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持續半年的修例風波，以及在

中美貿易戰下，本港現行經濟結構的脆弱性

更表露無遺。早在2015年，為免本港經濟

過度依賴金融、旅遊及地產，港府已提出

「再工業化」（又叫「工業4.0」），其後

每年更安排資金及配套發展作推動。「再工

業化」近年更成為現代競爭力的代名詞，是

一個地方在創科投入、創新精神、人才及基

礎配套以及吸引資金能力的綜合體現。於貿

易戰背景下，再工業化不單有助港企分散產

地來源風險，長遠也可改善本港經濟結構，

帶來新就業職位等好處。科技園公司與生產

力局的一項調查顯示，逾三分一受訪企業已

在港生產、正計劃實行或考慮在港生產。香

港文匯報將一連3日推出「再工業化」專

輯，介紹港企在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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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扶持再工業化的建議
2015年施政報告

•建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目標之一是推動再工業化及把握物聯
網發展帶來的契機，推動智能生產，以及研究發展一些適合以
香港為基地的工業，同年11月底創新及科技局成立。

2016年施政報告

•政府及科技園公司已調整工業邨政策，將利用邨內的剩餘土地
興建多層大廈，出租予創科產業，並收回已停用的廠房，以推
動智能生產、吸引高增值科技產業和高增值生產工序。

• 生產力促進局將協助工業升級轉型，使相關企業「再工業
化」，轉向高增值生產。檢測和認證方面，政府將在本年度推
出措施，免收相關豁免書費用，協助實驗所在工業大廈營運。

2017年施政報告

• 將軍澳工業邨的數據技術中心和先進製造業中心，以及科學園
的擴建工程，將在2020年起陸續完成。

• 以配對形式資助本地企業人員接受先進製造技術，例如是「工
業4.0」的培訓；擴大現時「實習研究員計劃」，讓更多企業及
「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畢業生受惠。

• 通過生產力促進局設立「知創空間」，推動將科技創意轉化成
為工業設計或產品。

2018年施政報告

•向香港科技園公司提供20億元，在工業邨建設先進製造業所需
的生產設備。

• 成立20億元的「再工業化資助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生產
商，在港設立智能生產線。

•「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以2:1配對形式資助本地企業人員
接受高端科技培訓。

2019年施政報告

•投放逾1,000億元推動創科發展，其中20億元推動「再工業
化」，20億元發展「微電子中心」。

■製表：記者 殷考玲

1/3港企有意回流設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去年11月，科技園公司跟生產力局合

作，調查業界如何看待香港再工業化。根據該《香港先進製造業發展策
略研究報告》指出，超過1/3的受訪企業已在港生產、正在計劃實行或
考慮在港生產。當中有6個主要行業表示有興趣在香港設廠，包括機械
人及自動化設備、醫療器材(包括植入式醫療裝置)、電子產品及資訊科
技設備(包括物聯網)與關鍵零組件、數碼印刷及印藝媒體、精密金屬件
及模具和鐘錶。

最關注配套是否足夠
報告指出，這些行業的初步想法希望於未來3至5年在香港設廠。至

於計劃如何，他們都非常謹慎，始終製造業的投資回報期較長，需要承
擔的風險亦大。所以這些行業大都希望香港的「再工業化」環境和條件
許可時便向前推。業界關注有否合適廠房設備、租金、補貼、研發及技
術支援外，也關注其他周邊服務，如供應鏈支援、測試及認證配套、機
械和自動化系統與共享設施，以及品牌建立等。此外，由基建、研發、
測試，到生產、推廣及營銷，企業需要完善的「再工業化」發展機制。
Farm66綠芝園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譚嗣籇就道出配套設施對再工業化

的重要性。未落戶大埔工業邨前，他在觀塘工廈的種植場因用地條款不
可做農業用途而連累物業被「釘契」，面臨停業。他曾考察過百個地
方，發現大部分都不適合做室內種植，因為做室內種植需要樓底高、樓
層承載力高，以及場地前身未曾從事污染工業，同時周邊也要沒有污染
工業，在多方面要求之下，香港不是很多地方達標。兩年前的施政報告
提及將室內種植場包括養魚納入屬於非污染性的工業用途，經過科技園
協助進駐大埔精密製造中心，才得以繼續經營。

在工廈內水耕生菜，曾經聽聞；在香港開設全新紡紗

廠，有點不可思議；再說到有外資計劃來港開設電子零件

廠，除非腦子進水。隨着政府2015年提出「再工業化」，

並每年推出鼓勵措施作配套，已有港企由傳統工業成功轉

型到高端工業。位於大埔工業邨的精密製造中心正是高端

工業落戶之地，傳統紡織廠成功在此開設處理紡織廢料的

自動化環保紡紗廠；也有利用全環境控制種植技術，在精

密製造中心的廠房「魚菜共生」量產有機沙律菜。這些正

是傳統工業甚至農業，於工業4.0加持下，在香港重新邁

步的例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有逾40年紡織業經驗的龍達紡織，過去一直從事成衣生產，為針對
生產時所多出的衣物，以及坊間廢棄衣物所造成浪費，兩年前與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合作，研發紡織品循環再造系統The Billie
System，將廢棄衣物還原成為再生紗線，今年7月成功在大埔工業邨精
密製造中心設置廠房，成為本地首間針對紡織廢料問題的自動化環保紡
織廠。
龍達紡織主席曹惠婷表示，公司於精密製造中心的廠房有3條生產
線，每天可處理3噸紡織廢料，先將舊紡織品轉化成高質素循環再造纖
維，再透過與其他原材料混合生產為客戶做出獨特的紗線，當中只有少
部分工序如拆除衣物上的衫鈕、拉鏈等硬物需要人手處理，其他採用全
自動化操作。香港廠房所生產的再生紗線，會送到公司在珠海的工廠進
行加工。再生紗線是傳統紡織技術與高端生產技術的結合。

兩大難題──地少租貴
她認為，有多年生產經驗的傳統工廠，可以生產由低端至高端的產
品，一般都有成熟生產技術和較強研發能力，在轉型至高端工業有一定
優勢。但直言要像上世紀70、80年代般興盛是困難的，一來香港地
少、二來租金貴，對需要佔地大的紡織業來說是兩大障礙，其公司目前
在精密製造中心的廠房也面對地方不足問題，「我們想擴大大埔精密製
造中心廠房的產能，可惜已沒有空間。我們會與科學園保持聯絡，希望
可以在香港覓得合適地方擴充產能。」
即使未能在香港找到新地方建廠，曹惠婷也有第二方案。「我們在珠
海有紡織廠，是日常生產成衣的基地，如果最終未能在香港找到合適地
方擴充生產線，我們會到珠海廠房開設The Billie System，產能會是目
前大埔精密製造中心廠房3倍。」

多層種植架 養魚種菜
同為落戶大埔工業邨精密製造中心的本地室內農業種植工廠Farm66
綠芝園，以全環境控制種植技術，在此處實踐室內魚菜共生，顛覆
傳統農業需要佔地多、受天氣及蟲害影響的限制。每個十層的種
植架，上面9層種沙律菜，底層養魚。植物將潔淨的水導回魚
池，魚產生的廢物，又成為植物所需的養分，達至魚菜共生的
生態循環。產出主要供應高級西餐廳、酒店等。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譚嗣籇指，種植工廠目前第一期的使用
率約20%至30%，相信明年5月前可達到100%使用率，若能
做到100%使用率年產量可達100噸。第二期種植工廠已計劃
在明年5月前完成裝修和啟用。第二期除了有種植設備之
外，還會擴展到食物加工的範圍，同時期望做到全自動化收
割和包裝，並生產沙律菜之外的產品，如菜汁、蔬菜片或果
醬等，增加產品種類。

技術先進 港成本具競爭力
有研究報告指，超過1/3受訪港企有意在港生產或回流香港，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表示，隨着近屆政府大力推動再工業
化，有部分內地港資廠回流本港，尤其是新興工業如食品加
工、高端製造業如電子零件等，不少廠商對回港設
廠反應正面。他透露，有一間意大利的電子
零件公司，比較過內地和香港的製造
成本，由於很多配件從外國入
口，如果利用自動化和先進
的製造技術在港生產，
製成品銷售到東南亞
的話，整體成本香
港可以低過內
地。

廠佬
回歸

工廈紡紗種菜

■室內農業種植工廠Farm66綠芝園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譚嗣籇
稱，若能做到100%使用率，年產量可達100噸。 記者殷孝玲 攝

■龍達紡織主席曹惠婷表示，公司於精密製造中心的廠
房有3條生產線，每天可處理3噸紡織廢料。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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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殷考玲）過去 30
多年，香港經濟逐漸轉
型至地產、金融及服務業
為主，其實上世紀70、80
年代香港的製造業盛極一
時，更是主要帶動經濟動力來
源，令香港躋身亞洲四小龍之
首。時移世易，目前香港的地
產、金融及服務業發展遇到樽
頸，且衍生不少社會問題。今
次的修例風波，以及在中美貿
易戰下，本港現行經濟結構的
脆弱性更是表露無遺。

修訂工業邨政策撥地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再

工業化」，發展以新技術及智能生
產為基礎，以不需太多用地的高增值
製造業，務求為香港經濟尋找新的增
長點，過去幾份施政報告均有不少措
施着墨推動「再工業化」發展。其中
重點的措施包括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在
2015年修訂了工業邨政策，由以往批
出土地讓廠商興建獨立廠房，改為
發展多層及高效能的專用工業大廈
供更多廠商使用。2017年的施政報
告中提及，在將軍澳工業邨發展數
據技術中心及先進製造業中心，預
計2020年及2022年完成，為先進
製造業提供基建設施。

成立20億元基金資助
資金方面，2018年的施政報告

建議，成立 20億元的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資助
生產商在港設立智能生產
線；以及向香港科技園公司
增撥20億元，在工業邨興建
現代製造業的專項生產設施，
以推動再工業化。2019年施政
報告更宣佈投放逾1,000億元推
動創科發展，其中20億元推動再
工業化，20億元發展「微電子中
心」。
人才培訓方面，政府於去年8
月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出了
「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以配對形式資助本地企業人員
接受科技培訓，尤其是與工
業 4.0有關的培訓。

經濟結構脆弱
急需多元化

■■紡織品循環再造系紡織品循環再造系
統統 The Billie SysThe Billie Sys--
temtem，，將廢棄衣物還將廢棄衣物還
原成為再生紗線原成為再生紗線。。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工業 救港之 是什麼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