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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国际化是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条件和手段。新加坡、 香港的经济发展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实行了经济国际化 。目前它们已是高度国际化的

国家和地区 。比较他们国际化的经验 ,对广州的经

济国际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 。

经济国际化 ,从静态方面讲 ,是指一个国家或

地区与他国经济相联系的一定程度;从动态方面

讲 ,是指达到一定经济联系的发展过程 ,它包括市

场 、生产 、资本和技术四个方面的国际化。跨国公

司的发展 、区域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是当今经济

国际化的主要体现和发展趋势 。

经济国际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

要条件和手段 ,它不仅是一种“引进来” ,给一个国

家或地区带来市场 、资金 、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 而

且也是一种 “走出去” , 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

参与国际竞争。

经济国际化主要是经济自然扩张的要求和结

果 , 但政府的政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国际

化会起到重要的影响 ,具体的情况不同 ,政府政策

也不一样 。新加坡与 香港是当今世界经济高度国

际化的国家和地区 ,但在经济国际化过程中 ,两者

政府的做法有明显的不同 。

一 、 香港 、新加坡经济国际化比较

(一) 香港 、新加坡经济国际化水平的比较 。与

一般的经济国际化国家和地区相比 , 香港 、新加坡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具有以下特点:

1 、市场国际化程度特别高

香港 、新加坡都是港口城市 , 自然资源 、市场

有限 ,其经济成分中 , 对外贸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 。新加坡在 1990年时 , 外贸依赖程度(出口额

[不含转口贸易] 与当地国民生产总值之比 ,下同)

为 152%,香港则为 44%, 而一般国家的外贸依赖

程度仅为 20%。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 两地的外贸

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 , 以香港为例 , 1995年香港

的外贸依赖程度已达到 144%。

2 、资本的高度国际化 ,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高

香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 ,在其经济中 , 目前

英资 、华资(香港当地华人资本)和中资(中国大陆

资本)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新加坡由于地小 、资

金缺乏 , 在其发展中 , 主要利用外资 , 以制造业为

例 , “1985年 , 新加坡的外商独资和外商合资业的

毛产值 、纯增值 、职工人数和直接出口额分别占新

加 坡制造 业的 79.3% 、 76.6% 、 66.5%和

88.6%” , ①到 1995年底 ,新加坡制造业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累计为 557亿美元 ,其中外资占 74%,新

加坡只占 26%。②作为资本国际化的一个方面 ,随

着自身经济的发展 , 香港 、新加坡也开始大量向海

外投资 ,其主要投资对象是邻近的中国大陆、马来

西亚 、泰国和印尼等。

3 、金融国际业务高度发达

金融国际业务属于外贸中的无形贸易部分 ,

鉴于 香港 、新加坡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服
务业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故在此单列。两地金融

服务业的特点是国际金融机构多 , 业务量大。到

1996年 3月 ,在香港 185家持牌银行中 ,有 155家

为在海外注册的外资银行或外资占主要部分的银

行 。世界 100家最大的银行中有 85家在香港设立

了分支机构 , 在业务上 , 其存 、贷款规模为亚洲之

最 。此外 , 香港还是世界第七大股票市场 、第四大

外汇市场和四大黄金市场之一 。在新加坡的金融

业中 , 到 1990年底为止 , 新加坡 35家完全许可银

行中 , 22家为外资银行 ,此外 ,还有 14家限制性银

行 , 92家岸外银行 , 100多家财务公司和保险公

司 。新加坡外汇业务十分发达 ,是亚洲第二大外汇

交易市场 ,仅次于东京 。

以上从静态方面对 香港 、新加坡两地的经济

国际化水平进行了比较。从比较可以看出 ,两者在

香港、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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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国际化水平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差别

不大。但如从动态方面来考察 ,即从其经济国际化

的发展过程来看 ,则二者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这

主要表现在两者政府在经济国际化中的作用不同。

(二)、 香港 、新加坡经济国际化经验比较

1 、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

在香港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 , 香港政府奉行

的是一种积极不干预政策 , 即尽可能地让市场机

制发挥作用 , 在市场失效的方面进行必要的合理

的干预 ,把重点放在提供服务上 。积极不干预政策

是 1977年由香港财政司官员夏鼎基在香港立法

局正式提出来的 ,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维护市场的自由运作 。A 、商品货物自由

进出。在对外贸易方面 ,香港对进出口商品一般都

不收税;只对烟 、酒 、甲醇 、炭氢油 、若干不含酒精

的饮品和极少数商品 ,才课以进口税 ,对出口商品

则完全不征关税 。不仅如此 ,而且香港出口商品的

手续十分简单。B 、人员 、资本进出自由。香港法律

规定 ,凡是在香港有居留权的居民 、投资者和持有

效旅行证件的人士等都可自由进出香港;任何国

家和地区的人 ,只要遵守香港法律 ,均可与当地居

民一样在香港买地建屋办企业;外汇 、黄金也可自

由进出和买卖。C 、香港企业自主经营 、自由竞争 ,

每个企业享有充分的经营自由 。

(2)实行必要的 、合理的干预。当出现下列情

况时 ,香港政府将实行必要的、合理的干预 。A 、由

于市场不完善而引致垄断情况出现;B、市场增长

过快以致常规无法加以控制;C 、为公共利益着想

而需要加强监督;D 、某些人毫无限制地追求个人

利益的行动对总体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港府对经

济的干预主要表现为:A 、通过立法把经济部门的

活动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B、通过港府行政框架

中司署处与专员等职能部门进行监督;C 、通过官

方及民间经济机构对经济部门进行约束与监督;

D 、 通过官方咨询机构对经济政策提供意见和建

议;E 、通过官方各项经济报告传达政府的经济计

划;F 、通过经济制度(如税制)干预经济 。

(3)、提供各种服务 ,协助和促进香港的对外贸

易和投资 。A 、通过官方和半官方机构等向海外介

绍和宣传香港;B 、为香港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和投

资提供信息和政策咨询;C 、为企业对外贸易提供

信用担保;D 、制定和完善商品和服务检验标准 ,提

供技术支援;E 、完善基础设施 ,改善投资环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

政策就是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的适度干预 、提供服务

有机结合 ,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有力地促进

了香港的对外贸易与投资 ,促进了其经济国际化。

2 、新加坡政府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

积极引导和扶植其经济国际化

在新加坡的经济国际化过程中 , 新加坡政府

发挥了积极作用 , 这主要表现在新加坡政府不同

时期的发展战略上。

(1)1965-1969年 , 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 , 利

用外资 , 发展重点产业 , 开拓国际市场 , 新加坡从

建国之初 , 就根据新加坡的地理资源条件 ———城

市岛国 、资源贫乏、市场狭小———制定了相应的发

展战略 ,即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 , 主要

就是选择重点扶植产业 , 实现国家工业化 。为此 ,

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A 、建立实施

工业化战略的具体机构。成立“经济发展局” ,代表

国家推行工业化战略;设立“国家生产力中心” ,为

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训练计划 , 促进生产力的提

高和良好工业系统的建立 。B 、选择重点产业。新加

坡选择了船舶制造 、石油精炼、金属加工和机器制

造等工业部门作为重点扶持部门 ,推进工业化 。C 、

制定各种法案 , 吸引外资和鼓励出口 。制定了“经

济发展奖励法案” , 规定对制造出口产品的所得税

给予优惠;对那些投资额大 , 或还本期长 , 或技术

程度高的工业企业 , 免税期延长至 10年;对当地

需要发展的工业 , 可不受投资额的限制取得新兴

工业的地位 ,免缴 5至 10年的 40%的公司税。D、

开辟亚洲美元市场 , 为新加坡成为亚洲国际金融

中心奠定了基础。新加坡政府的发展战略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选择扶持的重点产业成为了新加坡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工业化基本完成 , 对外贸易

成为了新加坡的支柱产业 。

(2)1970-1990年 ,实施科技发展战略 。进入

70年代以后 ,受国际市场的影响 ,新加坡的产品出

口一度不景气 。为此新加坡制定了科技发展战略 ,

促进企业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发展高科技 ,加强

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巩固和扩大国际市场 。为

实施科技发展战略 ,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和措施。在前半段 ,政府的精力主要放在技术人员

培训 、增加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上;后半段 ,新加

坡根据技术的发展 ,重点选择了电子 、信息和生物

工程产业作为扶持对象 ,实施高科技战略 。为了发

展高技术产业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许多税收优惠

措施 。这些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新加坡不仅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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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国际市场不景气影响 , 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势头 , 而且高技术产业成为了新加坡的新的支柱

产业。

(3)1990年至今 ,实施“三化一中心”战略。随

着经济的发展 , 新加坡的发展战略愈加完善。90

年代初 ,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三化一中心”(即国际

化 、自由化 、高科技化和服务业中心)战略 。明确提

出 ,经济国际化就是要扩大与外界挂钩的领域 ,加

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其主要内容有:争取更多的

跨国公司来新加坡投资 , 争取更多跨国公司把新

加坡作为本地区的营业中心或营业总部;加强海

外投资 , 鼓励新加坡本地企业在海外设立分公司;

加强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经济合作 。为了

促进经济国际化 ,新加坡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 ,如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奖励企业向海外投资 ,为向

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政府担保 、实行减免税等 。

新加坡各个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 , 取得

了明显的成就 , 有力地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国际

化 。现在新加坡已成为经济高度国际化的国家 。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 , 香港和新加坡在

其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具体做法是不同的 。香港

的做法是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及制定具体

的制度 ,实行尽可能的自由化 , 让香港经济和世界

经济得到最大程度的交流;而新加坡除提供良好

的基础设施以外 , 还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有重点

地扶持一些产业 ,开拓国际市场 ,促进其经济国际

化 。 香港 、新加坡两地经济国际化的经验对广州的

经济国际化建设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 、中国香港、新加坡经济国际化经验对广州的启示

(一)广州经济国际化的水平及其限制

1995 年 , 广州国民生产总值为 1243.07亿

元 ,出口为 34.38亿美元 ,合 546.5425亿元 ,外贸

依赖度为 44%。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344.98亿元 ,

其中外资 146.45亿元 ,占 43%(以上数字取自《广

州年鉴》)。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 ,广州的经济国际

化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但也存在不足 ,表现为结构

不对称:引进资本多 , 对外输出资本少;引进技术

多 ,出口少。广州经济国际化的发展 ,不仅受广州

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 而且要受到整个国家宏观

政策的限制 ,不能象 香港 、新加坡那样政府可以自

主决策 ,但广州仍可借鉴两地的经验 ,推进其经济

国际化 。

(二)借鉴 香港 、新加坡经济国际化经验 ,提高

广州经济国际化水平

(1)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 。 香港和

新加坡政府虽然在促进其经济国际化过程中做法

有很多的不同 , 但有一些是共同的 , 即都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 , 如便利的交通和通讯、

良好的社会秩序 、优美的环境 、合理的城市功能规

划 、政策信息咨询等 ,广州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不

足 ,需要改进。

(2)选择扶植重点产业 , 提升产业结构 , 保持

和增强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新加坡在经济国

际化过程中 , 为了增强其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

选择了电子 、信息和生物工程作为扶持的重点 ,取

得了明显的效果 。广州作为一个城市 ,在其经济发

展中 , 更可以有重点地扶持有前途且适合广州具

体情况的高科技产业如信息 、电子和医药业 , 利用

香港的资金 、技术和经验 , 搞联合开发 , 促进广州

的经济国际化发展。

(3)扶持本地企业 ,促使其向跨国公司方向发

展 。当今世界 ,大型跨国公司集生产 、销售 、资金 、

技术和人才于一体 , 是经济国际化的主要体现和

载体。借鉴新加坡的一些做法 ,广州市可制定一些

具体措施 , 如提供信用担保 、税收减免等 , 选择一

些大企业 , 扶持和促使其向跨国公司方向发展 ,带

动广州经济 。

(4)利用有利位置 ,做好国际化的传递工作。 香

港 、新加坡在亚洲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中 ,居于承

上启下的位置 ,即从日本引进先进技术 ,经过吸收

后 ,再将这些稍微落后的技术传给中国大陆和马来

西亚等这些较落后的国家 。与两者相比 ,广州又处

于小雁阵模式的中间地位 ,即利用自己在改革开放

中先行一步的优势和邻近香港的有利位置 ,从新加

坡 、 香港引进较为先进的技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吸

收利用以后 ,再将这些技术传给较为落后的内陆其

他经济中心城市。这样 ,就可以使广州的经济国际

化处于一种不断前进的运动状态 ,逐渐达到更高的

水平 。具体地可以通过加速成本折旧等办法 ,来促

进技术的升级换代和向内地的转移 。

注释:

①《快速发展中的亚太地区经济》 , 郑励志主

编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年 5月第一版 , 第

268页。

②《世界经济》 , 1997年第 8期 ,第 52页 。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科院国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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