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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主動變革 做好「港」字文章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11 月 8 日在深圳與本港工商界人士會面，

對香港如何改革提出了六點具體希望。香港一定要繼續在「港」字上做文章，建

設好陸、海、空三個「港」；香港也不能僅靠傳統優勢「一招鮮、吃遍天」，必須

銳意改革，主動作為，在變局中打開香港新天地。中央對香港高度重視、期盼殷

切，香港工商界須總結過去成功經驗，積極主動把握內外形勢，在變局中主動出

擊，把握機遇。 

 

1980 年代初，香港乘國家改革開放東風，迎來高速發展期，金融、航運、空運

業獲得空前發展，到 1990 年代，香港確立了多個行業的樞紐中心地位，成為引

起世界注目的國際大都會。 

 

市場已起變化  必須求變革新 

 

回望這段成功的香港發展歷程，內地對各類商品的需求大增，人員流動顯著增

加，成為香港得以長足發展的重要因素。以航空業為例，改革開放後，許多港人

和海外投資者前往內地公幹做生意，使香港得以成為國際交通樞紐。當時由於台



灣與大陸未有直航，來往兩岸的人員都需要經過香港前往目的地，使香港往來台

北的航線成為全世界最繁忙的航線之一，香港的航空業也因此迎來蓬勃的發展機

遇。就航運業而言，內地製造業的興起和發展，使香港成為內地商品最重要的出

口、轉口港，1980 年代香港的貨運吞吐量開始超越紐約、鹿特丹等港口，排名

世界前列。 

 

內地經過 40 年的飛速發展，在沿海地區，基本每個省份都已經建成至少一個現

代化航運港口，浙江、廣東等省份更有不止一個大型港口；內地航空業亦蓬勃發

展，至今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航空市場。如今內地多個城市已開通

與台灣的直航航班。近來地緣政治環境發生顯著變化，也對香港繼續保持航運、

航空樞紐中心地位帶來巨大挑戰。中央正是站在香港的角度，發現香港的發展不

能再依靠固有優勢，故在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特別強調香港需要鞏

固提升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香港再想「一招鮮、吃遍天」，已經不可能。 

 

圍繞「港」字做好文章，筆者認為，發展新能源經濟無疑是香港鞏固提升航運、

航空樞紐地位的可行路徑。低碳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各國都關注的重要議題。在美

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特朗普將重新執政的背景下，美國在外交上的孤立主義及

對新能源產業的負面取態，都使歐盟等地區更加強調能源供應的穩定性和自主

性，減少對傳統能源供應的依賴成為更加迫切的議題。在這一背景下，除美國外

的世界其他地區，都將加快推進發展新能源的應用和產業的進程。 



 

我國的太陽能、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已是行業中的領先者，並探索出一套可持續的

綠色發展理念。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可以率先主動發展成為國際綠色航運

燃料加注中心、航空業可持續燃料加注樞紐，為貨輪和飛機選擇來港增加誘因。

另一方面，因應各國能源自主性的需求增加，香港可以通過自身在新能源領域的

技術應用示範，證明我國新能源技術的普及性和靈活性，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

特區政府已在施政報告有所部署，銳意改革。 

 

政商合力探索新產業新業態 

 

不過，要完成產業升級轉型的龐大工作，單靠特區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夏寶龍

主任對工商界提出的六點要求，需要工商界這一重要持份者與政府一同具體實

現。民建聯會繼續做好聯繫本地業界持份者、吸引海外投資者、對接內地「出海

者」三方面的重要工作，為推動香港圍繞現有優勢，實現產業升級和變革，凝聚

共識和合力。 

 

國家改革開放使香港成為國際航運和貿易樞紐，亦促進金融、法律、會計等專業

服務業蓬勃發展。建設美好香港，需要大家堅持以港為家、倚港興業，鞏固住、

提升好香港傳統優勢；需要大家開拓創新，積極探索新產業、新業態，為香港培

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相信香港社會齊心協力，憑着識變、應變、求變的理念，認

真分析內外形勢的變化，研判香港可行的發展路徑，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



中，香港定能找到助力經濟發展的新「黃金航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