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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研學深度融合 香港工業再騰飛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規劃綱要》）正
式出台，各城市發揮自身優勢，分工協作，共同探索符
合中國實際的灣區發展模式；建設世界級城市群、打造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世界級產業
集群和打造高質量發展典範，為香港製造業升級轉型開
啟新時代。
《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在優勢領域探索「再工業

化」，加強產學研深度融合，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
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要促進科技成果
轉化、創新機制、完善環境，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具
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成果轉化基地；並要打造高水準科技
創新載體和平台，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更得到點名支
持。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可以感受到紡織業的發展受
到國家的重視。
筆者多次提出，傳統行業也可以成為推動和應用高新科
技的先驅，紡織業便是其中的表率。在最基本的生產材料
方面，不斷推出嶄新的功能布料，防水、保暖、快乾等貼
合各式實質用途，甚至是應用於傢俱等非服裝行業，或將
布料與電子科技互聯，達致資訊化和數據化的效果。近期
更有機構研發出回收海洋廢棄物及寶特瓶作為原料產製的
海洋紗等。生產技術方面，不用水的無水染整技術和應用
都已十分成熟，越來越多生產環節走向自動化、智能化。
《規劃綱要》中提出，在珠三角九市建設一批面向港澳
的科技企業孵化器，為未來科研成果實現量產轉化，提供
更便利的條件。這正是絕佳的契機，業界可以更主動、主
導地尋找與自身發展相配合的創科項目，與生產相結合，
打造一條完整的創新產業鏈，提升經濟成效。
《規劃綱要》中亦提到，支持粵港澳設立聯合創新專項
資金，就重大科研項目開展合作，允許相關資金在大灣區

跨境使用。基礎科研的資助已突破過河的限制，筆者希
望，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亦可過河，爭取在大灣區設
立分支機構，以及推動香港與大灣區內各城市共同設立一
站式審批窗口，協助和協調港商善用各項支援政策。事實
上，創新的科研成果，特別是生產及製造技術，需要走出
實驗室、走進工廠，在廠房進一步測試和研究，才能達到
量化應用。港商的生產基地早已遷離香港，若特區政府可
以應放寬港商在內地或海外進行研發的支援限制，必定可
以推動產研協作。
《規劃綱要》另一項聚焦工作，是粵港澳共同參與「一

帶一路」建設，依託港澳的海外商業網絡和海外運營經驗
優勢，推動大灣區企業聯手走出去。對港商而言，與大灣
區企業在東盟等「一帶一路」國家共建產業園區，無需再
單打獨鬥，在基建配
套、政策優惠、權益保
護等各方面的好處不言
而喻。「併船出海」，
不但在於生產，更可帶
動大灣區產品、設備、
技術、標準、檢驗檢測
認證和管理服務等走出
去到「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尤其是在零售方
面，走上國際市場是國
內品牌的必然趨勢，港
商熟悉國際市場，可為
之助力。我認為，特區
政府應撥出資金，支持
企業於海外工業園設

廠，或提供軟貸款，實實在在幫助港商走出去，發揮香港
在「一帶一路」的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千載難逢的重大機遇，香港作為

其中一個中心城市，既要思考如何分享到發展的成果和紅
利，亦要反思可以為推動大灣區建設作出的貢獻，在「一
國兩制」的框架下，在國家發展的大格局下，通過與灣區
內其他城市的合作，為國家發展更主動地提供一些服務和
合作，如科技創新、高端製造、工業服務、生產性服務
等。同時，香港工商界可以協助粵企開拓亞洲及海外的市
場，充當大灣區與「一帶一路」之間橋樑，共同實現智能
製造的世界潮流。

陳亨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紡織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中央於今年2月18日正式公布《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規劃
綱要》），對粵港澳來說是迎來了新一
輪的發展機遇，對國家發展來說也有很
大的推動作用。而一直最令港商卻步的
稅務安排問題，日前也終於得到初步解
決，對常駐內地的港人港商打了一支強
心針。

八項「有利推進大灣區建設」
大灣區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核心動
力，對香港紡織界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發展
機遇。因為《規劃綱要》第36條中，明
言支持香港「五大研發中心」，其中就包
括紡織及成衣。大灣區規劃下的城市分工
是全球化下的必然趨勢，香港的參與，對
提升競爭力，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重要
意義，因為大灣區規劃正正能解決一些香
港社會問題，例如香港產業發展單一，令
不少港青無法學以致用，大灣區可以為港
青發展提供最佳契機。
但是，以往港人在內地工作滿五年，
要繳交兩地稅的安排，一直令投資者卻
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3月1日在北京出
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二次全
體會議後表示，會上同意落實八項「有
利推進大灣區建設」措施，包括：
第一項：港人逗留未滿24小時免繳內地

個人所得稅
現時規定，在內地工作每年超過183
天的，須按內地的稅率繳交當地稅，這
項措施，令不少香港的專業人士對回內
地城市工作存有顧慮，亦不利於香港企
業調派香港的員工往內地長駐。當局表
示將來會放寬有關標準，若港人於內地
停留不足24小時，將不計算一天的日
數，此舉有利來往大灣區投資或發展產
業的人士。
第二項：對境外高端工作人才設稅項補

貼政策
為吸引港人到內地工作，港人到當地

工作只需交香港稅款，內地與香港稅款
的差異會由當地政府承擔，退回稅項差
額可免徵個人所得稅。目前，於前海及
橫琴已先行，現會擴至9個大灣區城
市，惟有關措施現時只限於高端人才。

仍然有不清晰的地方
業界普遍對稅務安排表示支持，雖然

仍然有不清晰的地方，例如未知「高端
產業」如何劃線，屆時可能港人受惠不
多。但是，安排反映大灣區建設領導小
組注意到有關問題，冀吸引港人到大灣
區服務。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紡織商會

名譽會長顏寶鈴表示，大灣區在稅務
方面對港澳人士有特別安排，為港澳
專業人士及高端人才投身大灣區建設
解決一大憂慮，亦體現了中央實行
「一國兩制」、建設大灣區的魄力和
決心。她希望，三地可以盡快推動更
多專業資格的互認，令人才、資金等
要素更自由流動。

把握有利形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韓
正3月4日參加了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
聯組會。韓正在聽取委員發言後表示，
要重點支持港澳與內地加強科技創新合
作，為港澳居民提供更優惠的稅收政
策，大力鼓勵港澳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
就業創業。
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與
國際接軌的健全法律制度、金融及融資
平台、風險管理中心、企業財貿中心、
航運物流樞紐以及人才聚集基地等多方
面優勢。
業界在這有利形勢下，如何把握機會
將紡織生產與大灣區發展結合，將是下
一個課題。

香港紡織商會 姬斯

貿易糾紛巴西棉成最大贏家 出口激增
據美國農業部（USDA）2月統計，2018/19年度全球棉花市
場形勢供不足需情況已經扭轉，產量2579.1萬噸，消耗量
2692.1萬噸，超出23.3萬噸。雖然美國和印度的產量持續下
跌，尤其是美棉下降達12%，但來自巴西超過兩成的產量增加
卻抵銷了變化。具體特徵如下：
1.巴西棉花生產、出口迅速增長。2018年11-12月，巴西棉花出
口量連創新高，對中國的出口量最大，巴西棉花價格低廉，
而且中國對美棉加徵關稅，使巴西棉的出口競爭力顯著提
升。巴西2018/19年度棉花出口量是去年的148.5%。近年，
巴西在棉花分級檢驗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使巴西棉在出口
市場的吸引力明顯增加。2018年，巴西開始實行棉花HVI檢
驗標準，棉花質量標準得到明顯改善。此外，巴西國內棉花
供應創紀錄，國內紗線和紡織業需求卻停滯不前，也促使棉
花出口增加。同時，耕地面積擴大和一年兩季的種植也為巴
西棉花出口擴大了競爭優勢。
2.全球用棉需求增加。USDA將中國棉花進口量調增38.7萬噸，
增幅達31.1%，庫存則將至2010/11年度以來最低水平，下跌
6.9%。
3.2018年 7月6日起，內地對進口美棉加徵25%關稅，但內
地進口數字仍然大幅增長。巴西將利用機會滿足中國市場
的需求。
4.中、美、印三個產棉大國產量都保守甚至調低，由中國0%至
美國下降12%不等。由於中美貿易糾紛，紡織品的外銷開始
受到貿易摩擦影響，海外買家為了規避風險，更願意選擇到
越南、孟加拉等南亞國家下單，會影響內地的出口。
5.土耳其作為棉花和紡織品的進口大國，同樣受到貿易摩擦影
響，經濟一蹶不振，棉花進口大幅下跌20%。

香港紡織商會 梅荊

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最新版本
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全球擴張減弱，
預期全球經濟增長將由2018年的3.7%回落至2019
年的3.5%，較去年10月預期下調0.2個百分點；
2020年將小幅上升到3.6%（比上一期《世界經濟
展望》的預測分別低0.2和0.1個百分點）。

IMF指出，國際間貿易關係緊張、英國可能無
協議脫歐、中國經濟放緩是2019年全球經濟的主
要風險。
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率預計將從2018年2.3%的估

計水平，下降到 2019 年的 2.0%和 2020 年的
1.7%。比2018年10月低0.1個百分點，主要是因

為歐元區增長率下調。歐元區的增
長率將從 2018 年的 1.8%下降到
2019年的1.6%和2020年的1.7%。
許多經濟體的增長率被下調，特別
是德國（原因是私人消費疲軟，實
行新的汽車排放標準後工業生產下
滑，以及外部需求不振）、意大利
（原因是國內需求疲弱，主權債券
收益率居高不下導致借款成本上
升）以及法國（原因是抗議活動和
工業行動帶來的負面影響）。
美國的增長預測也保持不變。隨

著取消財政刺激、聯邦基金利率暫
時超過中性利率，預計2019年增長
率將下降到2.5%，2020年進一步
降至1.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
體2019年的總體增長率預計將小幅
降至4.5%（2018年為4.6%），2020
年將升至4.9%。目前對2019年的
預測比2018年10月《世界經濟展
望》的預測低0.2個百分點。

香港紡織商會 謝軒

2018香港紡服十大關鍵詞
2018年過去，作為香港製造業重要支
柱的紡織業界，經歷了不少轉變和衝
擊。過去一年為了尋找出路，業界內部
努力繼續轉型發展。產值較高的研發、
設計、營銷等業務，已經成為業界加強
業務競爭力的一大方向。而來自外部的
衝擊，包括全球化競爭、中美貿易戰、
大灣區發展、「一帶一路」等，也成為
業界整年關注的議題。本報總結去年的
關鍵議題如下：
1.工業4.0
隨着越來越多海外客戶推行「工業

4.0」，並將「工業4.0」個別元素列入採
購要求，香港廠商必須加快升級至「工
業4.0」，才能保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
力。國家已經提出「中國製造2025」的
發展藍圖，有了這個政策的配合，相信
港商十分有條件向著這個方向發展。目
前本港生產力局提供顧問服務，有助企
業逐步邁向「工業4.0」，業界可與該局
探索。
2.再工業化
再工業化是2018年施政報告創新及科

技範疇的重點，政府沒有就再工業化範
圍設限，但重點會放在高增值、高技
術、佔地不多的產業上，期望這些工業
在港生產，利用香港品牌，為香港工業
掙回在國際上失去的席位。龍達紡織大
埔工業邨廠房舉行開幕儀式及在荃灣南
豐紗廠開幕的零售店也是再工業化的先
發個案。製衣業訓練局於2018年8月推
出《香港中小企業時裝業再工業化路線
圖》，是業界值得注意的重要論述。
3.紡織界人士當選人大、政協
香港紡織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陳亨利新

任當選第十三屆人大代表、名譽會長顏

寶鈴、會員蔡毅順利連任。另外，其中
香港紡織商會榮譽會長楊勳當選新一屆
政協「特邀香港人士」。
4.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糾紛去年越趨激烈，加徵關
稅措施對紡衣港商構成嚴重打擊。可幸
踏入2019年，貿易戰已有結束跡象，可
望於今年正式結束。
5.國內環保政策風暴
環保製造已成為世界趨勢，2018年1
月1日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
稅法》。中央指定的環保指標，部分比
不少先進工業經濟體更高。由於大部分
企業都未具備足夠技術在短時間內達到
標準，業界希望內地政府可以因應實際
情況，分階段循序漸進推行政策，避免
一刀切。
6.紡織大王陳瑞球離世
長江製衣有限公司及YGM貿易有限公

司的創辦人、著名工業家及慈善家、大紫
荊勳賢陳瑞球博士於3月27日辭世。
7.取消強積金對沖
政府5月初向立法會遞交取消對沖的初

步構思，以「劃線制」取消對沖，提供
兩重補貼予僱主，業界堅決反對政府提
出取消強積金下對沖安排的初步構思，
認為構思窒礙年青人創業意願、扼殺初
創及現有企業發展、對香港營商環境及
競爭力造成極為不利影響，以及損害勞
資關係及破壞社會和諧。
8.大灣區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2017年3月召開

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政府工作
報告中，正式提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
紡衣業界認為，這項發展將促進區內經
濟發展，有助港商開拓內銷市場。

9.「一帶一路」
目前已經有八十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

與中國內地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
作協定，大批合作專案正全面推進。業
界希望這項戰略有助促進業界在相關國
家的投資和貿易工作，實現更優質的資
源配置，建立更完善的產業鏈。
10.研發
紡織業是個資金密集型行業，為緊貼

生產技術的發展和產品要求的轉變，業
者必須斥資採購先進技術。與此同時，
於2006年成立的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
心（HKRITA），藉着技術研發及轉移，
提升紡織和製衣業的競爭力。在2018年
舉行的第46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該中
心共有6項技術入圍競逐獎項，其中一項
贏得金獎兼泰國國家研究評議會特別
獎，4項榮獲金獎，另一項則獲頒銀獎。
這些技術包括時裝顏色生產訂單預測的
AI算法、紡織品回收法及可水洗衛生口
罩等。

香港紡織商會 梅荊

IMF降全球經濟預測 脫歐貿戰令增長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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