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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早前與澳門工商界人士座談時表示，
港澳工商界和企業家在港澳經濟波瀾壯闊的
進程中，書寫了一個個商業傳奇，始終緊隨
中國經濟發展洪流奔湧向前。第十屆全國僑
聯副主席、中國港澳台僑和平發展總會會長
盧文端領導的榮利集團，伴隨着國家改革開
放的春風，從一家錄影帶廠發展成為包括製
造業、國際貿易、房地產、金融、酒店服務
等業務在內的綜合性集團公司。盧文端兒
子、全國政協委員、榮利集團董事總經理、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日前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父親常說：「企業家
不僅要有商業頭腦，更要有家國情懷。」這
句話深深烙印於他心中，成為他事業與人生
路上的座右銘。

父親家國情懷理念烙印心中
盧文端白手起家，憑藉堅毅與智慧，帶領
家族企業歷經風雨，屢創高峰。回望個人成
長與家族企業的發展歷程，盧金榮由衷感恩
父親的言傳身教，「父親始終堅信，企業的
成功離不開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因此從不忘
回饋社會。」盧金榮說，父親曾長期擔任全
國政協委員，積極建言獻策，尤其在2019年

香港社會動盪期間，父親堅定支持香港國安
法，公開呼籲「沒有國家安全，香港繁榮就
是空談」，展現出企業家的責任擔當與堅定
立場。
盧金榮引述父親常說的：「企業的價值不
在於賺多少錢，而在於為社會創造多少價
值。」在工商界，盧文端曾任廠商會副會
長，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推動工展會復
辦，為振興經濟、重振工業作出重要貢獻。
他亦高度重視青年培育，積極支持愛國教
育，鼓勵年輕人北上發展，把握大灣區機
遇。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他更親赴災區
參與重建。
深受父親影響，盧金榮於2006年加入廠商
會會董會，積極參與附屬機構的工作，2024
年出任廠商會會長，他深感責任重大。
他表示，為推動新型工業化與創新生態建
設，廠商會近年積極促進「產、學、研、
投」融合，包括設立科技商品化中心及本港
首個專為中小企而設的「中試轉化中心」，
協助企業實現智能化與綠色轉型。「我們深
信，唯有掌握核心技術，香港企業方能在激
烈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夏寶龍指出，「實踐證明，企業與國家就
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盧金榮深表認同，
「歷史已證明，國強則業盛。從改革開放初
期港商率先投資內地、2003年CEPA與個人
遊助香港走出沙士陰霾，到2008年金融危機
期間國家為港企提供堅強後盾，以及新冠疫

情後中央推出一系列惠港政策，無不印證這
一點。面對地緣政治風險與全球供應鏈重構
的挑戰，香港工商界更應堅定與國家同頻共
振，在變局中開創新局。」

須堅守「在商言政、在商言國」信念
展望未來，盧金榮表示，香港工商界必須
堅守「在商言政、在商言國」的信念，勇於
對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發聲、堅決反
對。同時，大家要以創新破解「卡脖子」困
局，推動本地產業升級轉型，籌建產業升級
基金，重點支持高端製造與關鍵材料發展，
協助企業應對全球供應鏈挑戰。
「國家是我們最堅強的後盾，也是最大的

發展平台。」盧金榮堅信，只要大家堅定與
祖國同心同向，香港工商界定能在世界經濟
風雲中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貢獻更大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盧金榮：工商界應堅定與國家同頻共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面對中美貿易不確定性
與地緣政治變局，盧金榮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全球供應鏈正從高度全球化走向區域化，在這關鍵
時刻，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角色更
加凸顯，可以協助內地企業合規、高效地融入國際市
場，「拼船出海」成為香港在新時代的重要使命。

港「超級聯繫人」角色更加凸顯
盧金榮表示，廠商會及旗下香港品牌發展局、CMA檢定
中心與展覽服務有限公司，近年推出涵蓋品牌建立、檢測
認證、科技商品化、技術升級及市場拓展等多元服務，助
力國貨揚帆遠航。他舉例，CMA檢定中心與海爾智家合辦
聯合研究中心，推動樂齡科技國際化發展。中心亦正助力
廣西、雲南的農產食品以香港為平台拓展國際市場。早前
吉林省委書記黃強率團訪問廠商會，雙方亦簽署合作備忘
錄，攜手推動「吉字號」品牌走向世界，實現互惠共贏。
國際局勢雖然風雲變幻，但香港的國際聯繫優勢則愈
發凸顯，盧金榮表示，下月廠商會將聯同多家機構合辦
2025國際汽車及供應鏈博覽會，藉助香港的國際平台
與制度優勢，助中國汽車走得更穩、跑得更快、行得更
遠。

廠商會積極拓展國際合作
他坦言，作為國際經貿樞紐，香港肩負起促進「國際
交流與合作」、展現真實立體中國形象的責任。廠商會
積極拓展國際合作，發揮「民間外交」的作用，以會員
企業在海內外的成功案例，破除外界對中國企業的偏見
與誤解。
廠商會剛組團赴中東四國考察，深入探討新能源與基建
合作機遇，彰顯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
勢。8月，廠商會亦將舉辦年度領事酒會，邀請近百個駐
港領事機構，促進民間外交與商貿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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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中東行後續成果豐
隨團林建岳接受本報訪問：港橋樑作用極佳示範

內企嘗甜頭盼再拼船出海
香 港香 港

特區行政長官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早前率團訪李家超早前率團訪

問中東問中東，，成員中首次加成員中首次加

入內地企業代表入內地企業代表，，充分發揮香充分發揮香

港在港在「「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下內聯外通的

優勢優勢，，以及展現香港和內地優勢互補以及展現香港和內地優勢互補

的協同效應力量的協同效應力量。。隨團的香港貿發局主席隨團的香港貿發局主席、、

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昨日向香港文匯報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昨日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表示，，此行收穫豐富此行收穫豐富，，他透露近日接獲不少他透露近日接獲不少

內地企業反映想通過香港在中東等海外地區內地企業反映想通過香港在中東等海外地區

覓得投資項目覓得投資項目，，甚至把整個研發主題搬到香甚至把整個研發主題搬到香

港港，，繼而在港上市繼而在港上市，，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

他形容此行為中東企業他形容此行為中東企業「「引進來引進來」、」、香港和香港和

內地企業內地企業「「走出去走出去」」發揮了橋樑作用發揮了橋樑作用，，有助有助

吸納更多中東企業來港投資吸納更多中東企業來港投資，，並以香港為平並以香港為平

台進軍粵港澳大灣區和整個內地市場台進軍粵港澳大灣區和整個內地市場。。有隨有隨

團的港企更形容團的港企更形容，，此行猶如此行猶如「「打開一扇打開一扇

窗窗」，」，期望能進一步加深合作期望能進一步加深合作。。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聶曉輝聶曉輝
◀李家超（左三）早前率團訪問中
東，成員中首次加入內地企業代
表。隨團的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
岳（左一）表示，接獲不少內地企
業反映想通過香港在中東等海外
地區覓得投資項目。圖為本月11
日李家超參觀卡塔爾國家博物
館。 資料圖片

▲李家超見證香港貿易發展局與
科威特直接投資促進局簽署合作
備忘錄。 資料圖片

林建岳指出，當前全球經濟格局正在深度重
塑，經濟重心東移，新興市場的重要性與日

俱增。是次特首李家超中東行期間達成的合作備
忘錄和協議涵蓋貿易與經濟、投資推廣、金融服
務、航空與海事、高等教育、法律專業及體育等
領域，還落實了中東兩國免簽證新安排，不但進
一步增強香港與中東國家的經貿聯繫，同時亦深
化香港與內地企業之間的協作，讓內地企業可通
過香港拓展業務至中東及其他地區，為香港和內
地企業帶來巨大機遇。

他進一步解釋，內地企業過去較缺乏直接與中
東潛在合作夥伴面談的機會，但今次參與代表團
讓他們能真實了解情況，是難得的一次實地考
察，故希望日後能有機會相互開發市場。他續
說，已盡力為隨團企業代表安排與當地的主權基
金等企業一對一會面，讓它們能詳細洽談合作機
會。

吳傑莊：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
隨團訪問的全國政協委員吳傑莊，其間代表他

的高鋒集團和內地最大的數字銀行（微眾銀
行），與中東的金融銀行簽署三方協議，合作推
動金融科技項目，顯示今次出訪加深三地人脈結
合，香港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
他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正身處內地跟

進該份三方協議的後續事宜，他形容是次中東行
是「打開了一扇窗」，為有潛力的港企與內地企
業合作作出起步示範作用。
他透露，自己回港後接獲不少內地高科技企業

反映，欲與港企合資，合力進軍全球市場。他指

出，香港有良好的溝通文化、有信譽的知識產
權，資本市場與股票市場暢旺亦是吸引內地企業
投資的優勢。
吳傑莊表示，不少內地企業欲借助香港「出
海」，目標不僅是中東等「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也包括歐洲等市場，「美國不確定性太多，
它們（內地企業）基本上暫不會考慮。」
他亦正組織一個涉及八至十間企業的訪問團，
計劃今年底訪問阿聯酋及卡塔爾，期望能進一步
深化合作並開展對接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茗）全球經濟正在轉
型，「出海」已成為香港及內地企業突圍而出的
策略。早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訪問卡
塔爾、科威特，為兩地企業搭橋開拓中東市場，
並帶來豐碩成果，充分體現香港「超級增值人」
角色。不過，在發展國際市場時，總容易遇上
「水土不服」，故生產力局上月成立「The Cra-
dle 出海服務中心」，為企業提供技術、市場對
接、產品開發等支援。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畢
堅文昨日表示，中心成立至今已收到28間企業
有關出海服務的查詢，顯示市場反應積極。

成立月餘收28企業出海查詢
生產力局主席陳祖恒指出，目前面臨深度重構

的全球經濟，創科產業發展得到國家大力推動，
「出海」已經成為許多兩地企業的重要發展策
略。當中的高質量、創新、綠色、人才是新質生
產力的關鍵。生產力局的「出海服務中心」上月
11日正式成立，提供技術支援、國際標準對
接、人才培訓等全方位支援，與中關村京港澳青

年創新創業中心、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及粵
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助力企業拓展全
球市場。
該中心至今已與超過20個機構建立合作，並
接獲28宗企業出海查詢，當中18宗為香港公
司申請，7宗為內地公司，剩餘3宗為海外公
司。此外，中心在東莞、香港、廣州、惠州等
11個灣區城市舉辦13場集思匯，組織多場內
地及海外的展覽及考察團，協助企業開拓全球
網絡。
畢堅文表示，中心主要提供「出海6招」助應
對挑戰，包括智能生產，協助遙距工廠管理自動
化、政府資助計劃如BUD、EMF等諮詢服務等
（見表）。生產力局表示，「建立出海服務生
態」是今年聚焦的工作重點之一，將透過「出海
服務中心」打造全面出海服務生態圈，但暫未有
定下KPI年終目標，對企業亦無特定的審批標準
或限制，強調會根據企業的個別實際情況，其出
海需求及市場需求，提供相應意見。
陳祖恒指出，美國關稅霸凌行為導致中小企業

面臨生產線不確定性增加、成本上漲，「因為唔
知嗰客幾時落單或唔落單，唔知道幾時買（物）
料或唔買（物）料，啲船又唔知幾時嚟，係大
船或細船，」儘管這個局面難以控制，但製造
其他出路以減低不穩定性的影響至為重要，故
國家產業與其他經濟體系的合作，雙方共同尋
求穩定性。
此外，生產力局去年於大灣區為逾百個企業進
行出海項目，當中約半數與測試相關，其次是製
造、技術開發、業務拓展等。在業務交流方
面，生產力局於杭州、內蒙古等地舉辦內地展
覽及考察團，與當地企業代表交流意見，深入
了解行業最新發展趨勢，並促進內地城市的合
作。該活動不僅在內地舉辦，海外的展覽及考察
團亦同樣進行，生產力局帶領團隊到訪卡塔爾、
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地進行深入交流。
為了接觸更多企業，「The Cradle MeetUp」
將會每季度舉行，務求加強中小企了解自身需求
及對接，生產力局將與大學合作推出「線上出海
自我評估」工具。

生產力局出海服務中心6招助企業遠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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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局助力企業出海6招
●智能生產：工廠管理自動化
●資助計劃：包括BUD、EMF等政府資助計劃的諮詢
●專業服務：提供財務、法律、人才等諮詢
●國際標準/測試服務：提供國際標準及測試
●技術研發/評估：提供研發支援、應用及科技評估
●培訓及實地考察：職工技術培訓，企業參訪，人際

網絡的建立及實地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