地
亞，近年來，上海電氣風電集團通過技術許
可、本地化供應鏈支持等商業模式，在東南亞

等海外市場也實現了訂單的增長。劉向楠在受
訪時透露，目前海外業務佔其整體營業收入的
15%左右。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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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技術揚帆「出海」 上海高端產業遠航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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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 信 通 信 技 術
（廣州）有限公司
集團高級副總裁李
學鋒 香港文匯報

記者盧靜怡 攝

▲91科技集團董事
長許澤瑋

香港文匯報
北京傳真

▶中自科技負責人陳羅倩雯接受香港
文匯報採訪。 香港文匯報湖北傳真

●中自科技的工商業儲能生產線和落地項
目。 香港文匯報湖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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