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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舊路徑依賴 港發展須新路向  

 

4 月 15 日，特區政府舉辦 2024 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中央港澳

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以視頻連線方式出席並發表

主旨致辭。夏寶龍主任指出，今天的香港，有國安法律護航，終於迎來了全力拚

經濟、謀發展的最好時期。並對香港實現由治及興提出「五個需要」，當中明言

「要主動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跟上時代發展步伐，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在變

局中打開香港發展的新天地。」 

 

夏寶龍主任提出要「識變、應變、求變」，近日在香港輿論場引起廣泛共鳴與探

討。面對外部環境愈加複雜，科技升級加速迭代的世界大環境，如何探索出一條

適合香港的新發展路徑，無疑是實現由治及興的關鍵所在。 

 

夏寶龍主任在致辭中強調，「『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一個企業的成長，

一個產業的壯大，一個地區的發展，必須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順時而為、順勢

而為，才能有安身立命之本，才能做發展的常青樹。」這正正說明了香港如今面

臨的挑戰：香港經過多年的積累和發展，在金融、貿易、法律、專業服務等領域

取得充分的國際認可。但如何利用好上述優勢，為香港下一階段的發展開拓出新

路徑、新方向，是香港需要攻克的重大課題。 



 

跳出「舒適圈」創造新優勢 

 

正如夏寶龍主任所言，「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勞永逸

的。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發展中創造的，同樣也要在發展中去鞏固、去提

升。」 

 

古語有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回望國家經過改革開放 40 多年的快速

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傲人成就，創造了經濟增長速度冠絕世界的奇跡。但國

家並未一味依賴既有的發展路徑，而是因勢而變，提出了透過挖掘新質生產力，

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經濟結構轉型重大戰略。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亦需要應對世界格局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生產模式

可能發生的重大轉變。面對美西方對中國敵意越發強烈，人工智能催生的生產力

以指數級速度與日俱增，沒人敢說現時的香港優勢可以一直保持。香港需要敢於

跳出「舒適圈」，不依賴現時的發展模式，創造出新的香港優勢。 

 

夏寶龍主任的致辭，亦為香港發展開出「貼士」，他指出，「香港由治及興本質上

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大家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

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

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敢於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

情，不斷突破自我、大膽創新，努力實現香港發展的迭代更新、轉型升級。」 



 

夏寶龍主任所給出的解決方法躍然紙上，便是希望香港可以利用好自身優勢，挖

掘出更多新質生產力，以完成香港的經濟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香港過去的成

功，無疑令香港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對於新事物、新理念、新方向，會

習慣性地用固有思維去看待。 

 

對此，有一個例子值得香港社會思考：10 多年前，當國家大力推動發展新能源

汽車，世界範圍鮮有人預見，中國新能源汽車能夠發展至今時今日的規模和水

平，更多是對政策與措施的質疑乃至冷嘲熱諷。如今國產新能源汽車遠銷全球，

成為了國家科技發展、經濟增長的一張亮麗新名片。 

 

回到香港，我們有充足的科研人才儲備，社會具備較為成熟的環保意識，更有發

達的資本融資市場，完全有條件圍繞環保產業，推動研發環保新科技。隨着電動

車越來越普及，電池回收成為全球面對的一大課題。特區政府可針對性地與科研

機構及相關企業展開對接和合作，推動電動車電池回收技術的研發，並在香港應

用示範，從而催生出一系列以環保、可持續為核心競爭力的新產業。 

 

惟現時無論是社會輿論，又或是部分人士，往往集中以可用性、可行性的角度思

考問題。例如近期熱議的垃圾收費問題，社會大多聚焦於能否成功推行的討論，

但垃圾收費不止是狹義上的環保議題，更可以推展至新環保產業及相關科技的發

展。若事事都只考慮現成方案，並不利於香港自身發展新科技與新產業。 



 

保持「人無我有 人有我優」 

 

筆者希望，特區政府在「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之下，在制定政策時可兼顧

香港更長遠、可持續的發展，為香港未來可能誕生的新產業、新領域提供更多的

成長可能性。 

 

上世紀 80 年代，鄧小平先生創新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並首先

用於解決香港問題，也讓回歸後的香港擁有了「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

勢，成為今後香港發展的安身立命之本。今天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

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打破固有的路徑依賴，圍繞香港的特點因地制宜，思考新

的發展路向。只有如此，香港才能保持「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獨特優勢，從

而實現由治及興。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