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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奇迹 
 

——访香港中联办主任彭清华 
 

本报记者   宋利彩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年度《中国城市竞价力报告》，香港继续蝉联两岸四地城市

竞争力首位。不仅如此，世界银行对 183 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最新排名中，香港排名第二位。 
  在香港中联办主任彭清华看来，这些成绩是对香港回归 15 周年的最好献礼。彭清华特别提

到几个耐人寻味的现象。1995 年，美国《财富》杂志刊登题为《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预言回

归后的香港将日渐衰落，然而 2007 年依然是《财富》杂志，本着自我纠错的精神发表题为《哎

呀，香港根本死不了》的文章，坦承当年预言完全错误。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香港被国际

投机势力列为狙击对象，而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香港却成为相当一部分国际资金的

避风港，美国《时代》杂志还创立了 Nylonkong(纽伦港，即纽约、伦敦、香港三大国际金融中心)
这个新名词。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香港经济不过一年多就走出低谷，实现强劲复苏，公

共财政持续增长，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 
  彭清华认为，香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既是香港同胞善抓机遇、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结果，

同时也离不开祖国的大力支持。 
  上世纪 60 年代，国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为香港提供鲜活食品和淡水供给；70 年代石油危机，

中央政府扩大国产石汕供港；80 年代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制造业北移，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回归

后，1998 年“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建立，2003 年起，CEPA 及 8 个补充协议、开放内地居民

赴港“个人游”、允许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等重要举措密集推出，“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港澳

单独成章。 
  中央一系列“挺港”“惠港”措施，直接促进了香港经济和发展，例如 2003 年开放内地居民

赴港“个人游”，直接刺激了消费需求，拉动就业，推动香港旅游业率先复苏；又如金融方面中

央支持内地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等，为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提供了新的机遇。截至今年 4 月底，内地在港上市公司 695 家，占港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 58.7%。

“香港在与内地的更紧密联系中，已经成为内地最大的外尚直接投资来源地和内地企业最大的境

外融资中心，去年，香港成为内地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彭清华说。 
  “近年来，内地与香港的合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与以前偏重于引进资金和项目的情况相

比，现在内地省市到香港招商、洽谈服务业、考察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开展人才引进与培训、

联合进行海外推介的多了，这说明，在内地的发展中，香港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多了，扮演的

角色更加丰富多彩了。”。不过，今年以来，在两地往来中出现了个别摩擦现象，引起两地民众的

广泛关注。 
  “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客观原因，不必大惊小怪。”彭清华解释说，两地有着不同的历史境遇、

文化氛围、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也有一定的差距。去

年，内地访港旅客已达 2810 万人次，相当于香港常住人口的 4 倍。如此大规模的人员往来，有

一些摩擦在所难免。这些矛盾和摩擦，绝不是两地交往的主流。 
  解决存在的问题，彭清华提出，是要正确看待和尊重彼此差异，相互体谅，相互尊重，做到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二是要理性做好疏导工作。对一些偶发事件要客观解读，理性分析，积极

疏导，而不要意气用事，无限放大，火上浇汕，甚至因噎废食；三是要完善合作机制，加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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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 
  “两地深化交流合作是大势所趋。不能因两地交往中发生一些个别事件去夸大矛盾，否定两

地合作交流的巨大成果，也不会因此而改变两地经济发展融合的大趋势。”彭清华说。 
  “我相信，只要香港各界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抓住国家‘十二五’机遇，同

心同德，开拓进取，香港就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在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新的贡献，创造新的辉煌。”彭清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