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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製造倡工匠精神港可借鏡 

 杭州模式為網絡新經濟樹樣板 

 華對美投資飆升行業呈多元化 

 內地抑樓泡防風險亟待新方法 

1. 中國製造倡工匠精神港可借鏡 

自從在 2016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獲提倡之後，「工匠精神」躍登內地媒體「十大新詞」。 

短評 

李克強總理在 2016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培

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質、提品質、創品牌」；「工匠精神」遂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

近期內地網絡上廣泛流傳著兩個有關「德國製造」的例子；其中一個例子是用一組照片，圖

示德國網絡工程技師如何將成千上百條路由器的連接線整整齊齊地碼成一件「藝術品」；另

一個例子是講青島原德國租界的下水道在使用百年後零件老化，仍可按德國的施工標準在設

施附近預設的倉庫裏找到妥善保存的備用品。這兩個例子的真實性雖有待考證，但背後的含

義均關乎「工匠精神」。「工匠精神」(Craftsmanship Spirit)的內涵包括二個層次：其一是指

透過工匠或企業的鑽研、經驗累積和傳承而獲得的特殊技能、工藝和管理方法；其二是指嚴

謹的態度以及敬業、客戶至上的精神。中國雖已是世界數一數二的製造業大國，在產能、設

備甚至一些技術領域內傲視全球，但尚未能與德國、日本、瑞士等一樣晉身製造業強國。「中

國製造」在品質、服務以及信譽方面仍有巨大改善空間；原因之一便是「工匠精神」等軟實

力的缺失。事實上，「工匠精神」亦是當年香港製造業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基石，與質美價

優、周到服務、信譽卓越等香港品牌的核心價值息息相關；即使今時今日，工匠的技藝仍在

香港本土的傳統工業如鐘錶、珠寶和食品業等發揮著獨特作用。看來，香港要走「再工業化」

之路，除了從創新和科技入手之外，發掘和弘揚香港工業的「工匠精神」亦是一個切入點。 

2. 杭州模式為網絡新經濟樹樣板 

阿里巴巴在的 2016 年「雲棲大會」上宣布與杭州市政府合作設計「杭州城市數據大腦」，希

望用人工智能結合大數據來改善杭州的交通效率。 

短評 

除了舉辦展示雲計算前沿科技的「雲棲大會」之外，杭州早前亦雀屏中選，成為中國首次舉

辦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的地點。杭州在國內乃至國際舞台上風頭日健，與該市在經

濟方面的亮麗成績特別是作為新經濟領軍城市的雄起之勢不無關係。2016 年上半年杭州全市

生產總值按年上升 10.8%，增速居副省級以上城市的第一位，比全國水平高出 4.1 個百分點。

2007 年以來，全國的 GDP增速持續下滑，杭州的情況卻是「背道而馳」，增長率反而逐年拾

級而上。具體產業看，杭州的三大產業佔比分別為 2.8%、36.6%和 60.6%，第三產業成為拉動

經濟的主動力。當中，資訊經濟的表現尤佳，佔 GDP 的比重高達 23.8%，今年上半年按年增

長 26.2%；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數位內容產業分別增長 48.7%、48.3%和 41.9%，而雲計

算與大數據、軟體與資訊服務產業的增速分別為 35.4%和 31.4%。同時，按北京大學發表的「互

聯網金融發展指數」，杭州雄踞全國之首；根據滴滴出行報告，杭州移動出行滲透率居全國

第一；杭州還是全國移動支付覆蓋率最高的城市。凡此種種，反映「互聯網+」相關產業在杭

州發展迅猛；而這種以「互聯網+」相關產業拉動經濟發展的模式更被譽為「杭州模式」。中

國正大力推行經濟結構改革，依託互聯網技術來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和拓展經濟增長點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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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之一。「杭州模式」凸顯了「互聯網+」的巨大威力；中央選址杭州舉辦 G20 峰會，既是

向世界展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形態，亦藉此對「杭州模式」作出肯定，為內地其他城市垂範。 

3. 華對美投資飆升行業呈多元化 

2015 年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約 150 億美元，按年上升 30%；今年首 8個月飆升 193.2%。 

短評 

近年中國資本在國際舞台上異軍突起，成為跨境直接投資一股生力軍；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

資額自 2010 年開始逐年攀升，近兩年的增幅更是引人矚目。究其原因，除了內地中國政府積

極鼓勵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政策支持之外，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中資企業隨著實力壯

大，開展國際化經營的客觀需要和內在動機亦不斷增強；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以及外

資流入的大國，自然成為不少中資企業對外投資的目的地。同時，配合內地經濟轉型，中國

企業的對外投資近年不但在整體和單項規模上屢創新高，而且在產業投向上亦有「升級」的

趨勢，從早期瞄準資源類項目逐漸邁向多元化的行業佈局，尤其是對高科技和高端服務業的

投資更見進取。美國境內的高科技企業及享譽全球的品牌企業正正切合不少中資企業的「胃

口」；例如，阿里巴巴於 2014 年開始在美國投資科技類初創公司，大連萬達於本年初斥資 35

億美元收購傳奇影業。相應地，在近期中資企業赴美國投資熱中，紐約州和加州備受追捧。

根據榮鼎咨詢的數據，2015 年紐約州吸納近 40億美元的中國資金，佔中資去年於全美投資總

額約 27%，主要集中於房地產、金融與商務服務業；加州的高科技企業、娛樂產業與房地產

亦是吸引中資企業投資的熱門領域。在未來一段時間，中國企業投資美國高科技、娛樂業及

醫療健康等行業的高速增長趨勢料將延續；中美政府若能在雙邊投資協定（BIT）的談判上達

成突破性進展，對內企赴美投資將可起到「護航」和「推波助瀾」的正面作用。 

4. 內地抑樓泡防風險亟待新方法 

國慶期間，北京、上海、南京等二十餘個城市相繼啟動「雙限」政策，加大樓市調控力度。 

短評 

七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提出需抑制資產泡沫；但直至十月，各地方政府才紛紛出台「動真

格」的樓市調控政策。樓控政策「姍姍來遲」，主要原因不外乎兩個方面。一來內地經濟下

行壓力沉重，要避免增長失速，還需依靠地產這個強大的引擎；今年首三季地產銷售對內地

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去年全年的 3.2%上升至約 8%，這還未計入地產對其他產業的帶動效應。

二來地方政府普遍對土地產生「依賴症」，土地相關收入甚至是不少地方政府償還債務的「生

命線」；不少分析指出，土地出讓金及相關稅收佔地方財政收入一半。自去年下半年以來，

內地樓市迅速奔向瘋狂；瑞銀的報告顯示，內地的房價收入比已高踞世界前列，其中深圳市

更達 70 倍，為全球之冠。同時，內地民眾不惜加大貸款比例入市，新增個人購房貸款佔全年

住宅銷售額從 2013 的 25%和 2014 年的 28%飆升至 2015 年的 37%。不斷攀升的購樓槓桿率，

加上各種不規範的融資活動猖獗，令金融機構系統性風險驟增。以今年 7 月的新增貸款為例，

增量幾乎全數來自房貸，而企業貸款呈負增長，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民間投資增速更下滑到 2.1%

的年內新低；反映在樓市「只升不跌」憧憬的驅動下，社會資金「脫實入虛」，樓市騎劫經

濟發展，導致產業結構、投資結構、消費結構甚至民生和社會價值觀被嚴重扭曲。有報導指，

此輪樓市調控得到最高決策者的重視和直接指導；惟各地推出的措施力度雖大，仍擺脫不了

「老調重彈」，主要通過限購、限貸等進行需求管理。過往類似政策雖能在短期內冷卻市場，

但無法有效將泡沫擠出，在有些城市更演變成「飢餓營銷」。看來，如何在防範泡沫和穩固

經濟動力間「走綱絲」，以及從調整供應、理順信貸和稅收、管理期望等方面入手去探求更

具針對性和實效性的樓控政策；無論對中央還是地方政府來說，都是費煞思量的政策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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