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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香港我们怎能不珍惜 
 

——香港经济系列述评(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廉丹 
 

    6 月份以来，持续的违法暴力活动给香港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与此同时，有人鼓噪回

归后“‘一国两制’遭遇失败”，外部势力更是别有用心借此大肆唱衰香港经济。 

    真相究竟如何呢？ 

    1997年，香港生产总值 1.37万亿港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21万港元；2018年，香港生产

总值 2.84万亿港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 38.19万港元；2017年，香港家庭实际月收入较 10年

前增加了 45%；2016年，香港财政储备较 10年前增加了 98.5%；在港交所上市公司的数量从 1997

年的 619家增加到 2017年的 2020家；香港的外汇储备在 2016年就达到 3862亿美元，是回归之

初的 4倍多；法制指数全球排名 1996年逾 60名，2018年上升为 16位⋯⋯ 

    这样的香港，我们怎能不珍惜？ 

    （一） 

    香港的辉煌要从上世纪 60年代说起。 

    当时，香港等地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并在短时间内实

现了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50 多年间，“亚洲四小龙”有的上升、有

的没落，但香港始终位居前列。 

    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常常被拿来和香港作比较，两地常年以来都在争夺亚洲金融

中心的地位。但在许多市场人士的眼中，胜者都是香港。 

    从宏观层面看，英国智库 Z/Yen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一和第

二名一直在纽约和伦敦之间换手，第三名和第四名也一直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间交替。但香港明显

胜出，并在 2018年和 2019年初逐步拉大与新加坡的差距，稳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胡光宙认为，香港和新加坡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香港

依托于中国内地这样一个世界第二且仍然在以较高速度增长的经济体，这是新加坡所没有的优

势。 

    香港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完备，透明度极高，加之地缘优势、同宗同源等因素的叠加，众多

内地公司更倾向于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重视中国内地市场的跨国公司也常将亚太区域总部放在香

港。2017—2018 年度数据显示，在中国内地全年所获得的 1250 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中，990 亿

美元通过香港流入，占总外商投资额的 80%。 

    专注研究全球经济的智库 PIIE称，截至 2018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香港的存

量达 622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香港同年生产总值的 170%，这代表着大量内地企业通过香港

投资全球。 

    随着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香港资本市场正不断增添新活力。香港交易所 2018 年 4 月

进行了 25 年来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便利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创新型公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

司等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受益于这项改革，2018年港交所业务创下多项新纪录：香港证券市场

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高居全球首位，达 2880亿港元；证券市场成交额创历史新高，超过 26万亿

港元。“沪港通”和“深港通”自 2018 年 5 月起每日额度扩大 4 倍。“债券通”的日均交易量已

由 2017年 10亿元至 20亿元人民币增至 2019年 1月日均交易量 60亿元至 7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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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伦敦—香港”三大全球顶级金融中心的格局已经形成。 

    （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如春雷滚滚，敏锐的港商紧紧抓住有利时机，率先到内地投资

建厂，更为内地改革开放输入了许多先进的发展理念、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等，促进了观念更新

和市场经济发展。 

    1978 年，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珠海香洲毛纺厂成立；1983 年，港商与内地合

资的白天鹅宾馆在广州正式开业，成为内地首家五星级宾馆⋯⋯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推动了香港与

珠三角经济带形成“前店后厂”的生产销售模式，香港也由此实现了又一次经济飞跃。 

    自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增长了约 11 倍，已超越德国、英国和

日本等先进经济体。近 10年，香港平均经济增长率 2.7%，比其他先进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高出

一倍。与此同时，内地货物贸易总值增长 198 倍，香港出口也大幅增加了 71 倍。香港为国家的

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而国家的发展也成就了今天的香港。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当时的香港把握住了内地制造业起飞的契机，成功转

型成为内地连接世界市场的重要桥梁，建立和巩固了香港今天作为国际商贸、物流、航运、金融

和专业服务中心的地位。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说：我们国家在上世纪 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香港大量参与其中，

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因此我说，“香港好，国家好”。我讲“国家好，香港更好”是在

回归之后，这是我当时的期盼，并且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看到国家快速发展的势头。从期盼到现实，

现在我更加坚信“国家好，香港会更好”。 

    （三） 

    回归前，美国《财富》杂志发表封面文章，预言“香港已死”。然而，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

和 SARS侵袭后的香江浴火重生、风采更盛，依然坚守着亚洲最具活力城市的地位。在香港回归

祖国 10周年时，《财富》又发表文章《哎哟，香港根本死不了》，并在正文开头第一句即承认：“啊，

我们错了！” 

    1998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国际金融大鳄联手操纵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扰乱香港金融

秩序，港股一泻千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危急时刻，中央政府郑重宣布：坚决支持特区维护联

系汇率制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特区政府果断投入上千亿港元，打响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 

    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疫情使香港经济遭受重创。很快，《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回归祖国 6周年之际签署，饱含着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维护繁荣稳定

的关切和决心。更多的好消息接踵而至——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支持内地企业到港上市、

香港成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债券

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深圳前海商事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创新试验，引来香港人对内地的

新一轮投资热潮⋯⋯ 

    2017年 3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一带一路”建设、亚投

行等国家重大发展规划也为香港预留了席位。“一带一路”将为香港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已成共识

——香港可以发挥所长，成为“一带一路”主要金融和风险管理中心的首选“一站式目的地”；

为此，2018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公布了 5个重点推进方向。“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前景不可限量。 

    据 2019 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从 1995 年起，香港连续 25 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

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2018 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在 63 个经济体中排

名全球第二；《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外资流入目的地，香港居全球第三，2018年

对外投资方面，香港以 850亿美元居全球第四；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2019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

告》，香港连续 25年占据榜首，报告还赞扬香港是极具竞争力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也是世界上抗

逆境能力最强的经济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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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地球上机会最多的地方”。祖国内地以巨大

的市场、丰富的机会、创新的理念，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劲势能，为香港之后盾、之支撑、之

风帆。 

    2019年 2月 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正式公布。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这

样比喻：过去 30 多年，如果把内地的改革开放比作是香港发展的一只翅膀的话，香港现在又插

上了另外一只翅膀，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他表示，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金融服

务、贸易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都是香港的强项，香港和整个大湾区发展互补性强。 

    在香港，得益于规则对接、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跨境移动支付已经打通，且覆盖范

围不断扩大；香港和广东、澳门的基建互联互通水平也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合作正深入推进；从

旅游到专业服务领域，产业合作也在广泛开展。 

    直接就业人数逾 25万、占本地生产总值约 4.5%，作为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之一的旅游业，对

香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城市旅游枢纽

及“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建设多元旅游平台。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基

建开通，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区域内“一程多站”旅游模式不仅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

来到大湾区观光，也为区域内居民前往其他旅游目的地提供便利。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

领带动作用。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不同行业，尤其是金融

服务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服务落地正处于进行时。粤港澳大湾区内

的跨境移动支付已经打通，且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香港居民在香港远程开立跨境内地银行账户的

试点也开始实施。 

    香港特区政府着力推动创新科技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也成为其中的新动力。今年以来，

香港多家高校陆续公布与内地合作的科研项目。为进一步支持青年“双创”，香港特区政府 3 月

在“青年发展基金”下，推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基

地体验资助计划”。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认为，大湾区不但可以为香港经济寻找新增长

点，促进产业多元发展；通过打造大湾区成为优质生活圈，还可拓阔香港居民的生活空间，使大

湾区成为香港广阔的腹地。 

    窗口、桥梁、超级联系人⋯⋯在国家现代化的不同阶段，香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今天，中

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祖国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上，各方期待香港利用“一国两制”优

势发挥无可取代的作用，在国家的伟大复兴中实现新一轮飞跃。 

    继续坚定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这是香港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当

务之急是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从而维护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和经济基本面。坚定心中理想，

未来一起去追，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是 14亿中国人的共同意志！ 

    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