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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在在大大灣灣區區邁邁向向全全球球創創新新樞樞紐紐大大道道上上的的功功能能 
 

鄧希煒 
張紅松 

 
 
數十年來，香港在中國內地與世界各地之間一直擔當金融門戶的重要角色。然而，當

今之世，去全球化趨勢不但持續，更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新冠肺炎疫災的影響下變

本加厲，對本港作為貿易和金融中介的功能構成重大挑戰。此外，雖然金融界在疫情

期間表現一枝獨秀，但整體經濟過度依賴金融和地產，令收入和財富不均問題更爲嚴

重。推動經濟多元化，應有助於促進香港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經濟增長。 
 
問題是香港多元化何去何從？筆者認為整體策略應在協助香港從新冠肺炎和地緣政治

矛盾中把握機遇。至於遲遲未能開展的經濟轉型，應聚焦於：一、驅動繫於科技和研

發的知識型經濟發展；二、按照自身比較優勢，鞏固與其他大灣區城市的有效經濟合

作和融合，從而一方面推進區內發展，另一方面克服香港自身局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因應本地、區內以及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從中抓緊機會

以實施所需政策，落實早應推行的經濟轉型，以便帶動經濟的包容性和可持續增長，

締造多個創新型知識密集界別，並為兩極化勞動人口創造各式各樣優質工作，從而提

供多樣化機會、向上流動性以及在職培訓。 
 
為實現上述各項目標，再工業化事在必行，既令產業支柱多元化，亦有利於完善科研

及創新的生態系統，助力香港與深圳攜手創建國際創新樞紐。2019 年，製造業僅佔香

港本地生產總值不足 1%，慣常的解說是因為本地生產成本高，跟土地供應有限和工資

偏高有關。然而，觀乎另一亞洲小龍新加坡，以至其他發達經濟體（如瑞士和以色

列），就會發現不難找到相反證據，足以推翻高生產成本窒礙再工業化之說。 
 
工業化成功的經濟體，並非單靠降低成本就能成事，相較於成本更低的發展中經濟體，

就更難有優勢可言。其成績斐然大概可歸因於策略性採用科技、自動化、供應鏈管理，

以及在世界各地市場推廣，再加上促進創新及公私營合作的有效政府政策。 
 
本文旨在分析香港過渡成為創新經濟體的路徑，其中所賴的競爭優勢包括基礎科學研

究、國際知名大學、完善知識產權制度、根基穩固兼發展成熟的金融市場、專業服務

人才及經驗、與外國公司業務往來及出口經驗，以至交通及資訊基建，不一而足。作

為大灣區一分子，香港應主動與區內其他城市通力合作，借助其於應用科學研究以及

先進製造技術的強項。以下將重點分析大灣區內主要城市，包括深圳、廣州、東莞的

比較優勢，以及它們應如何與香港彼此合作，透過協同效應兼溢出效應，達致互惠雙

贏。 
 
在大灣區邁向全球創新樞紐的路上，香港可以充當區內研究兼設計中心。鑑於自身的

優勢（及缺點），與其考慮大規模工業生產，倒不如著眼於資本及技術密集的研發與

創新方面。香港與其他大灣區城市的合作重點，一方面應在區內傳統主導產業，如電

腦、電訊和其他電子產品；另一方面則應在高增長產業，例如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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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電訊和其他電子產品；另一方面則應在高增長產業，例如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

收加工、製藥產業。此外，鑑於在內地其他地區常見的上游下游縱向產業群集，香港

可於不同高科技供應鏈的上游及下游投資，以便擴充大灣區一體化市場的規模。 
 
要達致以上目標，特區政府不妨鼓勵本地企業與大學從事創新，並與大灣區城市合作，

通過提供誘因，包括研發補貼、經精簡程序及擴大名額的入境政策以吸引環球人才、

增強生活支援（例如教育和房屋津貼）以挽留高端人才，同時採納更彈性措施以招徠

並挽留創新企業。特區政府亦應檢視醫療、教育、以及其他服務產業的相關措施，從

而促進香港與廣東省之間的人員流動性。 
 
香香港港優優勢勢與與再再工工業業化化之之路路 
 
即使來自其他大灣區城市（尤其是深圳）的競爭來勢洶洶，香港所保持的明顯比較優

勢足以參與區內研發、創新，甚至部分產業中某類高端製造業生產及測試。首先，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不乏充裕資金，來自國際投資者、本地殷商巨賈，以至為數眾

多的中產家庭，供應源源不斷。其次，香港文化多元與社會包容的特色，對不少海外

優才來說，依然極具吸引力。第三，穩健的知識產權保障制度以及穩定的營商環境，

有利於在港進行研發和創新方面的長線投資。此外，香港一向擔任內地企業與海外的

資訊兼資本中介，近 30 年來不但藉此振興本地經濟，更對深圳發展貢獻良多。雖然隨

着內地不斷融入世界舞台，而資訊及通訊科技愈來愈普及之後，此一功能近年已漸見

減弱，但香港作為大灣區內的資訊樞紐仍大有競爭優勢，藉以掌握環球市場趨勢，並

在瞬息萬變的知識領域保持敏銳觸覺。此等因素賦予香港比較優勢，足以在區內再工

業化產業供應鏈的上游（例如研發、創新、小規模高端生產）兼下游（例如市場推廣、

出口、售後服務），參與資本及技術密集活動。 
 
當然，香港亦不無缺點，其中包括勞工成本高、土地供應有限且價格高昂、在地理甚

至文化上與多個內地市場距離遙遠，以及製造能力不足；現時也缺乏工程和工業人才。

1980 至 1990 年代之際事業如日方中的高科技工業家和行政人員，至今大都已經或正臨

近退休。香港若要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競爭，同時融入區內供應鏈，此等缺點無疑帶

來重重挑戰。 
 
要揚長避短，香港不妨聚焦下列各種活動，為再工業化創造條件。 
 

1. 香港應把重點放在資本和技術密集活動，例如研發和創新。 
 

2. 香港應展現作為國際資訊中心的功能，調撥更多資源到產品設計範疇，以滿足

國際市場所需。 
 

3. 香港再工業化應著重自動化一環，並針對高增值產品供應鏈中的高端活動，包

括醫藥、醫療設備、電動車零件及組件等。 
 

4. 香港亦可致力保持在提供專業服務方面的優勢，包括為設於大灣區城市的公司

提供融資、保險、品質保證、市場推廣、售後客戶服務、專利申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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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大大灣灣區區城城市市協協力力打打造造全全球球創創新新樞樞紐紐 
 
香港這片彈丸之地，難以為大部分產品建立完整的供應鏈，因此應在創新和再工業化

方面與大灣區城市積極合作，在充分施展自身比較優勢之餘，同時創造協同效應。鑑

於區內城市在不同產業各具比較優勢，香港不妨在其他城市中選定產業，基於自身所

長而發展夥伴關係。 
 
【表 1】顯示 2020 年廣東省內大灣區城市的五大產業。以深圳為例，五大產業由大到

小依次是：電腦、通訊和其他電子設備；電氣機械和器材；專用設備；文化產品；一

般設備。廣州則優於：專用設備製造；電子；石油化工；電熱力生產供應；食品。東

莞集中於：計算機和電子資訊；電氣機械和器材；橡膠和塑料製品，金屬製品，以及

專用設備。 
 

表 1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五大產業 
 

 
 

資料來源：各市統計年報。 
 
另一方面，大灣區城市近 10 年來經歷了快速經濟轉型，同時面臨經濟情況轉變帶來的

壓力，包括工資和地價上漲，各市政府一直積極推動工業升級，予以應對。一系列新

式快速增長產業於是應運而生，為此等城市以至香港創造嶄新商機。從【表 2】可見，

大灣區城市在 2012 至 2020 年期間經歷過工業升級。廣州增長最快的行業為：專用設

備製造；食水生產和供應；燃氣生產和供應；木製家具和相關製品；醫藥製造。深圳

的五大增長最快行業則依次為：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專用設備；工藝品；

汽車；醫藥製造。 
 

表 2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五大增長最快行業 
 

 
 
資料來源：各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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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各市統計年報。 
 
 

上述產業增長率十分驚人。如【圖一】所示，2012 至 2020 年，廣州的專用設備製造業

增值近 30 倍，達 1,230 億元人民幣。在深圳，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同期增

值 272 倍，2020 年按年工業增加值超過 300 億元人民幣。 
 

圖一  粵港澳大灣區 4 個城市五大增長最快行業的增值走勢（基於對數加法） 
 

 

資料來源：各市統計年報。 
 
要是掌握好大灣區城市經濟轉型帶來的機會，通過與各城市的經濟合作和整合，香港

就能強化自身研發、創新和再工業化。除了加入大灣區城市傳統優勢產業的供應鏈，

香港亦可採取主動，引導本地的研發和創新，以服務此等城市中近年增長快速的行業，

從而助力有關行業開發更多新產品，並且提升技術和產品質量。 
 
以香港與深圳的合作機會為例，鑑於深圳在電腦、通訊和其他電子設備、電動機械及

器材，以及文化產品方面的傳統優勢，香港可聚焦此等行業，為提供製造服務和設計

新產品而多作研發和創新投資。此外，亦不妨在深圳增長快速的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

回收加工業投資，皆因香港在這方面不但大有需求，而且具備豐富技術儲備。香港還

可運用在製藥產業的科研能力，與廣州、深圳、佛山擴充合作，因為該三市的製藥業

近 10 年來增長迅速。香港可著力於研發，以開發新醫藥、醫療設備和新化驗方法。 
 
除此之外，根據筆者有關內地產業群集的研究，一個行業之內的橫向群集，足以催生

縱向產業群集的效應，以致同時為上游和下游產業締造嶄新商機。因此，香港應設法

在增長中的供應鏈物色有利的上下游行業，予以投資。鑑於箇中市場潛力巨大，香港

應一方面在大灣區各城市新興產業內的上游行業，投資於新技術、新材料和中間產品。

另一方面，香港亦可投資於此等供應鏈的下游行業，從而利用大灣區內增長快速產業

的生產力增長以及香港在出口相關專業服務方面所具備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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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挑戰戰與與政政策策建建議議 
 
在邁向再工業化和創新的路上，香港面臨連串挑戰，其中包括來自大灣區城市的競爭、

高昂的勞工和土地成本、昂貴的住屋開支和租金、跨境合作和融合過程中的齟齬，以

及在金融和專業服務掛帥的經濟中，研發文化匱乏。 
 
要克服這些挑戰，並為創新和再工業化鋪路，筆者建議香港特區政府考慮實施下列政

策措施。 
 

1. 香港必須加大力度，制訂有利研發的政策，其中措施包括（但不限於）對研發

的稅務寬減，以及研究人員與大學之間知識產權分享的改善安排，從而促進基

礎研發的應用。 
 

2. 通過優化措施，以吸引更多國際創新公司來港，在以研發及創新方面形成外部

規模經濟。建議措施包括推出獎勵計劃，減低科學園區的勞工成本和地價。可

行方案之一是在香港科技園公司興建政府資助宿舍，以容納本地及海外人才，

或為任職於策略性產業的青年才俊提供租金補貼。再者，為求改善現有人才政

策，香港必須提升輸入優秀人才計劃，精簡入境政策，以招徠國際人才（尤其

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來港。 
 

3. 香港當前的一大挑戰在於挽留人才。現行的雙重印花稅大大加重了新來港海外

人才的置業負擔，因而增加他們短期內離開香港的機會。特區政府可考慮若有

關人才在留港數年內取得永久居留權，則已付的雙重印花稅可獲悉數退還。這

一措施將可鼓勵新來港人才在港置業，增加在留港定居的可能性。 
 

4. 在大灣區內，各政府部門可加強與香港及其他城市企業之間的跨境合作，辦法

包括進一步減少有礙彼此融合的摩擦、為僱主和僱員提供更多資訊服務、增加

跨境商務交流，以及為有意在區內任何城市工作者提供雙方同意的醫療及教育

服務，從而改善跨境勞動力流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