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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業結構轉型 重塑香港競爭力
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顆「明珠」，在中美博弈、逆全球化抬頭、中國經

濟周期性調整的背景下，香港特區依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未來香港應繼
續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以產業結構轉型為核心，以現代服務業
為主要抓手，同時堅持「市場主導、政府護航」的模式，進一步鞏固香港
國際金融、貿易與航運中心的領先地位，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經
濟多元化和高質量發展。

毛振華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

一、正視香港經濟轉型面臨的嚴峻挑戰。
過去幾十年，香港憑藉獨特的地理位置、自由經

濟體系和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發展成為國際金
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
就。然而，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區域競爭的加劇
以及地緣政治局勢的不確定性，給香港經濟帶來諸
多新挑戰。

首先，全球經濟放緩對香港傳統優勢產業帶來一
定衝擊，既有外部市場需求的減少，也暴露出內部
產業結構單一化的脆弱性。香港產業結構較為單
一，製造業極度萎縮，經濟過度依賴服務業。當前
服務業佔比已超過90%，其中金融、貿易及物流業
是香港的支柱產業，佔GDP比重超四成。這種產業
結構使其自身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在全球
產業鏈重構、美聯儲加息以及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的
背景下，香港轉口貿易受到了較大衝擊，2022年至
2023年連續兩年下滑，儘管2024年轉口貿易額實
現小幅增長至5,749億美元，但絕對值仍低於2021
年水平。

此外，全球經濟放緩導致資本市場波動加劇，直
接影響了香港銀行、證券和保險等金融服務業。截
至2024年三季度，香港金融和保險業增加值達
4,451.6億美元，顯著低於近三年平均水平。

儘管近幾年香港大力發展創科產業，吸引高科技
人才和企業落戶香港，但整體來看，新興行業尚未
成勢。香港相繼設立生命健康科技研究院、前沿科
技研究資源計劃，並正在籌備建立第三個InnoHK創
新香港研發平台，在2024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中，再公布新的100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但短
期內構建具有競爭力的創新產業體系並非易事。目
前來看，科技與高端製造業等新興行業的發展尚未
成勢，佔比不足5%。這種產業結構的不平衡使香港
的經濟韌性不足，難以應對外部衝擊。

其次，房地產市場下行拖累香港財政，特區政府
連續三年每年錄得逾千億元財政赤字，影響公共財
政穩健發展。特區政府長期以來將土地出讓收入作
為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這一模式在過去幾十年內
支撐了公共財政的穩定增長。不過隨着房地產行業
進入下行周期，地價收入大幅縮水，2023年香港地
價收入僅有 195.81 億元，遠低於 2021 年的
1,430.44億元；2024年1月至10月，香港招標售
出的土地，以及涉及私人協約、契約修訂、換地等
土地交易的收入，累計只有約37億港元，僅為上年
度財政預算案中預計本年度地價收入的11%。土地
市場的波動直接影響了財政穩定，除2021/2022財
政年度獲得237億元盈餘外，2020/21、2022/23及
2023/24財政年度的赤字分別為2,518億元、1,883
億元以及1,719億元。另根據特區政府的最新預
算，至2025年 3月底，本地財政儲備將降至約
6,330億元，五年累計減少5,270億元，較2019年
盈餘高峰時期下降了約45%。

此外，香港人口老齡化嚴重，給經濟和財政也帶
來不小的壓力。根據特區政府發布的最新人口推算
報告，2023年香港65歲及以上長者佔比為23.7%，
預計2046年將升至36%左右，人口老齡化問題嚴
峻。人口老齡化一方面會衝擊勞動力市場，不僅可
能導致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還可能影響到某些行業
的生產力和創新能力。另一方面，隨着老年人口的
增加，特區政府在醫療保健、養老保障等領域的支
出將大幅上升。此外，養老金的支付壓力也在不斷
增加，特區政府需要尋找新的財政來源或調整現有
的社會保障體系，才能應對這一挑戰。
二、香港依然具備得天獨厚的制度優勢和經濟基

礎。
「一國兩制」是香港最重要、最根本的優勢，普

通法和自由市場是其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重
要基礎。「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保持了原有的
資本主義制度和普通法體系，為經濟發展提供堅實
的法治基礎和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

首先，普通法體系強調契約自由、嚴格的合同執
行以及對私有產權的保護，這些原則與國際商業規
則高度契合，為香港營造了透明、公正、高效的營
商環境，使香港能夠吸引全球投資者，成為國際金
融、貿易和航運中心。

其次，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實行
低稅率、簡單稅制，對外資和國際貿易高度開放，
與國際商業市場完全接軌，保持貨物和資金自由流
動，作為獨立關稅區能夠單獨簽署經貿協議，是內
地和國際市場商務往來的重要橋樑。

最後，「一國兩制」不僅保障了香港的高度自
治，還使其能夠充分利用國家的政策支持和內地的
廣闊市場。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中心城
市，能夠以全球性視野把握世界經濟和大灣區發展
新趨勢，充分發揮自身區位優勢。一方面，深度融
入大灣區發展戰略，抓住深圳製造業產業外溢、產
業協同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隨着國家「一帶一
路」戰略規劃的推進，香港以其地緣優勢和經濟底
蘊可以起到輻射東南亞的橋頭堡作用，「一帶一
路」建設還能反哺香港經濟發展。

在「一國兩制」獨特制度優勢下，香港憑藉國際
化的法律和金融體系以及豐富的專業服務資源，在
金融、法律、仲裁和認證等領域形成了強大的中介
服務優勢。香港同時具備英文體系和獨立且完備的
法律體系、貨幣體系、監管體系，擁有全球領先的
仲裁機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還是全
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據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
(SWIFT)統計，至2024年12月，香港離岸人民幣結
算佔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約76.5%。與此同時，香
港獨特的多元文化背景、國際化教育體系、完善的
基礎設施以及開放的營商環境，進一步增強了其在
全球範圍內的吸引力，使其能夠持續為全球商業活
動提供高質量的中介服務，鞏固其作為國際金融、

法律和商業服務中心的地位。
香港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科技基礎，為新動能

培育提供土壤。根據《202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
香港在「基礎建設」分項中位居全球第九位，這一
成績充分展示了香港在基礎設施領域的綜合實力。
其中在基本基礎設施方面，香港更是位居全球第三
位，反映出香港在交通、通信、能源等關鍵領域的
卓越表現。良好的基礎設施不僅吸引了大量外資企
業，也為本地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此外，
根據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香港位居全球排名第
十八。香港是世界上唯一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的
城市，具備較強的科學基礎，並憑着與內地以及海
外的緊密聯繫、雄厚的科研實力，正迅速發展成為
全球創新及科技中心。
三、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香港高質量發

展的必由之路。
過去，香港經濟高度依賴金融和房地產等服務

業，這種單一發展模式在當前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和
區域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面臨較大壓力。為了應對這
些挑戰，香港必須破除路徑依賴，加快產業結構轉
型升級，推動經濟多元化和高質量發展。

伴隨中國進入資本輸出時代，香港金融定位應逐
步從「吸引外資到中國內地」轉向「助力中資出
海」。過去香港一直是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內地的橋
樑，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末，內地來自香港
的實際使用投資金額累計達16,815億美元，佔內
地吸收境外投資總量的比重接近60%。伴隨中國進
入資本輸出時代，香港的金融定位應有所調整，現
階段需要香港更好發揮服務中資出海的作用，進而
形成「以海外投資為主、吸引外資為輔」的新格
局。在當前中國企業的洶湧出海浪潮下，香港需要
把握這一歷史機遇和責任，更好服務中資企業出
海，幫助其拓展國際市場。

香港的高質量發展仍然離不開現代服務業，發揮
中介服務優勢，助力中資企業出海。香港在金融服
務、物流和供應鏈服務、專業化服務等方面的優勢
已在過去10年間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有突出
表現，建議未來繼續充分發揮香港與國際接軌的專
業化服務優勢，為國企和內地民企「走出去」提供
有針對性的服務，包括法律和仲裁服務、國際化專
業化人才培養與輸送、基礎設施建設和物流便利化
以及融資、結算、認證等多元化的金融中介服務
等。

教育是香港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抓手，未來須加
大本地高校人才培育，吸引高質量人才到港就業。
教育對於本地居民而言具備公共屬性，但對於香港
以外的地區而言，就可以將其作為教育產業進行發
展。目前在港深造的內地學生約45萬人，未來可以
進一步擴大理工類研究生招生，吸引更多人才來港
深造。吸引內地學生來港，本身還具備乘數效應，
通過與高淨值群體建立聯繫，帶動相關的消費和投

資。
此外，香港要加大面向全球「搶人才」力度，繼

續完善人才引入機制。香港要善用有別於內地的生
活方式和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以及優惠的稅
收、相對寬鬆的信息管理制度等，吸引國際人才特
別是優秀的華裔科技工作者落戶香港，為國家解決
高端人才回國提供便利條件。

香港又要發揮自身科技優勢，以創科為中心布局
產業發展，加快北部都會區開發建設。在國家大力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要求下，香港應憑藉其獨特的科
技優勢，積極布局以科技創新為中心的產業發展。
北部都會區作為這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
香港經濟轉型的關鍵引擎。一方面，通過提供稅收
優惠、簡化註冊流程等政策支持，持續優化政策環
境，積極吸引大型科技企業入駐，構建科技生態；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還應進一步加大在人工智能、
生物醫藥、信息科技等科技創新領域的投資力度，
包括但不限於提供研發資金支持、建設現代化的科
技園區、設立創業孵化器等，同時深化與深圳、澳
門等大灣區城市在科技研發、產業協同和人才交流
等方面的合作。
四、堅持「小政府、大市場」，更好發揮市場機制

的作用。
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區域競爭加劇的背景

下，如何進一步優化政府角色，釋放市場機制的深
層活力，成為香港鞏固國際地位、實現高質量發展
的關鍵命題。

香港要明確「小政府」定位，構建「有限政府」
與「有效市場」的動態平衡。一方面，特區政府要
明確自身和市場的邊界，市場能夠承擔的，交由市
場完成，例如在北部都會區開發建設中，可以加大
對企業參與的支持力度，提高市場主體主觀能動
性。另一方面，在一些領域應進一步放鬆管制，特
區政府應最大程度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以生物醫藥行業為例，目前新藥在香港上市需要
先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如美國FDA、歐洲EMA或中
國內地NMPA）獲得註冊許可，再向香港衞生署申請
審批。這一流程通常耗時至少1.5至2年。香港若
可設立獨立的藥物監管和審批機構，將能夠大幅簡
化和縮短生物醫藥領域的審批流程，有利醫藥行業
在港的蓬勃發展。

香港要推動市場化競爭與創新，降低營商成本。
市場化企業通常具有更高的運營效率和成本控制能
力，能夠通過競爭機制優化資源配置，降低營商成
本。有調查顯示，香港工程成本（不計地價）位居
亞洲第一，是深圳的5至10倍。近年香港每年建築
工程總開支約2,500億元至3,000億元，其中政府工
程開支約900億元至1,000億元，若香港的工程成
本能降低20%，每年將能節省500億元至600億元開
支，政府工程開支將減少近200億元。因此，在這
些領域，特區政府應該引入更多市場化的企業進行
開發，在降低營運成本的同時，提升資源效率。

強化法制和產權保護，加強對私有產權和企業家
的保護，對於吸引、留住企業和人才至關重要。一
個透明、公正、高效的法律體系能夠有效改善營商
環境，吸引更多的企業。香港是中國唯一的普通法
司法管轄區，普通法體系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使其能
夠更好地應對複雜的商業糾紛，能夠更好保護企業
和投資者的權益。特區政府需要進一步強化在法制
領域的優勢，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
系建設好，維護好其競爭力、法治和國際公信力，
為經濟的長期穩定和繁榮奠定堅實的基礎。

蛇年春節，國產動漫電影《哪
吒之魔童鬧海》（哪吒2），憑
藉獨特的中國神話元素和精美製
作，爆火席捲全球，掀起觀影狂
潮，筆者也懷揣無限憧憬擠進
了影院。當熟悉的混天綾再次舞

動，哪吒就那般帶着他的熱血與倔強闖入了人們
視線；當銀幕上最後一縷火光熄滅，無數人的掌
心仍殘留着灼燒般的震顫。「若前方無路，我便
踏出一條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轉這乾坤！」
中國哪吒，漂洋過海，屹立世界之巔。

每一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哪吒。
哪吒的故事歷經千年傳承，承載中華民族的價值
觀、道德觀和世界觀，一直在轉動演變。本次
《哪吒2》中最扣人心弦的，是各人物身上所折
射出的強大精神意志內核，引發了億萬人的強烈
共鳴。每個人好像都能從中看到自己或家人、朋
友，甚至其他人的影子，每一句台詞彷彿都在訴
說着大家共同的故事。所以影片一經出現，不僅
吸引了各國觀眾，更是繼去年遊戲《黑神話：悟
空》的全球現象級熱潮之後，再次引發國際社會
關於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結合的深度思考。

具象描繪深層哲學思想
筆者認為，這是中國電影在新時代向世界講述

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一次有效嘗試，最成
功的不是早已運用嫻熟的各類特效製作技術，而
是人物的具象化和故事內容的「靈魂注入」，就

是文化價值的豐富內核，如何以創新故事敘述方
式適應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這種重構，看似偶
然，實際背後有着深刻的文化自信支撐。那何謂
文化自信？影視作品作為傳播中華文化的一個高
效載體，文化底氣從何而來？文化自信由何而
生？又為何成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強有力支
撐？

首先，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
關乎國本、國運。文化自信則是這個國家和民
族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並
對其文化生命力所持有的堅定信心，事關國運
興衰、文化安全與民族獨立性，是更基礎、更
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
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具有自
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
旺盛生命力，其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
容性與和平性的突出特質承載生生不息的基
因密碼，是中華兒女的根以及堅定文化自信的
最大底氣，和中華民族始終昂首前行的持久深
層驅動力。放至《哪吒2》，不管畫面蘊含的敦
煌畫、皮影戲、宇宙架構，還是劇情中釋放出
的哲學思想、道家思辨、儒家倫理、墨家抗
爭、法家變法與兵家智勇等，中華文化都是各
類創作取材的豐厚沃土。

體現民族大義
其次，文化自信之所以震懾人心，就在於文

化深刻影響有形的存在和現實，深刻作用於社
會發展和文明進步，文化的力量總是能潤物細
無聲地融入經濟、政治、社會之中發揮重要作
用。只有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理想、文化價值、文
化生命力、文化創造力有足夠的自信心和自豪
感，才能激發全民族文化的創新創造活力。中
華文化的對外傳播，就是中華文化自信自強的
重要表現。

這回哪吒「鬧」上國際，中國故事不再是「自
話自說」，而是以高科技載體傳遞出中國人自己
的故事。令人眼花繚亂、讚嘆不已的那些拳腳功
夫、亭台樓閣、定海神針等等，只是一些文化元
素、符號，是淺薄的、零碎的、表面的東西，是
「器」和「術」。元素不是經典，文化核心價值
觀才是精髓和根本，遠比符號更來得重要。「哪
吒出海」，出的是中華文化中的「道」與中華民
族的「魂」，是中國人永遠打不死、幹不掉、浴
火磨煉、重生涅槃的民族大義和精神。人們看到
的不僅是神話傳說中的超凡存在，更是中華文明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精神圖騰，也是古老
的智慧和道理被活化套上了現代化的精神面貌和
體驗，活起來了！

反映中華文化磅礴底氣
最後，任何一種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

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
己的主體性。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走
過了不同於世界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程。雖創造

了璀璨文明，也曾在近代迭遭憂患，卻因苦難而
歷久彌新，更加包容載物，堅不可摧。幾千年的
跌宕起伏、磨煉調整，終屹立不倒積聚而成的磅
礴底氣和無盡自信，是中華民族在當今世界正經
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斷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最重要精神力量。

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筆者覺
得文化「出海」必須要：一、心懷大我、不忘初
心，清醒認識我們的文化從哪裏來、現在處在什
麼方位、又將走向何方；正本清源，不要本末倒
置地被花巧科技掩蓋了民族精神堅強意念的信
息。二、歷史的磨難，意味着堅持走自己的路，
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中國人在西方諸國的層
層圍堵、打壓、制裁，甚至卡脖子的情況下，走
出了一條舉世無雙的發展之路，離不開對中華民
族歷史的認知和運用；衝破敵對勢力封閉枷鎖的
「煉丹爐」，是中華兒女無比凌厲的集體意志，
和萬眾一心頑強無堅不摧的團體毅力！三、自我
革命的醒覺，與時俱進，用祖先的智慧來解決現
代人今天的問題。中華傳統文化中革故鼎新、自
省改過、居安思危等智慧精華飽含自我革命的思
想基因和精神自覺，千年來兼收並蓄，不斷消融
昇華朝代更迭、外來文化與宗教的屢屢衍變，在
於自我而他，自我革命。結合《哪吒2》的成
功，就是要革除過往單一的文化符號介紹，將中
華文化內涵及核心價值普世展開，要讓國內外人
士都能從中深入了解及感染學習中華文化的實
質，而不只停留在對中華文化符號的一般表面認
知上。

當有一天，蜘蛛俠、超人、美國隊長們站在紐
約時代廣場的封神台上遙望眾生，滔滔講述着中
國故事和美麗的「中國夢」，就是一個古老文明
用現代語言重新福耀世界的新的起點，也是中華
現代文明真正的新生！

「哪吒出海」展現大國文化自信
何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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