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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珠 再开新篇 
 

专访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 
 

由治及兴  希望香港开启新篇章 
 

本报记者  朱丽娜 
 
    “香港现在稳定下来，由乱转治，现在我们希望由治及兴。只有稳定才会繁荣，（香港回归）25
年经历过大起大落，我希望香港接下来能开一个新的篇章。“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

深接受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感慨道。 
    蔡冠深可谓是香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1954年，蔡冠深的父亲蔡继有在香港开了一家鱼档，
凭藉全家人的努力，小鱼档越做越大，逐渐成为当时香港水产行业颇有名气的“海产大王”。1982年，
25 岁的蔡冠深正式接棒新华集团的管理大权。如今，新华集团已发展成为一家业务多元、拥有五家
上市机构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蔡冠深坦言，回归以来，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是“一国两制”，只有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才能
稳定繁荣。“‘一国两制’对香港来讲是最重要的，没有‘一国两制’，香港没有今天。” 
    新华集团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可谓是香港经济起步到腾飞的一个缩影：由劳动密集型起家，
然后转向资本密集型谋求多元化发展，最后向金融及高科技领域进军。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香港出现经济转型，经济结构逐渐由制造业转移为以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
行业。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与珠三角地区以“前店后厂”的合作形式，携手打造了中国区域经济合作

最经典的范本。 
    “改革开放 40（多）年，香港的企业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在广东，在珠三角，我们建起了上
万家工厂，聘用上千万的员工，共同打造了一个世界工厂。”他说。 
    根据香港工业总会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在内地的港资制造企业约有 4.6万家，其中 45%以上
在广东省，并且广东的港资企业占比在近年来逐渐增加。根据估算，2018 年港资企业在内地创造了
约 5000亿港元的产值，相当于同期香港GDP的 17.6%。 
    “引进来、走出去” 
    据了解，新华集团早在 1980 年代初就开始在内地投资，成为最早“北上”的香港企业之一。在
过去数十年中，蔡冠深带领这家老牌家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业务发展涉及海产、地产、金融、科技、

传媒、基建及教育培训等八大业务板块，成为一家多元化的跨国企业。新华集团在大湾区深度投资，

蔡冠深本人也担任了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 
    蔡冠深坦言，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升级转型，广东省实施“腾笼换鸟”的转型举措，“新的东西要
进来，高科技、智能化的产业要进来。这给香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以前香港在珠三角主要参与的

是制造业，现在是把高增值的产业、把香港的现代服务业慢慢拓展到大湾区。”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近年来蔡冠深积极奔走在亚洲商界大力推广大湾区。“我们
希望把其他湾区的产业吸引过来，但不是以前那些劳动密集型、粗放型的产业，希望来的是环保、人

工智能、大健康、大数据等高端产业，能够落地粤港澳大湾区。”他表示。 
    在蔡冠深看来，香港最大的优势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亦是国际金融中心。“改革开放以来，
香港是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超过 50%的外资来自香港，出去的资金近 60%左右都是经过香港。
香港是国家‘引进来、走出去’双向不可替代的平台。” 
    香港历来是内地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一直是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底，港商对内地累计实际投资额 13013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引进外资总额的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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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香港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内地累计
对香港实际投资 14385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对外投资总额的 55.7%。 
    然而，香港的经济结构非常独特，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全球最高，超过 93%。贸易物流和金融
服务是香港经济两大支柱，各占GDP的 20%左右。因此，近年来，特区政府也在大力推动创科产业，
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为香港经济寻求新的增长动力。 
    亚洲金融危机后，商业“嗅觉”十分敏锐的蔡冠深亦开始将集团的业务由传统业务转向科技、金
融等高增值行业延伸。据了解，新华集团近年来不断扩大在内地的投资，在全国八个地区总部的墙上，

都清楚地写着一句话：“中国梦就是新华梦”。 
    同时，新华集团紧跟国家的发展战略，积极加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布局。去年，蔡冠深的幼子蔡
展思亦在大学毕业后去大湾区开拓事业版图，担任新华集团大湾区总裁。 
    2021年 10月，位于广州南沙的新华港澳国际青创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利用香港新华集团的资
源，为进驻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企业服务方案。至今中心已吸引 20余家香港企业和商协会入驻，同
年 8月，新华集团策划设立的粤港澳大湾区健康产业基金在广州正式启动，初期总规模为 100亿元。 
    蔡冠深表示，作为大湾区的重要城市、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强强联合”，是
未来必然要走的路。香港要充分发挥优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拓国内国际双循环所带来的机

遇，保持并不断强化自身的国际化地位。 
    发展是根本 
    回归祖国 25 周年，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兴，就需要在破解民生难点以及深层次矛
盾上打开突破口。 
    由于香港产业结构单一，经济严重依赖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创新科技产业、检测及认证产业、环
保产业等六大新兴产业所占份额不足 1%，仍不足以成为香港的新经济支柱。因此，香港亟需寻找新
的经济发展引擎，切实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不断加大扶贫、安老、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扶持力度。以特区政府
2021 年的施政报告为例，特区政府用于医疗和社会福利的经常开支，在四年间增幅分别达到 53%、
62%。 
    “香港面对贫富悬殊（问题），也是一个国际资本、国际人才汇聚的地方，竞争非常激烈。只有
发展，才可以解决我们内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蔡冠深说。 
    从一个小渔村崛起成为全球知名的贸易中心及金融中心，一直以来，香港采用了以公共交通及铁
路带动的高密度紧凑型城市发展模式，有效利用紧绌的土地资源，建成了一个世界级的大都会，累积

了成功的城市发展经验。 
    随着香港的核心商业区发展日趋饱和，土地供应不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日益加剧。然而，由
于缺乏完善的交通基建配套，新界大部分的土地仍未开发。香港融入大湾区势在必行，毗邻深圳、有

着丰富土地资源的新界北，更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优势。为此，香港特区政府此前提出了

未来 20年建设“北部都会区”的宏伟蓝图，备受外界关注。这一建议的亮点是港府首次打破了传统
规划布局，全面规划新界北用地，拆墙松绑，加快造地建屋。 
    根据北部都会区发展规划，该区将有 250万人居住。科创将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引擎，区内可提
供 65万个就业职位，科创产业职位占 15万个。这意味着，未来数十年后，香港将有近三分之一人口
居住于“北部都会区”，打破香港长期以来的地区、产业结构的失衡格局，并且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

引擎。 
    在蔡冠深看来，北部都会区为香港的长远发展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整个新界北变成北部都
会区，把我们的创新科技、创意产业，还有居住的用地、环保的因素全融在一起。” 
    “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尽快把它落实，解决一部分的深层次问题。更重要的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共同把大湾区的建设做好，（香港）能够发挥引领作用，我认为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可以从‘危机’变

成‘契机’。”蔡冠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