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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滬推「品牌基地」
助增貿戰實力

當下，世界經濟走向全球化，出現價值全球化的現象，
亦直接反映為品牌經濟競爭，換言之，品牌經濟帶來

的價值已成為造就強國的條件之一。
從事製衣業的商家樊敏華指出，內地擁有龐大的加工
產業及完善的生產線，全世界多個品牌，以至歐美名牌
的產品都是出自中國工廠，它們有着生產名牌品質
的能力，但現時卻只能將產品低價出售國外。
他解釋，做加工或生產所收的錢，與產品真正在

市場出售的價格存在巨大差距，而這差距就在
於一個品牌，「你一件衫辛辛苦苦做出嚟都
係賣100蚊，但如果你有自己一個牌子就可
以賣到300蚊。」

做自己品牌 使出口轉為內銷
更重要的是，現時中
國佔全世界奢侈品消
費高達70%，而且中
產市場亦在逐步發展擴
大，雖然大家都是在買外
國貨，但實際上都是在中
國或其他東南亞國家生
產。若然中國能夠做出屬於自
己的品牌，使出口轉為內銷，這些來
自中國人的消費自然會回到本地市
場，就算日後繼續打貿易戰，國家亦
不必再受關稅問題所掣肘。
雖然國家已明確要走中國特色品
牌發展之路，但如何做起又成了
另一問題。身為上海市政協委員
的樊敏華就認為，上海既是世界名牌在中國的大本
營，每年亦有各大國際博覽及時裝騷在上海舉行，
可見上海不單擁有市場，甚至可以引導市場潮流。
所以今年他就以政協委員身份，提出將上海打造成中國品牌搖籃的
提案，並得到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上海市政協、商會及統戰部更
聯合展開座談會，交流未來實施方向。
樊敏華亦有將香港做品牌的經驗帶到上海，但他認為內地有不同的資
源，除了直接資助以外，在宣傳方面可以做得更多，所以他建議政府可
利用官方渠道把品牌「推出來」，讓消費者更有信心之餘，亦能快速提
升品牌的知名度；其次可協助品牌與政府的不同平台接洽，如邀請品牌
做大小賽事與運動員的贊助，又或與文化局合作，拍攝一些宣傳片，相

信也能有很好的推廣效果。

逐步做大 可輸出國際
樊敏華同時指出，在中國的加工廠很多都是中小型企業，很難做好做大，
但中國始終是有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對於很多產品都有需求，相信完全
可以做到國內市場自身消化，若然品牌之後能逐步做大，更可以利用「一
帶一路」帶到其他國家，將「中國製造」以「中國品牌」輸出國際。

中美貿易戰持續多時，為中美兩國以至世界

經濟帶來種種不穩定因素。上海市政協委

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內地及台灣事務委

員會副主席樊敏華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人

民政協專刊訪問時指，當下中美之間的最大問

題在於貿易逆差，但中國工廠可通過打造屬於自己

的品牌，使出口轉為內銷，同時更可利用上海作為全國

的「品牌基地」，幫助品牌走出國際，讓中國在世界貿易中

取得更大話語權。■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繆健詩

生於上海、長於上海的樊敏華，
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懂英文的年輕
人，受惠於當年的政策與大環境，
讓他能得到與外商接觸的難得機
會，亦從此走出了屬於自己的事業
道路。作為改革開放的得益者，回
望過去40年，他認為，改革開放
為國家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未來國家發展之路要繼
續走下去，還需要新一輪
的改革開放。

樊敏華憶指，早
年的內地環境非
常封閉，機會
不多，且競
爭落後，
「但改革
開放給了
大家很大

的機會，讓大家看到外面的世界是
怎樣一回事」。年輕時的他適逢在
外貿學院畢業，是少數懂得講英文
的中國人，為他帶來走出國外的良
機；幾乎同一時間，外資公司亦開
始技資內地，帶來了技術與資金，
助內地經濟踏上改革征途。
隨着國家逐步開放，再加上在上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內地擁有大量勞
動力，為商家造就了大好環境。一
開始在國企工作的樊敏華，於1985
年被派駐香港，在當時所在的國營
外貿公司與香港公司合資的新公司
擔任總經理，正式站在中國的對外
窗口，面向世界市場。

不久，憑着自身的國外聯繫，以
及熟悉內地環境的優勢，他在1996
年設立了自己的公司，以「香港接
單，內地生產」的模式，從做鞋做
衫開始，到後來主力製衣，近年更
到內地投資房地產，可以說是乘着
改革開放的春風而成功的又一例子。

國家需新一輪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走過成功的40年，下一
個40年又將如何？樊敏華認為，近
40年來國家無論是經濟、社會、政
治生態都有了巨大進步，而且在不
少高科技範疇亦與世界平起平坐，
甚至領先全球，未來國家還是需要
新一輪改革開放，進一步與外國接
軌，走向國際化。
樊敏華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以及

「一帶一路」正是未來的兩大發展
戰略，他對此非常有信心，更形容
大灣區擁有天時地利人和，是難得
的巨大機遇，對香港更是如此。
「香港當前不單要急切擴大市場，
而且地少人多，樓價過高，都抑制
了青年的上升空間，所以是非常需
要大灣區這樣的一個發展平台。」
現時部分港人對於回內地發展存

有心理障礙，但他相信只要日後大
灣區的多邊配套更加完善，大家自
然會願意過去發展，因為大灣區能
提供更大更好的發展環境和生活空
間。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記者繆健詩

港青上升空間少

樊敏華在30多年前從上海移居香港，經歷過香港回
歸，亦見證着兩地的關係變化，眼見香港青年對內地
的負面情緒加劇，他既是痛心，更明白這一切是源於
誤解，「香港回歸超過20年，內地一直都在解決民心
問題，但回頭再看，會發現交流不夠，溝通不足，才
令香港年輕人對於內地不太了解。」
為了正視及解決問題，樊敏華近年從生意轉戰社會
工作，並專注於青年交流，利用社團平台多次舉辦滬
港兩地的青年交流團，冀能讓未曾踏足祖國或對祖國
不甚了解的青年，多一個機會去親身體會，助他們放
下成見，真正回歸祖國懷抱。
其中由他擔任會長的九龍西區各界協會，今年已是連
續第四年舉辦「九龍西學界滬港交流（雙向）夏令
營」，活動每年均會組織來自九龍西區約15間中學的近
200名高中生及老師，赴上海進行為期一星期的交流活
動，稍後時間亦會安排上海學生到港回訪。

增設200人灣區考察團
今年更首次邀請澳門學生參與，為配合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的實施，亦會增設200人的大灣區考察
團，讓學生多去了解與自己息息相關的國家未來
發展動向，促進兩地青年的相互理解與共融。
樊敏華提到，活動最特別的地方，是在行程中

會有上海學生的參與，每10個香港學生就會有
3個上海學生一同組隊，讓大家在一星期內同
食同住，時刻交流，建立友誼，「每次到了
行程最後一日，大家都會依依不捨，擁抱
哭泣，難捨難分。」
為進一步加強兩地青年交流，他去

年已向上海市政協提交提案，希望市
政府能給予更多資源於交流活動上，
並獲得了市政協的高度重視。所以今
年海外聯誼會將會首次聯同滬港經濟
發展協會組織交流活動，屆時更會有
來自香港及上海各500名的高中生聚
首上海，進行為期一周的對接活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繆健詩

■樊敏華參與中秋節探訪獨居老人活動。

辦交流團助港青回歸祖國懷抱

■上海市政協委員樊敏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需灣區發展平台

■樊敏華出席上海市政協會議。

■樊敏華組織滬港學生交流活動。■樊敏華隨團參加滬港學生交流活動，與香港學生一同在上海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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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協會工作「第二生意」

■樊敏華組織滬港街坊會對接活動，推動協會的地區
工作發展。

樊敏華自2015年開始擔任
九龍西區各界協會會長一職，
自上任以來他一直為了會務發
展而大力革新，不單為了加強青
年工作而推出滬港青年交流團，
於去年更首次組織滬港兩地的街坊
會進行對接活動，冀能讓協會的地
區工作更上一層樓。
九龍西區各界協會作為一個擁有5

個街坊會的地區社團，一直非常關注

民生與地區工作。樊敏華指，其實近年
內地亦在積極推動民生工作，不少街道
辦都已做出了不錯的成績，值得街坊會
學習，所以協會於去年特地舉辦了兩次
滬港街坊會對接交流，邀請轄下街坊會
首長到上海學習。
樊敏華認為，雖然大家通過旅遊對內地

會有一定認識，但始終不夠深刻，還需要
有親身體驗。而街坊會的反響都非常正面，
並反映考察過後方發現內地一些民生工作

比香港做得還要好，不單為他們未來的地
區工作帶來啟發，更促進了雙方交流，因
此未來有計劃繼續推行有關活動。
雖然協會的工作既花時間又花精力，但

他並不介意，反而視之為「第二生意」，
「他人見到可能都會覺得我傻，何必這麼
認真，但真的深入去做，自己會有種幸福
感，正是因為鍾意做，才會做得好。」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繆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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