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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準科威特漁業轉型需求 最快2027年落戶 產量可升數倍

科威特經濟蓬勃，但在淡水稀缺的情況下，九成漁農產品都依賴進
口，位於香港流浮山的「泉一國際」在特區政府及本地漁民團體

支持下，與科威特展開合作，冀將全套「陸基循環水養殖系統」搬運至
中東，為當地合作機構提高數倍產量，未來更有機會在開啟養殖蝦場、
魚類病理快測等其他領域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參觀泉一國際在香港的養殖場，甫步進鐵皮工廠
後發現別有洞天，養殖魚的生猛活躍不輸海魚。漁場主要養殖的花尾龍
躉和藍鑽斑均因高品質的肉質而備受青睞，同時漁場的陸基循環水養殖
系統具低水耗、高產量特點，令經營始終保持良好，這亦是日後與科威
特展開合作的基礎。

「廟細」產量大 四噸水體養逾千魚
泉一國際水產獸醫及系統顧問陳子浩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表
示，「陸基循環水養殖系統」可24小時不間斷運作，首先通過微濾機
去除大顆粒雜質，再用蛋白分離器清除溶解有機物，最後通過生物過濾
技術，利用特殊細菌分解氨等有害物質。「儘管養殖場靠海，我們並不
依賴外部海水，養殖池中的水是用自來水加上包裝海鹽，經過系統持續
過濾，一個池可以養三個月甚至六個月。」
正因為始終保持優良的水質，漁場的養殖密度很高，「想像一下，如

果在大海裏面有四噸水，這個範圍裏可能只會見到兩三條魚，這裏卻有
一千多條。這個就是室內循環養殖的精髓，怎樣用最少的空間、最少的
資源，養到最多的魚。」
促成泉一國際與科威特合作的香港漁民團體聯會執行會長陳博智指出，
香港和科威特都面臨資源限制—香港缺土地，科威特缺水，香港高密
度、低資源消耗的養殖模式正適合他們的需求。「當地希望有人為他們提
供『一站式』養殖解決方案，包括技術、人員培訓和運營支持。特區政府
亦積極爭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機，雙方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透過走訪業界，陳子浩發現，科威特地處波斯灣末端，從事捕撈漁
業的地理位置不算優越，早期還有一定數量的魚排養殖，但上世紀末
當地政府基於環境保護下，收縮相關業務，目前包括魚類在內的九成
以上糧食都依賴進口。同時，科威特水資源非常匱乏，現有養殖漁業
主要靠抽取地下水，這一水源同樣需要節制開採，故急切透過科技手
段解決糧食供應問題。

與港人同愛石斑 技術轉移較易
陳子浩續指，循環水養殖並非近期問世的科技，不同國家均有適應當

地情況的相關技術，但剛好科威特人與港人一樣偏愛石斑魚，技術轉移
時無需經過太多調整，已可適應當地所需品種。「他們當地食用的品種
和我們差不多，很喜歡吃石斑魚、鯧魚，甚至馬友。歐美地區也有成熟
的養殖技術，但他們多數養三文魚，屬冷水品種，技術方面和石斑魚這
些熱帶魚還是有些差別。」
目前雙方已簽署保密協議書，短期內還會繼續簽署戰略協議，預計港

式養殖場最快可於2027年初在科威特落成，有望在合作機構現有基礎
上提高數倍產量。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本周六（10日）將率領商

貿代表團前往卡塔爾和科威特訪問，成員包括30多位香港工

商界和專業界領袖，和20多位來自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

內地企業家，涵蓋金融、工商、貿易、基礎建設、創新科

技、能源、運輸物流等範疇，是李家超首次帶領內地企業參

加，以發揮香港「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優勢，體現「超

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見另稿）。目的地之

一的科威特，規劃基建投資規模高達6萬億美元，但該國九成

漁農產品依賴進口，政府與民間合力推動漁業轉型，有在香

港流浮山經營漁場的港商把握商機，向當地輸

出集約型養殖技術，四噸水體即能養殖1,500

尾石斑，滿足當地食家的果腹之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從潛水少年到革新者 以工程思維重構漁業
「一開始純粹是貪玩！」泉一國際董

事郭志一回溯數十年前投身漁業的起
點，源於青年時迷上潛水的奇幻經歷。

1970年代香港海域生態豐富，東沙群島捕撈的斑斕海魚
令他着迷，卻也目睹過度捕撈的隱憂：曾經的拖網式捕
魚導致海洋生態一再被破壞，「如同一間好好的屋，裝
修齊整，家居擺好，拖網一過，全部打爛，重新來
過。」現時談起，郭志一仍倍感心痛。他亦留意到，遙
遠海域的活魚經長途運輸來港後，往往已承受巨大壓
力，不僅影響肉質，也會中途死亡，令漁民損失不菲。
「一條活魚運到香港若中途死亡，賣十條都補不回損
失。」種種行業痛點，驅使他思考：能否以科技突破傳
統漁業限制？

科技突破傳統限制
帶着這疑問，郭志一與合作夥伴於2003年開始創辦養

殖漁場，即現時泉一國際前身。當時香港常有紅潮問
題，公司於是決定不用海水，而是以自來水加鹽養殖海
魚。「當然不是容易的事，不是水有問題，就是魚有問
題。」幾經周折，漁場業務終於走上軌道，不僅成功利
用低水耗、高產能的「陸基循環水養殖系統」，亦找到
澳洲昆士蘭一間海洋研究所，採購無病魚苗。昔日的潛
水少年，如今以工程思維重構漁業，更有望將相關技術
輸出至科威特。
從波斯灣到珠江口，這群香港漁業「極客」正用科技

重新定義人與海洋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貿發局近
日向傳媒分享香港企業在科威特的經濟機
遇，該國政府近年積極主張基建項目擴張，
同時推進公私合作機制及股票市場改革，這
片沙漠熱土正釋放出多元合作的機會訊號。
貿發局研究部經濟師張家熙表示，相較於鄰
國卡塔爾，科威特在經濟多元化的進程中步
伐較慢，石油對其經濟影響更為顯著。然
而，近年科威特已展現出多元化發展的決
心。即使在油價波動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的情
況下，非石油行業依然保持穩健增長，2016
年至 2023年間，非石油產業佔GDP比重從
43%上升至50%。

非石油產業佔GDP比重升至50%
貿易方面，科威特的出口結構以石油及相關
製品為主，在過去十年間佔出口總額的九成以
上。與此同時，進口市場在發生變化，中國內

地已成為科威特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超越
英國等傳統市場，汽車成為中國對科威特出口
的重要品類。「近年來，中國汽車品牌在科威
特市場迅速崛起，銷量穩居前列，甚至有望超
越日本及韓國等傳統汽車品牌。」
至於香港與科威特之間的貿易，去年雙邊
貿易額達2.4億美元，目前科威特在香港與海
灣國家的貿易中排名第五，出口排名第四，
香港出口主要集中在通訊設備、珠寶、鐘錶
等。
投資方面，科威特的財政資源雄厚，坐擁一

兆億（10,290 億）美元的科威特投資局
（KIA）在世界主權財富基金榜上排名第五，
2019年至2023年間，科威特的對外投資持續
增長，遠超其接收的外部投資。張家熙介紹，
科威特與鄰國卡塔爾同屬「主導型投資者」
（Lead Investor），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
港有相當潛在合作空間。

貿發局研究總監范婉兒補充，中東國家的主
權基金尋找投資時，最為看重投資項目是否有
增長、有前途，第二看重的點是香港最基本的
優勢—資本自由。
對「科威特國家發展計劃2020-2025」及科

威特直接投資促進局等資料，張家熙分析，
發展基建及推動私營經濟是該國近年施政重
點，包括以公私營合作方式推進大型基建項
目，加強公共住宅、電力和水利項目建設，
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需求。
張家熙認為，配合科威特的國家願景，香
港在專業諮詢服務、施工管理應用軟件、綠
色建築方案等方面均有用武之地。「例如在
建築項目裏，他們可能希望進行樓宇的3D掃
描，取得數據後，由AI平台提供方案，分析
樓宇的結構風險等，或是提供一些風險解決
方案。或是大型電廠、設施的私有化，也有
機會利用香港的專業金融服務諮詢。」

貿發局：港專業服務可助力科威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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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漁中東養殖術授漁中東養殖術
港式漁場港式漁場「「走出去走出去」」

掃碼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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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本月10
日率領商貿代表團前往卡塔爾和科威特訪問，進一步加強與
中東地區在金融、貿易、投資和創新科技等領域的交流和聯
繫。特區政府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一帶一路」專員
何力治等隨行。
李家超將於本月11日及12日訪問卡塔

爾，12日晚轉往科威特，並於15日返抵香
港。其間，他將與當地政府領導會面，介

紹特區政府和兩國政府的合作政策方向，亦會帶領代表團考
察設施和企業，了解當地金融、貿易、創科等方面的最新發
展。
李家超表示，中東地區發展迅速，資金充裕；積極尋求分
散風險，尤其分散投資到中國內地和香港，配合全球經濟重

心東移的大趨勢。卡塔爾和科威特都是中
東地區經濟蓬勃和增長快速的國家，前者
是中東的重要航空樞紐之一，後者的主權
基金是全球資產總值最高之一。

中東行周六啟程 特首率團考察貿易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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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一國際養殖場主營花尾龍躉和藍鑽斑泉一國際養殖場主營花尾龍躉和藍鑽斑
兩種石斑魚兩種石斑魚，，約約44噸水體可容納多達噸水體可容納多達11,,500500
條魚條魚。。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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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奉行君主立憲制，國家元首稱為埃
米爾。2023年12月16日，前埃米爾納瓦夫

（Sheikh Nawaf Al-Sabah）逝世，由王儲麥沙（Mishal
al-Ahmad al-Sabah）繼任。2023年8月，埃米爾頒布法令
解散議會並暫停部分憲法條款，此舉打破長期政策僵局。
新政下，政府無須冗長的議會審批流程，直接授權外資參
與海水淡化、5G網絡及智慧電網等戰略項目，顯著加快
基建及經濟改革進程。
貿發局研究總監范婉兒表示，科威特議會功能與香港立
法會功能類似，包括溝通及批核工程項目，不同議會成員
代表不同家族或界別的利益，過去數十年，議會與政府間
的爭論常拖延財政預算及經濟改革進度。「解散議會直至
另行通知是科威特近年最重要的改革舉措之一，給商界釋
放清晰明朗的信號，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是少了這一重關
卡。」當地官員及外國投資者亦普遍認為，基建項目的審
批及資金分配將更加高效。
據非官方數據，科威特目前有超過300個重大基建項目
正在推進，總投資預算達6萬億美元。其中，穆巴拉克．
卡比爾港（Mubarak Al-Kabeer Port）項目於2024年2月
與中國建築公司簽約，進行重新開發，進展迅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漁場出產的最大一條石斑魚重達近一百公斤。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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