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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昨日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營經濟促進法》，這部國家首部專門針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法
律將於今年5月20日正式施行。法律的出台，不僅回應了廣大民營企業
對制度保障的迫切需求，更是國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激發市
場活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步。對於香港而言，這不僅是一次國
家法治建設的制度性進展，更是一項可感可及的發展機遇。它不僅意味

着內地經濟制度環境的進一步優化，也為香港與內地在制度、規則、治理理念上的「軟
融合」提供了支撐，有助香港在服務國家戰略中實現功能躍遷與價值升級。

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長期以來，民營經濟不僅是內地經濟增長的重要引
擎，更是促進社會就業、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關
鍵力量。從華為、比亞迪等代表高端製造業的龍頭企
業，到龐大的中小企業群體，民營經濟展現出卓越的適
應力與創新力。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3月底，全
國登記在冊民營企業超過5,700萬戶，佔企業總量的
92.3%。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
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並已連續6年穩居中國進出口
總額第一大外貿主體，顯示出其在國家經濟體系中的重
要地位。

民營經濟是經濟創新發展關鍵力量
不容忽視的是，民營企業的發展過程中長期面臨諸多

制約因素。例如，政策執行「最後一公里」問題未根本
解決，一些地方在落實民營經濟扶持政策方面存在不一
致性和隨意性，企業對政策環境的可預期性不足；融資
難、融資貴等問題尤為困擾中小企業，部分民企在獲取
信貸、參與公共採購等方面仍遭遇隱形壁壘，影響其公
平參與競爭；此外，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全球通脹壓
力、貿易摩擦及地緣政治風險持續上升，進一步加劇了
企業的不確定性與經營成本。

以法律穩定預期增強信心
在此背景下，如何穩定市場預期、增強企業信心，成

為當前經濟治理的關鍵議題，而制度化保障正是解決問
題的根本路徑。通過法律手段明確民營經濟地位、鞏固
政策導向、強化法律保障，可以為企業提供穩定、可預
期的制度環境。這既是對企業家信心的提振，更是推動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之舉。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與發展訴求之下，《民營經濟
促進法》應運而生。作為國家層面首部專門規範民營經
濟發展的法律，該法從制度頂層設計出發，首次從法律
層面明確了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基本地位
與作用，確立了「支持、鼓勵、引導」的基本原則，並
將「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法律文本。這一立法具有里程
碑意義，標誌着國家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從「政策層面」
正式邁向「法治層面」。

該法內容涵蓋公平競爭、投資准入、融資支持、科技
創新、規範經營、權益保護等多個重要領域，系統回應
了企業長期關注的制度堵點與政策瓶頸，例如明確要求
政府支持民營企業依法平等進入市場領域，破除隱性壁
壘；建立健全政企溝通機制，增強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
期性；同時，強化對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為民企營造
更加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這些制度設計有助
於激發企業家精神，提升企業對未來的信心。

從制度經濟學視角觀察，制度不僅僅是行為規範或規則
體系，更是決定資源配置效率的核心要素。一個良好的制
度安排，能夠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減少資訊不對稱、提高
契約可執行性，從而提升整體經濟效率與社會福利。《民
營經濟促進法》的出台，不僅是對現有政策體系的法治化
升級，更是對市場信號機制的制度化強化，通過確立明確
的市場行為邊界與法治保障路徑，為民營企業提供長期投
資與戰略決策的制度支撐。

明確身份地位保障創新動力
從另一個維度來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的

「創新驅動理論」也為我們理解民營經濟的戰略意義提
供了深刻啟示。熊彼特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不在
於資本積累，而在於企業家精神推動下的「創造性破
壞」與持續創新。民營經濟正是最具創新活力的市場主
體，其在新產品開發、新技術應用、新市場拓展等方面
持續進行制度突破與技術革新，構成了推動經濟結構變
遷的核心力量。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綠色能
源等新興領域，民營企業往往是率先突破、率先試錯、

率先引領的主力軍。因此，制度層面對民營經濟的保護
與激勵，本質上是對國家創新能力和長期增長潛力的戰
略保障。

可以說，這部法律是一劑「定心丸」，穩定企業的預
期，同時通過法治方式釋放政策紅利、激發市場活力，
為推動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注入強
大支持，更重要的是通過法治化手段明確了民營經濟的
「身份地位」，為企業在新時代高質量發展中提供了堅
實的制度根基。

今年2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
鮮明指出，新時代新征程民營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大有
可為，廣大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大顯身手正當其時。
這一重要講話不僅體現了中央政府對民營經濟的高度重
視，也為廣大企業家注入了信心與方向，彰顯了國家對
多元市場主體的戰略定位與制度期待。將這一講話精神
與《民營經濟促進法》結合來看，不難發現，國家正在
推動形成更加包容、多元、法治化的市場生態。

對接制度紅利形成優勢互補
在這一國家戰略大背景下，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

更應主動關注並積極對接《民營經濟促進法》所帶來的
制度紅利。這部法律不僅推動內地營商環境持續優化，
也為香港與內地在規則、法治、營商理念等方面實現更
高層次的融合搭建了機制平台。香港長期以來以法治健
全、市場開放、金融高效等優勢著稱，與內地構建高水
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高度契合，形成制度互
補，有助於香港在國家經濟格局中的功能再定位與價值
再提升。

首先，香港應繼續發揮其國際金融中心的橋樑作用，
為內地民營企業提供多元化融資平台。近年來，愈來愈
多內地企業選擇赴港上市或通過港交所發行債券，香港
在綠色金融、金融科技、人民幣國際化等前沿領域的優
勢，可為民營企業提供可持續發展的資本通道。在當前
國際金融環境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香港透明規範的
金融監管體系更具吸引力，可為民企提供穩定預期、降
低融資風險。

其次，香港應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制度融合發展與
規則協同。通過建立跨境商事爭議仲裁機制、推動企業
信用資訊共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合作等方式，為區域
內民營企業提供明確的制度保障。這將有助於提升大灣
區作為全球營商高地的吸引力，也為香港在制度型開放
中爭取更大話語權提供契機。

再者，香港在創新科技與高等教育方面具備獨特優
勢，其高校科研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具備推動產學研深
度融合的良好基礎。通過與內地民企深化科研協作，香
港可實現科技成果的轉化落地，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生
物醫藥、綠色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可打造創新協同高
地，加快構建民營經濟創新生態系統。

此外，香港應在制度型開放方面繼續先行先試，推動出
台與《民營經濟促進法》相配套的地方性政策措施，進一
步優化營商環境，便利內地企業在港設立總部、研發中心
或拓展海外市場。通過整合「香港規則＋內地市場」的雙
重優勢，香港可吸引更多國際資本與本地企業合作，提升
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節點地位。

綜上所述，《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實施不僅為內地民
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制度支撐，也為香港帶
來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在國家制度建設與市場改革
持續深化的歷史進程中，香港應更主動作為，加快推動
制度優勢轉化為現實發展動力，既助力本地企業「走進
去」，也為內地優質企業「走出去」提供服務平台，真
正嵌入國家經濟大循環。唯有由「受益者」轉變為「建
設者」，香港才能在新時代國家發展格局中實現功能躍
升與高質量擔當，續寫「一國兩制」下制度型開放的香
港篇章。

近日，慶祝中華全國總工會
成立100周年暨全國勞動模範和
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國家主席
習近平親自頒發榮譽證書，並
向全國、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

廣大勞動群眾致以節日問候。習近平主席的重
要講話給廣大勞動群眾和工會工作者帶來巨大
的鼓舞。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百年工運史，是一部波
瀾壯闊的奮鬥史詩，而香港愛國工運事業，也因為
「愛國」這一共同的精神內核成就了不少蕩氣迴腸
的詩篇。回望往昔，香港海員大罷工掀起工運高潮
第一怒濤，勝利令港英政府低頭，為工友爭取了應
有的權益；省港大罷工的怒吼震徹雲霄，香港工人
以血肉之軀築起「鋼鐵陣線」，為內地革命注入磅
礴力量，讓帝國主義霸權在工人階級的團結偉力下
顫抖；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裏，香港工會化身隱秘
而堅定的力量，工運前輩冒着槍林彈雨，為抗戰前
線輸送物資、傳遞情報，用熱血與生命譜寫民族解
放的壯歌。這一樁樁、一件件，無不彰顯香港工人
階級熾熱的愛國情懷，更見證着香港愛國工運與內
地工運血脈相連、兄弟情深。

愛國愛港 擁護「一國兩制」
新中國成立後，香港愛國工會始終是祖國最忠誠

的擁護者與建設者。兩航起義衝破層層封鎖，為物
資匱乏的內地送去急需資源；國家推行改革開放，
工人又化身溝通的橋樑，積極牽線搭橋，將先進的
管理經驗、前沿的技術引入內地，助力現代化建
設。香港回歸祖國之後，香港工會組織以堅若磐石
的意志，引導職工堅決維護香港社會穩定，積極推
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2019年修例風波，工會
積極發聲譴責煽仇煽暴、進行街頭破壞等惡行，是
擁護「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中流砥柱。

工會工作千頭萬緒，但最根本的是要成為凝聚職
工群眾的「強磁場」、匯聚磅礴力量的「聚寶
盆」。習近平主席說，「黨的二十大明確了以中國
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中心
任務。這一中心任務，就是我國工人運動的時代主
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升級，需要全面提升
勞動者質素。為國家建設培養知識型、技能型、創
新型的勞動者大軍，是工會凝聚職工、激發新質生
產力的核心擔當。

從港珠澳大橋建設者的「鋼鐵意志」，到抗疫期
間運輸工人的「逆行堅守」，香港勞動者正正踐行

着勞模精神。勞動模範和大國工匠是人民模範、民
族脊樑，新時代需進一步樹立「勞動創造幸福」的
價值導向。本月香港將首次舉辦「行業模範之星」
評選，搭建這個平台是為了讓更多人看到他們的故
事，弘揚勞動精神，肯定勞動價值。在資本主義制
度下能成其事並不容易，事實上工聯會已推動多
時，終於成功落地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創新，展
現出「愛國者治港」新風貌。

以創新精神帶動產業轉型升級
當前國際局勢深刻演變，香港要堅定不移配合國

家應對各種風險挑戰。「新時代工運」是香港由亂
到治、由治及興的社會基礎，工會、工友須建立主
人翁意識，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以「新時代工
運」旗幟不斷增強引領力、組織力、服務力。

香港廣大勞工階層須服務高質量發展大局，推動香
港經濟轉型。習近平主席指出，「高質量發展離不
開高質量的勞動創造。」香港銳意發展創新科技、
金融服務、綠色經濟等新興產業，新工運須主動對
接國家「十四五」規劃和大灣區建設戰略。一方
面，工會應推動職業教育改革，協助勞工提升數字
技能、跨領域能力，培育適應北部都會區等重大項
目需求的專才；另一方面，要倡導「以創新論英

雄」的職場文化，支持傳統行業實施數字化經營，
助力香港從國際金融中心向國際創科中心轉型。

香港貧富差距、住房困難等問題長期制約社會發
展。勞工是香港社會經濟的基石，共同富裕是取之
於民用之於民，新時代工運須以「共同富裕」為目
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與時俱進推動完善勞工政
策，構建新型和諧勞動關係，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不斷提升就業環境，增加勞動收入，推進高質量就
業，以「共建共榮、共享共贏」理念，實現社會的
公平正義，人人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持續不斷增強工會組織建設
香港工會作為維護勞工權益、促進社會穩定的重

要力量，在當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經濟
轉型與提升社會治理的關鍵時期，須從組織建設、
服務創新、科技賦能、強化政策研究倡議以及與社
會對話等多維度強化自身能力，更要弘揚勞動文
化、深化愛國主義與職業倫理教育等，這樣才能應
對新挑戰、把握新機遇。

百年前，省港大罷工的汽笛聲震撼神州；百年
後，香港工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融入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戰略全局。香港工會既要傳承「為勞動者
謀幸福」的紅色基因，更需把握「國家所需、香港
所長」的時代機遇。唯有將維護勞工權益與維護國
家安全相統一，將經濟轉型需求與工人發展訴求相
銜接，方能開創香港工運新格局，為「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築牢群眾根基，在中國式現代化征程中寫
下璀璨的香江註腳。

賡續百年薪火 開創香港工運新格局
吳秋北 工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

4月29日，外交部通
過社交媒體發布重磅
視頻《不跪！》。外
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
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
提問時表示，希望這

條視頻能夠幫助各方更好地理解中方
的立場。

這條視頻值得重視之處在於，其清楚
顯示中國對所謂「關稅戰」的立場，彰
顯國際正義和公理。視頻以「颱風眼」
所具有的迷惑性和危險性開篇，告訴全
世界不能因為「求一時的安寧」而對霸
權欺凌退讓。看似「風平浪靜」，實則
「請君入甕」，醞釀更猛烈的腥風血
雨。若有國家仍然相信美國的所謂「豁
免90天」的花招、全球各國若向霸權主
義低頭，就如同飲鴆止渴，只能陷入更
加沉重的危機。因為霸權主義者只會步
步進逼，把弱勢一方「搾乾搾淨」，才
會收手。只有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
念，站在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高度，堅持
「不跪」，才能有效抗擊霸權主義的欺
凌，才能維護全球經濟秩序，保護各
國、各地區正當權益。

美國劣跡斑斑盡失人心
「特朗普2.0」執政已滿100 天，全球

沒有一個經濟體因為要為他臉上貼金而
和美國達成關稅協議。這和我國堅定地
「不跪」，成為全球反霸權的標杆有
關。各國也樂觀其成，對美國虛與委
蛇。

美國欺凌別國的血淋淋歷史告訴世
人，對美國的霸凌退讓，是不會有任何
好結果的。以自二戰以來便和美國緊密
結盟的日本為例，美國在1980年代胡亂
指控日本半導體產業，實質是不滿日本
企業趕過美國，故以連嚇帶騙的方式，
摧毀日本半導產業，讓日本把這個產業
的優勢拱手相讓給美國。之後美國又以
《廣場協議》迫令日圓升值，製造日本
的地產泡沫。最後泡沫爆破，日本經濟
迷失了30年。

日本之後又輪到法國。法國阿爾斯

通本來執全球發電鍋爐業牛耳。美國
為了其本國企業利益，不惜以一個多
年前在亞洲發生的所謂「海外貪腐」
案件，以長臂管轄方式，強行關押本
擬到美國商談業務的阿爾斯通高管。
最後成功把阿爾斯通「肢解」吞併，
讓美國企業能獨佔鰲頭。美國政府這
種濫用長臂管轄，實則為自身政治、
經濟私利服務的行徑，令人齒冷。

美國也曾嘗試把相關手法套用到我國
科技企業高管身上；但因國家堅持「不
跪」，故美國最終鎩羽而歸。由數年前
的「擄人脅迫」，到今天針對我國的所
謂「對等關稅」，美國劍指我國，彰彰
明甚。回看歷史，凡是美國無理對待我
國時，我國都能堅守原則，令美國吃不
了兜着走。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美
國自恃是世界第一軍事強國，妄圖碾壓
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國人民在
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團結一致，頑
強應戰，給美國侵略者迎頭痛擊。

同心協力「打」出光明未來
今次所謂關稅戰結果也只會是這

樣。這是一場由美國挑起的無理和無
硝煙的戰爭。「美國政客不是要我們
的『稅』，而是要我們的『命』。」
美國政客對我國的忌憚和打壓，昭然
若揭，美國副總統萬斯甚至公開指斥
為美國廣大消費者提供價廉物美產品
的中國人民為「鄉巴佬」。美國有分
析指出，若要所有重要工業回流美
國，由美國來生產，美國人最愛用的
蘋果手機，售價至少飆升三倍以上；
這完全違反經濟學上比較優勢的原
則。美國政客的胡作非為，主動挑起
關稅戰，最終受害的還將是廣大美國
企業和消費者。

面對美國霸凌，中國人民都知道
「跪！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打得
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應對美國的
霸凌，退讓只會是萬劫不復，綏靖只
會引來更大的碾壓。只有登高一呼，
堅持不跪，才能令霸權主義者回到真
正的談判桌。

馮煒光

中國《不跪！》彰顯國際正義和公理

歡迎投稿、反饋。論壇版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文平理

長和交易豈能「一條路走到黑」？

長和計劃出售巴拿馬港口，令港
口可能落入美國之手一事備受關
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早已明
言依法對此交易進行審查，並對外
傳長和企圖將交易拆分兩大部分作
出回應指，交易各方不得採取任何
方式規避審查，未獲批准前，不得
實施集中，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
外交部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強調，中
方一貫堅決反對利用經濟脅迫、霸
道霸凌侵犯損害他國正當權益的行
為。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也
多次透過轉載文章、回應記者提問
等方式表明態度。

國家相關部門多次發聲，表明了
中央政府對長和事件的嚴重關切和
嚴正警示，但長和依然執迷不悟充
耳不聞，企圖一條路走到黑，不撞
南牆不回頭，甚至變着花樣逃避審
查。當前正值美國揮舞關稅大棒對
中國極限施壓的關鍵時刻，長和向
美國出售港口資產，令特朗普得以

有機會對中國航運業實施「卡脖
子」行動，這種罔顧民族大義和國
家利益的行為，無異於通敵、資
敵。

世界上任何地方對損害國家重大
利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徑都不會
放任不管。在長和事件上，可用的
法律不僅僅是反壟斷法，必要時涉
及國家安全的法律也可以使用。

公道在人心，當思身後名。最近
逝世的本港另一富豪李兆基，一生
為國家進步作出非凡貢獻，得到上
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民眾的高度認
同和尊崇，多位國家領導人和多個
中央及國家部門、大學等致獻花
圈，中央和特區官員特意前往致
祭，極盡哀榮。相比之下，某些人
卻為一己之利損害國家利益，甚至
替敵人搖旗吶喊，對這種行徑香港
同胞不答應，全國人民也不答應，
絕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必將背負歷
史的罵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