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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特 區深 圳 特 區 4040年年

深圳經濟特區於8月26日迎來成立40周年的大喜日子。港商是最先響
應國家政策的號召，到深圳投資和參與建設的先行者，對特區改革發展起
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無論是首批從事 「三來一補」 （來料加工、來件裝配
、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的簡稱）的製造業港商，還是近些年從事設計、財
務、法律服務的現代服務業港商，都在不同歷史時期抓住了深圳乃至國家
的發展機遇。40年轉瞬即逝，大浪淘沙，港商也在更新換代，求新求變。
新老港商奮勇拚搏，與深圳互相成就，為深圳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大公報記者 李昌鴻、何花

港商與深圳的
情緣可以追溯到經
濟特區成立之前。
1978年，來自香港

東雅公司的潮汕籍商人鄭可明跨
過羅湖橋開始，源源不斷的港商
來到深圳投資。港資為深圳經濟
發展帶來資金、技術和新模式。
多年來，深圳也以豐厚的利潤回
報着港資企業。

助深打造科技之都
改革開放初期，港商帶來的

「三來一補」 ，使深圳在農業經
濟向工業轉型時期走在全國前列
。90年代， 「三來一補」 的代工
模式後期，也是一批從事電子元
器件裝配的港商最先發現了這種
經濟模式的弊端。他們對於高科
技人才的渴求，在隨後的十餘年
中激勵着深圳追逐高新技術，轉
型 「科技之都」 。40年來，深圳
GDP由1.96億，增加到2.4萬億
，增長1萬2千倍。港商的代工逐
漸退出，取而代之的盈利方式是
自主研發、創新設計和專業服務
。至今，在深圳全市6萬多家外
資企業中，港資佔比仍超過60%。

未來，深圳被國家賦予了 「
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的重
任，在大灣區建設中，也將擔當
先鋒。在這些國家布局的戰略中
，充滿了機遇和挑戰。90後港商
郭瑋強說，希望能 「以香港所長
服務國家所需」 ，與深圳共同成
長，為企業轉型探新路，為大灣
區建設貢獻 「香港力量」 。

記者 何花

深港兩城 雙總部策略 港商父子 與深圳結緣
回顧深圳特區40年的發展，許多港商不僅

與特區一起成長，自己的下一代也與深圳有了不
解之緣。上世紀80年代初，港商陳少平傳統建
築行業起家，將玻璃幕牆工藝從香港帶到深圳。

2018年底，
兒子陳慶峰
將自己的電
競公司從上
海遷到深圳
。現在，陳
家父子二人
在深圳經營
着各自的企
業。

在1983
年改革開放
之初，陳少
平註冊了香

港雄豐工程貿易公司，承接了深圳當年的代表性
建築：53層的國貿大廈以及深圳灣大酒店的玻
璃工程。深圳項目的成功，讓陳少平挖到人生的
第一桶金。那時，這個與香港隔海相望的小漁村
還是一片荒涼。 「現在深圳已完全不是40年前
的樣子，但我們仍然覺得它是年輕人創業的首選
城市。」 陳少平說，也正因如此，2018年底兒
子陳慶峰創辦了深圳市世競體育文化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世競體育」 ）。

「從創業起，父親就建議我可以考慮回深圳
發展。」 儘管父親不懂電競，但他認為騰訊總部
位於深圳，有着天然的優秀土壤；此外，深圳年
輕人群體眾多，大灣區的建設更擴大了行業市場
。最終，陳慶峰選擇和父親一樣在深圳創業。總
部從上海遷到深圳後，公司業務從俱樂部擴大
到電競賽事、直播經紀、娛樂內容運營等全產業
鏈，並拿下了兩大騰訊賽事的授權，成為深圳乃
至大灣區首屈一指的電競企業。 記者 胡永愛

•香港在深圳新
設企業超1000個

•合同外資約12
億美元，實際使
用外資約14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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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深圳新
設企業近1600個

•合同外資超90
億美元

•實際使用外資
約4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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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深圳新
設企業近1500個

•合同外資約45
億美元

•實際使用外資
約26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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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手記

港商在深圳的第一

中國內地第一家
麥當勞
•1990年10月8
日，由港商文伙
泰投資的中國內
地第一家麥當勞
餐廳在東門開業

第一個走過羅湖橋的港商
•1978年，香港東雅公司鄭可明從香港跨過羅湖橋，在
深圳文錦渡的鐵皮房裏，建起了一家對外出口手袋廠。

成為改革開放
後第一個投資
內地的港商

深圳第一所
中外合資賓館
•1981年，由港
商劉天投資的竹
園賓館開業

世界第一大規模的
高爾夫球會
•1992年，由港商朱
樹豪在深圳建立的觀
瀾湖高爾夫球會

中國內地首個商品房小區
•1980年由港商投資的東
湖麗苑開工，以港幣標
價，折合人民幣約5
萬元一套

中國內地第一家
外資銀行
•1982年1月9日
，新中國引進的
第一家外資銀行
——總部位於香
港的南洋商業銀
行深圳分行開業

記者何花整理

多年來，港商一直都將深圳作為開拓內地
市場的橋頭堡。作為90後新港商，Ejj Jewellery
珠寶設計公司的創立者邵燕寧自然也不想放棄
這樣的機遇。

深圳因其 「年輕」 的氣質，將不僅是開拓
大灣區市場的首站，深圳本身的市場也值得深
耕和研究。她預計，未來大量的港商都會選擇
「香港＋深圳」 雙總部的策略。

「內地市場大，這對每個港商都是最大的
吸引力。」 邵燕寧舉例，深圳人平均年齡為32
歲，常住人口中就業人口在7成左右，千萬級的
年輕白領群體，讓深圳成為珠寶產品客戶最集
中的一個城市。整個大灣區的珠寶市場規模超
過6000億人民幣。 「本來在疫情之前我們已經
在籌劃增加對深圳公司的投資，不過，疫情只
是推慢了節奏。疫後市場的開拓，深圳也會是
重點。」

在前海，Ejj Jewellery公司享受到了商業

配對服務和辦公場地的支持，邵燕寧本人也即將
成為深圳市認定的 「孔雀計劃」 人才，享受人
才補貼。邵燕寧說，許多港商對香港和深圳各
自的優勢資源配比後發現，採用「雙總部」策略
將會是不錯的
選擇。

此外，在
時尚產業領域
，大灣區各地
政府都積極提
供了一系列孵
化項目的政策
支持。在深圳
市場的經驗將
為創業者進入
其他城市提供
借鑒。
記者 何花

▲港商陳少平和陳慶峰父子
大公報記者胡永愛攝

▲90後邵燕寧，將故宮城牆紋飾加
入耳環設計（小圖） 受訪者提供

▲上圖為建設中的深圳羅湖區，下圖為2018年5月無人機拍攝的深圳羅湖區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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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香港成立的嘉瑞集團，
看到中國經濟起飛，製造業快速發展，
便在1986年赴深圳打拚，在白芒關附近
租廠發展壓鑄業務。年逾六旬的創始人
李遠發回憶道： 「公司當時一個工人一
天只要五塊錢，很多人搶着來做。」
1998年，嘉瑞集團引進香港第一台鎂合
金壓鑄機，開始涉足鎂合金壓鑄技術和
產品應用的研發，於平湖廠房實現鎂合
金壓鑄規模化生產，逐步成為業內領先
服務商。

老廠家不斷提高效率
如果嘉瑞集團選擇深圳是看好低廉

的土地和人工成本，那麼年輕港商邵燕
寧則更青睞內地廣闊的市場和濃郁的創
新氛圍。現年27歲的邵燕寧在深圳創立
了一家名為Ejj Jewellery的珠寶設計公
司，她告訴大公報，40年前，內地購買
力較低，像我們這種設計類企業肯定不
會來深圳，但2010年以後，僅粵港澳大
灣區就有7000多萬的富裕人口，購買力
的增強讓金飾需求有了上升空間。數據
顯示，202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珠
寶消費市場。 「我對深圳的市場前景很
樂觀。」 邵燕寧說， 「再加上大灣區，
機遇會更多。」

投資運營方面，嘉瑞集團在深圳和
惠州分別設有500人和4000人的工廠，
購置大量的生產設備，投資巨大。不過
，2005年後，隨着公司推進工廠轉型升
級和自動化，引進了10多台自動化壓鑄
機器人，總投入最低1000多萬元人民幣
，生產效率有了大幅提升。

年輕港商靠創意突圍
和重資產運營的老港商不同，新港

商以服務業見長，不少公司租小單間寫
字樓、聘請幾人或者十多人便可以運營
。邵燕寧告訴大公報，Ejj Jewellery在
香港店舖和辦公室租金1個月近6萬港幣
，成本高，但在深圳前海二元橋租面積
約30平方米的辦公室，獲得政府補貼後
租金僅8000元人民幣，聘請4位員工，
成本壓力並不大。

近十多年來，隨着深圳人工、土地
、原材料和生活等成本不斷攀升，許多
老港商順應國家發展策略，對企業進行

提質增效。嘉瑞集團為滿足市場對鎂合
金不同性能的需求，聯合哈爾濱工業大
學研發金屬複合材料製作設備、與中國
科學院長春應化所合作研發應用於消費
電子等領域的輕合金材料等，為新能源
汽車、電子、照明、通訊等領域客戶提
供良好的材料方案，從而贏得了他們信
任。

與製造業港商不斷追求技術創新不
同，邵燕寧更看重設計帶來的附加值。
她將3D打印技術引入了珠寶製造工藝當
中，這在香港珠寶製造業中尚屬首次。
「我創業時候的idea就是想做一個年輕

人喜歡的品牌，現在年輕人喜歡內置了
中國文化元素的 『國潮風設計』 ，因此
我多次來內地採風，尋找設計靈感。」
最讓邵燕寧感到自豪的作品是去年與故
宮IP聯名推出的 「鱗紋耳環」 和故宮城
牆紋飾的耳環，她承認，深圳高新技術
產業的發展為她設計帶來了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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