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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國際論壇 2016  

“「十三五」規劃與供給側改革下的中國經濟–香港的挑戰和機遇” 

 

馮國經博士演講辭 

 

「十三五」時期香港推動創新發展的方向 

2016年11月8日 

 

 

尊敬的王偉光院長、邵善波先生、高培勇院長、各位嘉賓： 

 

  首先非常感謝大家出席由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

院、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主辦，由馮氏集團利豐研究中

心協辦的「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國際論壇」。這是我們三方

第三次合作舉辦這樣一個高質量的論壇，探討國家經濟運行

的趨勢、分析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向。我很榮幸能參與論壇，

談談我對香港在「十三五」時期的發展的一些看法。 

 

創新是「十三五」時期的首要發展理念 

  

  「創新」是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動力。當今世界，

越來越多國家將推動創新作為公共政策的主要內容；而國家

「十三五」規劃，亦將「創新」列在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大

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使國家的經濟發展的主要

模式，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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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供給側改革，正是實現創新驅動的重要策略，從供

給結構出發，提高供給的質量、擴大有效供給，使供給結構

能匹配不斷提升的需求結構。 

 

  在我看來，推動經濟發展模式從投資驅動轉型為創新

驅動，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根本性飛躍；若成功實現，

將能使中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長遠、可持續的繁

榮。 

 

  因此，國家「十三五」規劃將創新作為未來 5年的發

展方向，讓我感到興奮和鼓舞；同時，也讓我思考：在國家

的創新大潮中，香港該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在此，我想從一個企業家的視角，來看看香港未來推

動創新的方向。 

 

創新不僅僅是基礎研發 

 

  提到創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科技研發。其實，創

新的含義非常廣泛，包括科技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社會體

制創新等等。其中，科技創新是社會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往

往成為商業模式創新、體制創新的催化劑，為社會發展的進

程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香港地方雖小，但其實並不乏科研人才。大家熟悉的

徐立之教授、陳繁昌教授、葉玉如教授、任詠華教授等，都

是全球頂尖的科學家。事實上，香港還有不少像他們這樣的

科學家，通過科研以及對科研人才的培養，為香港奠定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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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創新的基礎。 

 

  不過，科技創新雖來源於基礎性研發，但也超越了研

發；科技創新要造福人類，需要將研發的成果應用到經濟、

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需要將科技創新融入到產業鏈之中、

融入到整體經濟發展當中。 

 

  今天，不少科研成果已經具備全球流動的特性。例如， 

Google 的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體系

便是來源於 Deep Mind, 一間英國的企業；大家使用的蘋果

手機中的很多核心技術，其實是通過併購等方式從美國以外

的國家引進的。全球無人機產業的領先者、深圳大疆的創辦

者汪濤，亦是由香港科技大學培養的科技人才；他在香港科

技大學的畢業研究項目，便是今日大疆無人機的原型。 

 

  可見，研發成果在哪裡誕生，有時並不重要；要奪取

產業的制高點，既需要領先的科技研發能力，但更在於將科

研的成果產業化、並佔領市場。 

   

香港應更重視科研成果的市場應用——產品迭代創新及商

業模式創新 

 

  也就是說，香港要發展科技創新，並不僅僅是讓年輕

人到實驗室裡去埋頭做研發。從香港自身的特點和條件來看，

我認為香港更應該重視科研成果的市場化應用，將科研成果

---既可能是香港本地研發的，也可能是從境外、尤其是從

內地引進的科研成果---打造成產業鏈條，並推向世界各個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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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來看，推動科研成果的市場化應用，香港有兩個

方面可以發力。 

 

 其一，是產品的創新，即是將科研成果商品化，利用

科研的成果來改變產品的性能、形態，甚至創造出全所未有

的新產品，開拓新的市場。 

 

  其二，是應用創新技術來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商業模

式，便是企業創造價值的邏輯；商業模式創新簡單來說便是

改變做生意的方式。而新的科技，往往是商業模式創新的催

化劑。例如，電子商務的興起、電子支付手段的蓬勃發展，

便是由互聯網的發展所推動的商業模式創新。 

  

  下面，我將分別就香港推動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

談談我的看法。 

  

香港需要為產品快速迭代創新提供適當的發展環境 

 

  在市場條件瞬息萬變的今天，產品創新的模式必須發

生改變。我認為，與市場充分結合的快速迭代創新模式，才

能適應碎片化、多樣化的市場需求。 

 

 在過往，科學家在實驗室裡花大量時間研發一個新產

品，然後批量生產，投入市場；產品是否得到市場認可？很

多時候只能看運氣。 

 

 但今天的模式早已不同。用發明家的話來說，製造出



5 
 

第一個產品原型的過程可看作是“0到 1”的階段。接下來，

是“1到 50”的階段，他們可能需要用手工製作 50件原型；

而再下一階段即是“50 到 50,000”，即生產出 50,000件產

品，迅速投放到市場，並獲取市場的回饋。 

 

 過去，我們關注的主要是“0到 1”的階段。現在，

想要在碎片化的市場中推廣，你就必須快速進入“1 到 50”

的階段，製作 50件樣品來測試市場反應，吸收回饋，重新

設計，並尋找對自己的產品和意念有興趣的合作人和投資

者。 

 

 下一步，你必須以又快捷又便宜的模式生產 50,000

件產品，投放到真正的市場環境中，迅速收集回饋，然後改

善產品、繼續創新。若產品能進入到生產超過 50,000件的

階段，你就不必擔心了 —— 自然會有大企業幫你批量生

產。 

 

 可見，在迭代創新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超越“0到 1”

實驗室研發階段，走到“1 到 50”和“50到 50,000”的市

場測試、產品反复迭代創新階段，最後才是批量生產。 

 

 對香港而言，從“0 到 1”實驗室研發階段，我們雖

也有不少頂尖人才，但由於無國防科技、重型科技的支持，

並非香港的強項。不過，根據市場的需求對研發產品做出迭

代創新，香港卻有條件做到。 

 

 作為自由港及全球重要的流通樞紐，香港可以方便收

集科技發展資訊，接觸到有市場開發潛力的新研發成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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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香港的全球貿易網路和國際貿易展覽會等也能幫助創客

們接觸世界各地的消費者，瞭解市場需求的變化。更重要的

是，香港人頭腦靈活、善於根據市場變化進行調整，適應市

場需求。 

 

而從內地的角度來看，隨著產品與市場的距離越來越

近，產品的創造者需要有效的、可靠的知識財產權保護——

這正是香港可以提供幫助的地方。 

 

 我認為，在產品創新方面，香港可以吸收全球各地，

特別是內地的基礎科研成果，然後根據市場的需求，將之進

行快速迭代創新，使之成為適應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因此，如何為香港參與產品迭代創新提供適當的環境，

值得香港認真思考。無疑，香港已經擁有科技園、測試實驗

室及相關的設施。但我們還需為創客空間等新經濟形式的發

展提供土壤，推動從 1 到 50，再到 50,000的迭代創新過程。 

 

 

香港應致力於商業模式創新 

 

  接下來，我想談談商業模式創新。 

 

在全球化不斷演化、商業環境快速轉變的今天，商業

模式創新越來越成為決定企業成敗的核心因素；如何應用最

新的科創成果來創新我們的商業模式，既是企業贏得戰略性

競爭優勢的關鍵，也是科創造福經濟和社會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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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球供應鏈出現了三大趨勢。 其一，隨著亞

洲等主要生産國的工資上升，未來 30 年，世界將會產生約

30 億新興中產階層，其中很大一部分將集中在亞洲。新興中

產階層的產生，使原來集中於 OECD 國家的消費，開始在全

球擴散，隨之帶來消費全球化的浪潮。傳統的“東方生産、

西方消費”的供應鏈模式，正轉變為 “全球生產、全球消

費”的網絡狀新供應鏈格局。像中國、印度等新興非 OECD

國家正成為全球消費的重要來源---這為全球的企業帶來了

新的機遇和挑戰。 

 

  其二，在供應鏈方向發生改變的同時，供應鏈的模式

也正發生變化。在零售端，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數字化經

濟以及電子商務的興起正在重構整個零售行業，綫上與綫下

服務結合的全渠道模式，將取代傳統實體店，成爲未來零售

業的發展趨勢。這種零售終端發生的轉變，對供應鏈上游的

各個環節均產生巨大影響。我們的全球供應鏈也需要在各個

環節，包括需求預測、生産佈局、庫存管理、倉儲和物流、

分銷模式、以及技術整合等環節，尋找新的解決方案，將線

上的流通渠道與傳統的線下渠道緊密結合，形成全渠道的供

應鏈新模式。 

 

 第三個重要趨勢就是，隨著非 OECD 國家的崛起以及

電子商務在這些國家的飛速發展，正使更多的中小企業、甚

至微型企業參與到全球供應鏈當中。過去，我們很多外貿企

業，主要是為比較成熟、組織完善、並擁有良好支付系統的

企業、特別是 OECD 國家的大企業服務。而現在，在中國、

印度、及“一帶一路”沿綫的非 OECD 國家中，數以百萬計

的中小企業、微型企業正成為主角；他們的採購、分銷、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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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物流模式，與我們早已熟悉的歐美的成熟模式有非常大

的不同---這無疑為供應鏈管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上述三大趨勢，為全球供應鏈管理帶來了全新的挑戰，

但亦為敢於創新商業模式的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如何通

過互聯網及移動通訊科技在商業領域的應用，通過商業模式

的創新，有效適應這三大趨勢，並高效地為全球新興的中產

階層、為大量的中小型、甚至微型企業服務，正是未來商業

模式創新的關鍵。 

 

 事實上，香港發達的傳統實體分銷和零售網路仍然非

常重要，若能與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相結合，將可以形成強

有力的商業模式。 

 

值得強調的是，商業模式創新所帶動的新經濟浪潮，與

傳統經濟有很大的不同。新的經濟模式的發展並不需要大量

土地、資源或大批量生產，而是通過新思維、新模式、新渠

道，在新的市場中創造價值，這讓中小企、微型企業、甚至

個別創業者都有機會參與全球競爭；而 香港的 80後、90後、

00 後或更年輕的年輕人，都可以在新經濟浪潮中分一杯羹。 

 

   

總結 

 

  總結而言，我認為，與基礎性研發相比，香港在科創

成果的市場化應用---包括上述提到的產品創新、和商業模

式創新兩方面---更有優勢。香港發達的金融體系、廣泛的

國際市場網絡、完善的法律體系、自由靈活的市場體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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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推動科創成果與市場的結合。尤其是香港人善於“執

生”的靈活頭腦、善於開拓新市場的能力，完全能發揮科研

與市場之間的“接駁器”的功能，協助內地的科研成果轉化

為產品或商業模式，推向市場，在全球發揚光大。 

 

  各位嘉賓，改變世界的，從來都是年輕人。創新是「十

三五」時期國家發展的主題；如果香港的年輕人能找到國家

的科研成果與市場的結合點，大力推動產品迭代創新和商業

模式創新，將既能協助國家科研成果的市場化應用，也能為

香港經濟開拓新的增長點、為年輕人創造新的發展空間。 

 

謝謝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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