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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湯顯明專員、馮文莊專員、王學成副檢察長，女士們、先生們：

大家上午好！ 

   非常榮幸出席由香港特別行政區廉政公署、廣東省人民檢察院和

澳門特別行政區廉政公署共同舉辦的“誠信專業可創富＂粵港澳中

小企業會議，與在座的各位探討在“十二五規劃＂下珠三角中小企業

的新定位與發展前景。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國家十二五規劃與珠三

角中小企業發展的新環境、新機遇和新挑戰＂。 

眾所周知，“十二五規劃＂是國家在 2011 年到 2015 年經濟社會

發展的行動綱領，它闡明了國家戰略意圖，明確了政府工作重點，引

導市場主體行為。“十二五規劃＂一個特點是將深化內地與港澳的合

作獨立成章，並明確了合作方向、合作領域與合作方式。為內地與港

澳企業的合作發展創造了新的政策環境，也為珠三角中小企業的發展

帶來了難得的發展機遇。下面我想談三點看法： 

 

一、珠三角中小企業發展的新環境 

（一）國際經濟環境 

今年以來，新興經濟體經濟明顯好轉，印度、俄羅斯、巴西等國

經濟增長較快。世界經濟緩慢復甦，基本走出了經濟危機的陰影，國

際貨幣基金組織預計今年上半年全球經濟增長 4.3%。不過，世界主

要經濟體增長動力不足，主權債務危機深化，解決危機的難度依然很

大。流動性寬鬆的局面短期難以改變，全球性通脹壓力會持續加大。

從發展趨勢看，世界經濟復甦的基本態勢雖然沒有改變，但復甦基礎

比較脆弱，復甦進程將漫長而曲折。這將給珠三角中小企業國際化經

營帶來不確定性。 



（二）內地經濟環境 

今年，內地經濟總體保持平穩較快發展，上半年國內生產總值同

比增長 9.6%。物價過快上漲勢頭得到控制，上半年居民消費價格同

比上漲 5.4%。內需拉動作用加大，上半年社會消費品零售總額增長

16.8%，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25.6%，民間投資活躍，投資增長 33.8%。

進出口總額增長 25.8%，進口增長速度高於出口 3.6 百分點，進出口

結構有所改善，貿易順差下降 18.2%。戰略性新興產業發展較快，風

能、太陽能等新能源快速發展，軟體、資訊服務和文化創意等現代服

務業發展態勢良好。信貸增長向常態回歸，社會融資規模基本適度。

今後一段時期，內地經濟的穩定和快速增長，將成為珠三角中小企業

發展的主要動力。 

（三）珠三角中小企業發展狀態 

珠三角地區企業以中小企業居多，以製造業為主，主要從事：電

腦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電器機構及器材製造業、金屬製品業、紡

織服裝業、塑膠製品業等。不少產品佔全球佔有較大的份額。近幾年，

從事服務業的企業開始增多，發展速度明顯加快。今年，隨著全球金

融危機的緩和，珠三角地區中小企業經營狀況明顯改善，企業盈利增

加，運行平穩，但珠三角地區的有些中小企業在 2008 年爆發的全球

經濟危機中曾出現經營困難的局面，反映出當地中小企業存在抗風險

能力較弱的一面。 

 

二、珠三角中小企業發展的新機遇 

首先，“十二五規劃＂為珠三角中小企業發展提供了新的空間。 

一是國家確定了明確的發展目標和戰略。“十二五＂期間，內地

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化改革開放，保障和改善民生，鞏固和

擴大應對國際金融危機衝擊成果。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年均增長

7%,服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提高 4 個百分點，這為以服務

為主的香港及其企業帶來了龐大的商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也將分別增長 7%以上，城鎮化進程會加快，居

民消費結構升級，內銷市場前景廣闊。 

二是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要促進中小

企業發展，將完善政策體系，促進中小企業轉變發展方式，強化品質

誠信建設，提高產品品質和競爭能力。建立健全中小企業金融服務和

信用擔保體系，提高中小企業貸款規模和比重，拓寬直接融資管道。

落實和完善稅收等優惠政策，減輕中小企業社會負責。這些政策既為 



中小企業解決困難，持續發展提供了動力，也對中小企業經營提

出了更高的要求。 

 三是對港澳發展的支持。“十二五＂規劃中第一次將涉及港澳

的內容單獨成章，內容更加系統、具體和有針對性，體現了中央對港

澳的關心，明確了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8 月中旬，

李克強副總理赴港期間宣佈了 36 條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

受到了香港各界的歡迎。內地正在積極落實這些措施，其中，根據澳

門的特點，部分措施也將適用於澳門。 

其次，CEPA 為珠三角中小企業發展創造了新的條件。 

《安排》是內地對外簽署、全面實施並最早接受世界貿易組織審

議的自由貿易協定之一。通過不斷地補充和完善，《安排》及其 7 個

補充協議已經形成了對港澳較為系統的開放體系，是內地開放程度最

高的自由貿易協定。 

內地自 2006 年 1 月 1日起對原產於港澳的產品全部實行零關稅；

服務貿易領域逐步擴大開放，對香港開放領域達到 44 個，優惠措施

累計 278 項；對澳門開放領域已達到 43 個，優惠措施累計 262 項，

貿易投資便利化內容豐富。 

香港中小型服務業企業是 CEPA 的直接受惠者。隨著內地降低了

外商投資商業、物流等行業的最低註冊資本要求等准入門檻，大量中

小型香港服務業企業紛紛到廣東投資。這為港澳中小企業到內地發展

創造了條件，提供了新的發展空間。為港澳中小企業與內地製造業結

合，發揮自身在生產管理、市場行銷等方面的優勢，提供了機遇。 

二是到“十二五＂末期內地對香港澳門基本實現服務貿易的自

由化。 

按照世界貿易組織服務貿易分類標準，內地對香港服務貿易的開

放部門已經達到了 145 個，佔世界貿易組織服務貿易部門分類 160 個

總量的 90.6%。內地對澳門的開放情況與香港大體相同。香港已是內

地對外開放程度最高的地區，為達到“十二五＂末內地對香港基本實

現服務貿易自由化，內地還會加強以下工作： 

一是擴大開放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內地對香港服務貿易的開放部

門，提高服務貿易部門的開放比例，從而在從廣度上對香港服務貿易

基本實現自由化。到時，內地對港開放程度將是世界上開放程度最高

的自貿協定。 

 

 



二是進一步增加開放深度。內地對香港已全面開放的部門共 84

個，尚有 61 個部門屬於部分開放。我將進一步擴大開放幅度，在深

度上進一步深化內地對香港的服務業開放。 

第三，珠三角地區的區域合作為本地中小企業發展搭建了新的平

臺。 

珠三角是內地發展較快，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粵港澳框架協

定為珠三角地區的中小企業發展搭建了新的平臺。 

一是經濟進一步融合，分工進一步明確。2010 年 4 月，廣東和

香港簽署了《粵港合作框架協定》，雙方在基礎設施建設、現代服務

業、科技創新等八大領域開展合作。2011 年 3 月，廣東和澳門簽署

了《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在開發橫琴島、產業協同、文化創意

等六大領域開展合作，在兩個框架協定內都明確了合作原則和經濟發

展定位，建立了工作機制，明確了內地與港澳的分工，將有利於推動

珠三角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是制定了具體的發展目標、任務和政策支援。兩個框架協定明

確提出要在珠三角地區打造亞太地區最具活力和國際競爭力的城市

群，率先形成最具發展空間和增長潛力的世界級新經濟區域。並且提

出了落實目標的政策方向，這為發揮廣東、香港、澳門各自的優勢，

加強在這些領域的合作提供了制度保障。也為珠三角中小企業的發展

創造了有利的營商環境，為企業帶來了商機。 

 

三、珠三角中小企業發展的新挑戰 

（一）珠三角中小企業迫切需要向微笑曲線兩端發展。 

珠三角地區改革開放早，不少中小企業抓住了機遇，在當地發展

壯大，成為了國際化的大型企業。但是，也有不少企業長期維持不變

的經營模式，重生產，輕研發和行銷，更有一些企業從事著低水準的

加工活動，產品技術含量低，沒有自己的品牌。這類企業多次在金融

危機中飽受煎熬，這類企業迫切需要轉型升級，一方面向產品價值鏈

的前端發展，加強產品研發，提升產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向產品的行

銷、品牌環節發展，擴大利益空間。這是企業提高競爭力，保持長遠

發展的客觀需要。“十二五＂規劃既為企業長遠發展提供了條件，也

對企業轉型升級指明了方向。 

（二）珠三角中小企業迫切需要提高開拓國際市場的能力。 

珠三角地區的中小製造企業數量多，長期以來，多以加工貿易為 



主，產品外銷比例大，對國際市場依賴程度高，以往主要依靠國外的

行銷管道，迫切需要提高開拓國際市場的能力。珠三角服務企業大多

是中小企業，這類企業地域性較強，輻射能力弱，難與大型跨國服務

企業相競爭，面臨著日益深入的國際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挑戰，迫

切需要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力。 

（三）珠三角中小企業迫切需要優勢互補、分工合作。 

珠三角地區經濟起飛較早，產業集聚程度高，門類齊全，形成了

許多較為完善的產業鏈，具有產業配套能力強，生產效率高、成本相

對較低的優勢。港澳企業具有熟悉國際市場規則、對外聯繫密切的優

勢。兩地企業需要發揮各自的優勢，加強分工合作，共同推動產業結

構的優化升級。 

女士們、先生們： 

未來幾年，珠三角中小企業將迎來新的發展期，政策環境將得到

極大改善，發展機遇也是前所未有。我們有理由相信，只要珠三角三

地企業加強合作與互動，共同應對挑戰，一定可以做到 “誠信經營

可創富＂。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