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泡泡瑪特DeepSeek蜜雪上榜 內地經濟實力彰顯

8中企登《時代》百強
文創科創新勢力崛起

近年內地經濟與企業規模持續增長，實力備受國際

認可。美國《時代》雜誌公布2025年全球最具影響力

100 強企業名單（TIME100 Most Influential Compa-

nies 2025），有8家焦點中國企業上榜，包括泡泡瑪

特、DeepSeek與蜜雪集團等，數目與2024年相同。

有分析認為，多間內地企業登上《時代》雜誌具有重

大象徵意義，因這意味內地企業在各自營運的領域

都具有重大影響力，並受到全球關注，反映內地經濟

實力日益雄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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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雜誌的影響力100強企業榜單，劃分五大組別，分
別為顛覆者（Disrupters）、創新者（Innovators）、領

導者（Leaders）、巨擘（Titans）及先驅者（Pioneers）。於
2025年的榜單中，顛覆者包括泡泡瑪特（9992）、DeepSeek與
宇樹科技；創新者包括阿里巴巴（9988）與比亞迪（1211）；
至於巨擘則有蜜雪集團（2097）、字節跳動與華為。
翻查2024年榜單，上榜中企則有百度、小米、拼多多、傳音控
股、華為、比亞迪、抖音及遠景能源等。到了2025年榜單，這些
企業只有華為、比亞迪及抖音（字節跳動為抖音母公司）留下
來。

泡泡瑪特Labubu爆紅全球
《時代》雜誌介紹，泡泡瑪特因為成功獲得近期相當火爆的

玩具公仔Labubu獨家授權，而且泡泡瑪特以「盲盒」的形式出
售多款不同的Labubu毛絨玩具產品，加上Labubu出現在無數
TikTok的開箱影片中，引發了一場收藏狂潮，因此泡泡瑪特的
業務快速成長。
於2024年，泡泡瑪特的營收和利潤較2023年增加一倍多。此

外，泡泡瑪特不僅擅長銷售玩具，而且還擅長打造店內體驗，例
如在目前泡泡瑪特在全球擁有530家主題門店當中，其中一家位
於越南的門店被設計成中世紀城堡的樣子，需要乘坐纜車才能到
達，而這亦是泡泡瑪特備受全球民眾關注的原因之一。

DeepSeek靠AI引國際關注
至於DeepSeek，《時代》雜誌指出，DeepSeek於今年1月發
布的R1推理模型引起全球關注，因為此模型號稱與OpenAI當
時最新的模型水平相當，但訓練成本較低。這不僅讓DeepSeek
的免費聊天機器人應用一度取代OpenAI的ChatGPT，榮登蘋
果應用商店榜首，也動搖了投資者對全球其他領先人工智能公
司的信心，導致美國股市蒸發10,000億美元，美國總統特朗普
更直言DeepSeek崛起對美國而言為重大「警號」（Wake-up
Call），因此DeepSeek現時成為備受全球民眾關注的科技企業
之一。

比亞迪新技術領導電動車
今年繼續上榜的比亞迪，《時代》雜誌介紹說，對於特斯拉
還是比亞迪是全球最大的電動車製造商，過去人們常常難以分
出勝負，惟現在情況已不再如此。如今，比亞迪是無可爭議的
領頭羊，全球銷量連續第二季超過美國競爭對手。特斯拉1月
至3月全球交車336,681輛，年減13%，而比亞迪交車416,388
輛，增長達38%。而比亞迪之所以能佔據市場領先地位，是因
為專注開發新技術。這家總部位於深圳的公司僱用的工程師數
量超過了特斯拉的員工總數。今年2月，比亞迪推出「天神之
眼」，這是一項先進的駕駛輔助系統，可與特斯拉的全自動駕
駛功能相媲美，但大多數車型無需額外付費。一個月後，比亞
迪推出一款電動車電池，只需5分鐘即可充滿電，可行駛249
英哩。
有市場意見認為，多間內地企業登上《時代》雜誌具有重
大象徵意義，因為這意味內地企業各自營運的領域都具有重
大影響力，並受到全球關注，反映內地經濟實力雄厚。 事實
上，多間已經上市的上榜內地企業，它們今年以來的股價表
現都相當不俗。其中，泡泡瑪特年初至今累升188%；蜜雪集
團年初至今累升逾150%；阿里巴巴年初至今累升37%；比亞
迪年初至今累升40%。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周曉菁）香
港大學經管
學院昨日舉
辦「全球經
濟與決策選
擇」峰會，
全國政協副

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作主題發言時稱，「一國兩
制」是香港的根本制度，其優勢愈來愈獲得西方國家
的重視。香港回歸祖國28年來證明「一國兩制」是完
全可行，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有「一國」之利，更
有「兩制」之便。他續指，號稱有政治、社會及經濟
制度優勢的國家，現時發展越來越慢，比中國越來越
差，沒法向人民交代，因而要打壓中國。

倫敦航運中心經驗值得學習
梁振英強調，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這些並非僅指硬件建設，軟件也需提升。例如，倫敦
憑服務能力成為國際航運中心，其經驗值得深入學
習。香港在國家發展進程中可連接內外，通過制度創
新與專業服務助力國家高質量發展。
梁振英亦提到，中國雖然是航運大國，但海商法很

落後。他提到有內地航運公司反映，即使現在內地碼
頭業及航運業發展得好，但沒有海商法律師能代表中
國利益，做海事保險都要靠西方人，遇到海商法律問
題，在國際打官司逢打必輸。他認為，與國家在芯片
方面的困境相比，這一情況挑戰更大，因此近期與港
大法律學院合作，並由內地多所大學推薦學生來港學
習，以培養相關人才。
梁振英還指出，香港作為貿易服務中心，在中醫藥

等領域亦展現獨特價值，內地不少中成藥企業藉助香
港平台走向國際。香港雖然不產葡萄酒，卻連續多年
成為世界知名葡萄酒貿易中心，近年亦協助寧夏、甘
肅等地的葡萄酒邁向國際。

港交所願探討穩定幣交易股票
在對談環節，港交所行政總裁陳翊庭指出，近期港
股表現較好，今年平均每日成交額增至2,400億元，
IPO集資額也重回全球首位。她稱會繼續做好工作部
署和風險管理，尤其在大量資金流出美國、流向亞洲
市場的情況下，推出更多元、豐富的產品，吸引投資
者，提升市場流動性。
談及穩定幣，她回應，目前市場普遍視穩定幣為支
付工具，從港交所角度，則願意探討穩定幣能否作為
股票或證券市場的付款方式之一，同時歡迎穩定幣發
行商在港交所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
員、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毛振華昨日在「全
球經濟與決策選擇」峰會發言時指，在全球產業鏈重
構背景下，中資企業出海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的大趨
勢，香港可以作為中資企業出海的「跳板」，進一步
利用香港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形成的特殊優勢，包含法
律仲裁、融資安排、貿易結算等方面的優勢，促進雙
循環新格局構建。

稅收等優勢利吸納華裔人才
毛振華還表示，全球博弈下，優秀的華裔科學家在國際
遇到很大壓力，香港擁有優惠的稅收、相對寬鬆的信息管

理制度等，要吸引國際人才尤其是華裔科學家、企業家落
戶香港，並為國家解決高級人才回國提供便利條件。
他坦言，全球關稅博弈的持續令香港經濟面臨短期

壓力，但香港憑藉「一國兩制」制度、自由港制度、
強大的中介服務等優勢，以及良好的教育和科技基
礎，在全球經濟格局重塑中展現出了強大的抗風險能
力與發展韌性。

138內企藉投推署在港IPO
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在對談中也指出，香港是中

國內地企業出海的第一步，過去25年來，內地透過投
資推廣署來香港落地的企業已經超過7,700多間，其

中 138 間 已
經在港交所
上市。
劉凱旋指
出，企業出
海最大的瓶
頸是合規與
政策風險，
私隱保護、
勞動法、環境治理等都會有所差異。除積極招商引
資，投推署也會帶公司出海到海外投資，協助海外企
業盡快適應當地法規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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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培育海商法人才維護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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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華：港可成中企出海「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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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金管局昨
日刊發2025年 6月號《香港
金融管理局季報》指出，香
港銀行體系維持穩健，資本
及流動性充裕。其中，零售
銀行整體除稅前經營溢利在
今 年 第 一 季 按 年 增 加
15.8%。
據季報顯示，零售銀行整
體除稅前經營溢利在今年第
一季按年增加 15.8%。盈利
上升主要是由於外匯及衍生
工具業務收入與收費及佣金
收入均錄得增長，但部分升
幅被持有作交易的投資收入
減少所抵消。零售銀行淨息
差 今 年 第 一 季 收 窄 至
1.51% ， 去 年 同 期 則 為
1.53%。
銀行業貸款總額在今年第
一季增加0.6%，其中在香港
使用的貸款及在香港以外使
用的貸款分別增加 0.8%及
1.1% ， 貿 易 融 資 則 下 跌
4.7%。中國內地相關貸款在
同期增加1.1%。

存款總額季增3.5%
存款總額在今年第一季增
加3.5%。其中，港元存款及
美元存款分別增加 5.1%及
1.7%。
至於整體貸存比率由去年
第四季末的57%下跌至今年
第一季末的55.5%。

《時代》雜誌最新公布2025最具影響力百強

名單，多間中企入圍。泡泡瑪特（9992）入選

「顛覆者」，反映中國消費品牌通過IP運營、

性價比和全球化擴張，成功輸出文化影響力。

面對內地文創生力軍崛起，曾被譽為「東方荷

里活」的香港，自然讓人反思。專家分析指，

香港近年文創產業發展相對落後，有着本土市

場規模狹小、依賴外部需求，及人才斷層等多

重原因，要重塑成「流行文化之都」，關鍵是

從振興香港影視娛樂業做起；同時，發展「全

球 IP 價值鏈增值中心」更符合香港的現實情

況。

港金融優勢+內地文創可達雙贏
香港過去曾以電影、音樂等流行文化影響華語

圈。同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自由的

經濟環境和多元的文化背景，理應成為文創產業

的沃土，然而繁華過去，香港的文創產業不復當

年勇。但有意思的是，今次《時代》公布最具影

響力百強名單，泡泡瑪特雖然是內地企業，但帶

動泡泡瑪特更上一層樓的熱門IP，如Labubu、

Molly分別是香港知名設計師龍家昇、王信明所

創作，反映香港並不缺乏具創意的人才，欠缺的

是市場、土壤，及政府的規劃。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

常務所長莊太量接受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

在文創產業發展方面勢頭的確不及鄰近城市，

主要原因是文創已非香港的傳統強項。「你不

會叫一個生產石油的國家去做文創。」

他認為每個城市都有不同定位及長處，既然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才是香港最強的優

勢，正如深圳的科創成功突圍而出。他表示，香

港的文創產業相對較弱時，不應該存在競爭心

態，在自己的弱項上與人一較高下實在無此必

要，反而應該利用自身產業所長，配合及把握內

地文創產業這股發展趨勢，充分發揮香港「超級

增值人」的作用，亦是雙贏的做法。

議員：要振興香港影視娛樂業
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則認為，香港應要與時俱

進，更新文化政策，並提出要重塑香港作為

「流行文化之都」，關鍵是由振興香港影視娛

樂做起。他舉例可利用「電影IP」作為試點，

聯合業界逐步建設香港成為「全球IP價值鏈增

值中心」，放大IP對香港經濟的拉動效應，支

持電視、電影業界的長遠發展。同時，他亦提

到現時電子書備受讀者青睞，建議特區政府為

出版業界成立發展基金，協助業界升級轉型，

可開發電子書或更具吸引力的電子教材等，以

適應潮流變化。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確立香港為八個重點

領域的發展中心（「八大中心」），其中就包

括有「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區域知識

產權貿易中心」等與文創產業高度相關的領

域。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對接國家戰略，增強香

港的發展動能。故此，特區政府於2022年改組

並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並在去年公布

《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彰顯香港發展文

創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港文創產業突圍方向：全球IP價值鏈增值中心

泡泡瑪特 市值約444億美元

宇樹科技 市值約17億美元

DeepSeek 市值至少10億美元

顛覆者（Disrupters）

字節跳動 市值約3,150億美元

華為 市值約1,000億美元

蜜雪集團 市值約246億美元

阿里巴巴 市值約2,743億美元

比亞迪 市值約586億美元

資料來源：綜合市場消息、港股公司以H股市值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上榜《時代》百強之重點內地企業及市值

巨擘（Titans） 創新者（Innova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