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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國兩會建議之 

鼓勵內地企業以香港作為「出海」的全方位增值服務平台 

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顯著上升，推動了

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進入加快重組的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

報告中提出，著力提升我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韌性與安全水平，以及

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毫無疑問，加緊「走出去」正是內地企業充分

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以及維護產業

鏈和供應鏈安全的一個重要途徑。 

在此背景下，許多內地企業加快「揚帆出海」的步伐，將部分生

產工序遷移到內地以外的地區。值得一提的是，當前「走出去」的內

地企業類型和經營目的都已發生顯著變化。早年國企與大型民營企業

是對外投資的主力軍，他們傾向於到海外通過併購獲取資產、自然資

源與先進技術；而今越來越多的中小型內地企業加入了走出國門的行

列，這些「走出去」的生力軍更側重於透過對外投資實現供應鏈多元

化布局，以及為自主品牌的產品開拓新的市場。 

然而，內地中小企業由於自身資源和能力較為有限的緣故，他們

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例如，在延外發展的前

期籌劃和準備階段，企業普遍遇到境外投資備案流程較複雜、處理時

間偏長以及換匯和跨境資金調度不易等現實問題。同時，他們對投資

地的實際情況瞭解程度不深，加上很多海外地區的政經環境、營商制

度以及市場準則等均與我國有顯著的差異，貿然「衝出去」的風險較

大。此外，中小企業本身對第三方專業服務的需求特別殷切，但他們

又普遍缺乏聯繫和對接的渠道，在尋求境外機構和企業合作上更似

「隔山打牛」，遭受資訊壁壘、信息不對稱的困擾。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具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優勢，過往

一直擔當內地在對外經濟合作的「橋頭堡」。本屆香港特區政府提出

要打造香港成為高增值的「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希望吸引內地企

業到香港建立區域總部，協助內地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為配合

內地企業「走出去 2.0」的新趨勢，香港正進一步強化和升級自身的

增值及服務平台功能，例如配合國際供應鏈發展的新趨勢而推出綠色

環保、ESG、科技創新、數字貿易等新興領域的專業服務。 

可以說，當前內地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亟需多方面的支援，

而香港具備條件擔當中介橋樑和全方位的增值服務平台。本人就此提

出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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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內地相關部門應積極倡導並支持內地企業視香港作為「出

海」的首選指揮中心與增值服務平台。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外匯管

理局及出入境管理部門可從簡化業務備案及核准的流程、外匯資金靈

活調配、以及便利人員跨境流動管理等多個維度，為內地企業「走出

去」鋪設順暢通道。 

其次，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應鼓勵各地的行業協會與商會組織代

表團，或由政府商務部門帶頭挂帥，赴港舉辦地方特色產品、地理標

誌或民族品牌的推介會與交流活動。此舉一方面為「走出去」的內地

企業引介進入香港本土市場的便捷渠道，另一方面也可藉著集體形象

的推廣助力企業打響招牌，提升向海外市場進行展示與推廣的效益。 

第三，各級地方政府可考慮為赴香港參展或參加市場推廣活動的

中小企業提供一定金額的差旅資助和其他津貼；同時，鼓勵企業充分

利用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以及連接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的橋梁的

特殊地位，來港舉行新產品的「首發」活動，例如召開新品發佈會、

設立境外「首店」等，並提供資金扶持及海關快速通道等方面的便利

營商措施政策。 

此外，相關部門還可與香港的對口機構加強合作，共同完善企業

經香港「出海」的信息收集和傳播機制。例如，可考慮由國家商務部

的駐港分支與香港政府相關部門携手，共同發起並建立獲兩地官方權

威認證的《香港供應鏈管理服務商優選名錄》；並定期聯合舉辦諮詢

論壇、研討交流會及實地考察團等的活動，加大對香港供應鏈管理增

值服務優勢的宣傳力度，鼓勵內地企業採用香港的高品質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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