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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创新和加强“政策基建” 

助推粤港澳大湾区港资制造业企业升级转型 

 

周文港，何俊志 

 

摘要：结合多种调查方法，在对大湾区 9 市港资制造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和推估后发现：大湾区 9

市港资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模式已呈现稳中有变的趋势。这些企业近年来在税收、就业等多个方面对内地和

香港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但转型升级在内地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税收、环保、市场、劳动力和知识

产权保护等；在香港面临的问题则来自于特区政府缺乏工业政策指引、缺少技术人才和经营成本提高等。

从国家战略层面，应重新评估港资制造业企业对内地和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港资制造业企业在国

际生产分工格局和国家发展大局上的定位予以肯定。从做好大湾区“政策基建”的角度，系统考虑推动港

资制造业企业在内地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大湾区战略的提出，港资制造业企业的升级转型状况

对内地和香港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为了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港资制造业企业的

经营情况、重新评估其对湾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了解当前升级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课题组于

2019 年 3 月至 7 月期间，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 市的 400 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对 11

家企业相关人士开展深度访谈，并开展了 3 场焦点团体访谈；同时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获得

国家市场监督总局的企业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港资制造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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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湾区 9 市港资制造业企业经营状况 

问卷调查的 400 家企业港资制造业企业主要在东莞、惠州、广州和深圳设厂，大多拥有

一家工厂，近半数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42.8%）。受访企业的行业分布广泛，以“钟表”

和“电子产品”所占比例相对较高。早年港资制造业企业大多以“三来一补”形式进驻珠三

角，但随着经营环境不断改变，加上中央政府政策的推动，港资进驻内地的投资方式已有别

于从前，受访企业以独资经营占主导（76.8%）。过去依赖出口的情况亦有所改变，受访企

业多数兼营出口和内销（59.3%），反映不少港商已投入内销市场，销售策略逐渐向内外需

兼顾的结构转型。  

参与调研的企业规模以中小型占多，超过九成是 50 人以下；约有九成总部设在香港，

全部企业表示没有把总部撤离香港的打算。未来有集资上市计划的企业均属意在香港上市，

可见具备相当实力的港商始终对香港的制度投以信心。 

有 76.7%的受访企业有聘用派驻内地的香港员工，岗位大多是“行政管理”（75.3%），

其次是“工程技术”（44.1%）和“产品研究及开发”（44.1%）。本研究利用调研结果推算，

“粤港澳大湾区”9 市港资制造业企业在内地聘用的港人数量约 6.5 万人。 

外界倾向认为港资制造业企业较多从事贴牌生产（OEM），然而调研结果显示，受访企

业主要业务营运模式呈现多样化，从事贴牌生产以外同时兼顾原创设计（OEM+ODM；

30.3%），结合品牌产品制造（OEM+ODM+OBM；33.8%）分别各占约三成。转型升级方面，

受访企业在过去三至五年曾采取不同的转型升级措施，大多围绕提升生产技术和改善产品质

量，当中以“推动产品档次向高端发展、开发新产品”的占比最高（64%）。此外，有接近

一半的受访企业曾在内地申请专利，有约四成工厂有使用机器人设备或其他智能设备，可见

港商具备相当程度的创新能力和经营实力。 

二、对大湾区经济发展主要贡献 

课题组的大数据挖掘结果显示，大湾区 9 市港资制造业企业数量从 2014 年的 20006 增

至 2018 年的 21345 家；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东莞，2018 年分別有 5864 和 4898 家，共占

大湾区 9 市总数的 50%。 

 

表 1：粤港澳大湾区 9 市港资制造业企业注册资本（单位：人民币元）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深圳 836 亿 837 亿 840 亿 844 亿 850 亿 

东莞 692 亿 703 亿 730 亿 743 亿 748 亿 

惠州 320 亿 325 亿 329 亿 338 亿 344 亿 

广州 322 亿 325 亿 330 亿 337 亿 339 亿 

江门 275 亿 277 亿 282 亿 293 亿 298 亿 

佛山 227 亿 229 亿 230 亿 232 亿 234 亿 

中山 161 亿 161 亿 162 亿 164 亿 165 亿 

珠海 152 亿 153 亿 155 亿 156 亿 15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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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 31 亿 35 亿 40 亿 41 亿 41 亿 

大湾区 9 市 3,016 亿 3,045 亿 3,098 亿 3,148 亿 3,177 亿 

    在 2015-2017 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 9 市含港资成份的制造业企业的营业利润介乎人

民币 451-540 亿。2017 年的数据显示，以深圳居首，东莞居次，两地的营业利润共计人民

币 295 亿。 

 

表 2：粤港澳大湾区 9 市港资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分布（单位：人民币元） 

 2015 2016 2017 

深圳 181 亿 230 亿 180 亿 

东莞 66 亿 90 亿 115 亿 

广州 72 亿 69 亿 80 亿 

江门 40 亿 42 亿 51 亿 

佛山 38 亿 36 亿 38 亿 

惠州 16 亿 19 亿 35 亿 

中山 23 亿 24 亿 21 亿 

珠海 16 亿 18 亿 19 亿 

肇庆 1 亿 2 亿 2 亿 

大湾区 9 市 451 亿 530 亿 540 亿 

    值得强调的是，大湾区 9 市的港资制造业同时对内地和香港都贡献了税收。调查结果

显示，港商在 2017-2018 财政年度向香港特区政府缴纳的税款以“1 百万以下”的占比最

多，达 48.1%；其次是“1 百万至 5 百万以下”，占 29.2%。内地业务的情况与香港稍为不

同，缴纳的税款（不含关税和土地费）分布较为平均，受访企业表示最多的是缴付“1 百万

至 5 百万以下”，占 33.5%，其次是“1 百万以下”，占 31.8%；而表示缴付“1 千万或以上”

的则占 23.7%。本研究利用调研结果推算，受访企业香港业务缴纳的税款额约港元 9 亿，内

地业务缴纳的税款额约人民币 11 亿。此外，综合运用大数据挖掘结果和《广东统计年鉴》

数据，估算粤港澳大湾区 9 市港资制造业企业内地业务缴纳的税款合共约港元 281 亿（不

含所得税）。由此可见，大湾区内港资制造业对当地税收和经济建设的贡献仍然有力。 

同时，大湾区 9 市的港资制造业企业也是带动香港专业服务来内地发展和专业人员内

地就业的重要动力，对大湾区下一阶段发展服务业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表 3：受访的港资制造业企业过去一年有采用由香港专业服务供货商提供的 

专业服务占比及累计的开支总额 

香港业务（单位：港元） 内地业务（单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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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范畴 

有采用香港服务供
货商的比率和开支

总额 

专业服务范畴 

有采用香港服务供
货商 

的比率和开支总额 

会计 / 财务及审计 
254 (72.0%) 

15 亿 

物流、物料 / 零件
采购及仓储管理 

174 (49.7%) 

5.8 亿 

保险 
210 (59.5%) 

1.2 亿 
会计 / 财务及审计 

127 (36.3%) 

0.9 亿 

物流、物料 / 零件
采购 

及仓储管理 

209 (59.2%) 

9.4 亿 

生产机组安装设计 

和保养 

111 (31.7%) 

1.5 亿 

信息科技 
163 (46.2%) 

1.2 亿 
保险 

100 (28.6%) 

1.2 亿 

融资贷款及 

其他金融服务 

162 (45.9%) 

8.1 亿 

融资贷款及 

其他金融服务 

99 (28.3%) 

2.9 亿 

    

大湾区 9 市港资制造业企业也吸引了一批港人到这些企业就业。由香港派驻在内地工作的港

人受聘职位以“行政管理”占比最高（75.3%），而“工程技术”“产品研究及开发”“销售及

市场推广”三项，则分别占 44.1%、44.1%和 39.8%，其余的职位包括“财务、会计”（83,27.8%）、

“软件技术研究及开发”（42, 14.0%），以及“法律”（1,0.3%）等。 

但是，由于受传统统计口径的约束，大部分在粤港澳大湾区 9 市从事制造业务的港商，

在香港本地的统计上不被归类为制造业。在香港的统计体系中，他们的身份多为贸易商，但

实际运作可能有别于传统的进出口贸易商。他们在港的业务活动涉及与制造业相关的技术支

持服务，这些活动虽属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性输入，但在统计体系中从业员被划分为服

务业员工，其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亦被归类入服务业，导致制造业的实际作用未获全面反映，

使得以“延外发展”为主的香港制造业的实际范围、规模和贡献因而被低估。或者说，香港

现有的统计方式，严重低估了大湾区 9 市港资制造业企业对香港经济发展的贡献。 

三、面对的主要问题 

对于大湾区 9 市港资制造业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课题组主要通过问

卷和访谈的方式获取资料。以访谈为基础而设计的问卷结果如下： 

 

表 4：受访的港资制造业企业在内地经营困难的因素 

 平均分 
同意及 

非常同意 
一般 

不同意及 

非常不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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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税务繁琐和行政事项 

收费过多 
4.20 

325 

(81.3%) 

59 

(14.8%) 

16 

(4.0%) 

内地环保、贸易及投资政
策 

经常改变 

4.16 
331 

(82.8%) 

60 

(15.0%) 

9 

(2.3%) 

市场竞争激烈 4.11 
314 

(78.5%) 

76 

(19.0%) 

10 

(2.5%) 

劳动力短缺 4.08 
319 

(79.8%) 

66 

(16.5%) 

15 

(3.8%) 

劳动法规严苛 4.02 
291 

(72.8%) 

77 

(19.3%) 

32 

(8.0%) 

知识产权观念薄弱 3.98 
269 

(67.3%) 

104 

(26.0%) 

27 

(6.8%) 

土地、租金、公用服务 

成本上涨 
3.81 

255 

(63.7%) 

114 

(28.5%) 

31 

(7.8%) 

有转型升级的迫切性，但 

缺乏支持 
3.76 

238 

(59.5%) 

148 

(37.0%) 

14 

(3.5%) 

人民币汇率存在波动 3.73 
226 

(56.5%) 

158 

(39.5%) 

16 

(4.0%) 

融资困难 3.62 
219 

(54.8%) 

160 

(40.0%) 

21 

(5.3%) 

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 

表中数据显示，就“在内地经营困难因素”的多个选项中，以“内地税务繁琐和行政事

项收费过多”（4.20）、“内地环保、贸易及投资政策经常改变”（4.16）、“市场竞争激烈”（4.11）、

“劳动力短缺”（4.08），以及“劳动法规严苛”（4.02）五项的排名最高，平均分超过 4 分，

可见港资制造业企业目前在内地经营时的主要困难与政府政策制度相关，包括税务和行政事

项收费、环保政策、劳动法规等。 

 

表 5：受访的港资制造业企业在香港经营困难的因素 

 平均分 

同意及
非常同
意 

一般 
不同意及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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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完整的工业政策作为发展方
向 

4.23 
346 

(86.5%) 

38 

(9.5%) 

16 

(4.0%) 

缺乏技术型人才，行业断层问题
严重 

3.96 
293 

(73.2%) 

84 

(21.0%) 

23 

(5.8%) 

土地、租金、公用服务成本高昂 3.88 
287 

(71.8%) 

84 

(21.0%) 

29 

(7.2%) 

产业配套不足，缺乏完整工业供
应链 

3.69 
244 

(60.9%) 

121 

(30.3%) 

35 

(8.8%) 

创新意识不足、科技应用不强 3.55 
209 

(52.2%) 

156 

(39.0%) 

35 

(8.8%) 

融资困难 3.36 
165 

(41.3%) 

194 

(48.5%) 

41 

(10.3%) 

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 

就“在香港经营困难的因素”的六个选项中，以“欠缺完整的工业政策作为发展方向”

获最高平均分（4.23），其后是“缺乏技术型人才，行业断层问题严重”（3.96），以及“土

地、租金、公用服务成本高昂”（3.88）。不少受访港商认为中央相关部委、香港特区政府、

广东省相关部门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扶持措施和计划的针对性及有效性都有待加

强。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调查，课题组认为，在全球的产业格局正处于新一轮的调整期、世界各地工业

回归、工业的价值和地位获得重新肯定的大背景下，应从国家战略的层面重新评估港资制造

业企业对内地和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对港资制造业企业在国际生产分工格局和国家

发展大局上的定位予以肯定。从做好大湾区“政策基建”的角度，系统考虑推动港资制造业

企业在内地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具体建议包括： 

（一）以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为契机，全面建设协调大湾区制造业合作和发展。

第一，加大“粤港澳大湾区”9 个地方政府推动传统制造港商转型升级工作的力度，建立跨

区域政府管理和协调制度及相关常设机构。第二，完善制度化、标准化、法制化的建设工作，

提高政策透明度和执法力度，强化咨询业界工作，打造优质、公平和对业界友善的营商环境。

第三，建立港资及内资企业共赢发展的核心价值，推动“企业友善，共创共赢”理念和工作

机制。 

（二）推动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重新确立施政方针和政府角色。第 

一，推动特区政府改革以“低度支持”作为扶持工业发展的方针，制订长远、全面和系统化

的工业政策，拟定未来香港工业的发展方向，建立社会“重视实业、尊重实业”的氛围。第

二，由特区政府主动创造条件，凝聚各方达成共识，推动跨界合作，成立更高层次的跨界别

专责部门，共同建设可持续的工业 4.0 生态系统，推动香港的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两者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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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补足、相辅相成。第三，主动和广东省合作，带领本地大学及科研机构参与各行业的

工业中心运作。 

（三）助力降低港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成本。第一，在广东全省就行政事业订定统

一性的收费项目，建立税费项目列表制度，删去过时过多的税费项目及不必要的地方收费。

第二，成立专责部门，以协助港商完善处理因注销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推出降低港商在内地

借贷融资成本的措施，逐步构建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第三，在大

湾区周边城市建设“加工贸易园区”和建立“粤港澳制造业官产学研协同创新产业园区”（简

称：“港资制造业飞地”），通过发挥聚集效应降低企业发展工业 4.0 的成本，同时有助加快

周边地带的城市化发展进程。 

（四）订立以“政产学研”为本的科研创新体系。第一，结合大湾区各高等院校和研究

机构的力量，协助企业采用新的生产销售方式和开发新产品从而做好升级换代和创新增值，

真正构成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的全链条发展模式。第二，成立由政府协调，政府独立出资或政

府和大企业共同出资，各行业协会和大学及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分行业的工业创新中心，并

由工业创新中心成立一所附属应用科技大学。第三，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追究落实制度，

强化官员对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执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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