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3 页 

第一财经日报/2012 年/12 月/28 日/第 T27 版 
前瞻 2013：全球思想领袖百人谈 
 

香港前特首曾荫权： 
 

香港要有开放心态和自己的价值观 
 

记者   郭兴艳  
 

  香港中环坚尼地道 28 号，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古典文艺复兴式建筑，在一棵枝繁叶茂的

大树荫蔽下若隐若现。这里在英国管治时期曾是学校，上世纪 90 年代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

办公室，如今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 
  当不再戴着领结的曾荫权出现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面前侃侃而谈时，这位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二任和第三任行政长官，与以往相比多了些随和，少了份拘谨。 
  曾荫权有着四十五年的从政经验，在港英当局执政时期的工作主要涉及财政和贸易，香港回

归后他成为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随后担任香港政务司司长。2005 年 6 月曾荫权成为香港特区第

二任特首，2007 年 3 月连任第三任特首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以七年特首生涯成为香港回归以来

迄今任期最长的行政长官。 
  令人唏嘘的是，今年卸任前他负面报道缠身，自嘲“被人搞得流离失所”，如今暂居珠三角

某个城市，每周至少返回香港一次。“香港和珠三角区域的融合方面可以多做一些功夫，香港市

民需要接受这个概念，你看曾荫权也愿意在内地住。”但他称，早晚要回到香港居住，毕竟香港

是他土生土长的家，只是这个家的房价也让他觉得需要调整、令他担忧，而这高楼价正是他任内

备受争议之处。 
  曾荫权不愿评价自身功过，“我认真做了四十几年公务员，这些应该由香港市民来评价”。他

对现任特区政府的施政也不愿置喙，但坦言“施政方面比我当时更加艰难”。“机会大了很多，担

心也多了很多，政治环境复杂了很多”，他指出，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机会和挑战，如何减少

社会矛盾，政府不能只注重短线措施，要制定长远的政策，“不能朝三暮四”。 
  68 岁的曾荫权正在惬意享受退休生活。作为摄影发烧友的他，背着大相机和三脚架全世界旅

游追拍动物，过去几个月便去了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英国、葡萄牙和中国内地，既欣赏美景

和亲朋相聚，也对欧美经济近况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美国经济明年中或复苏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去欧美周游列国，对欧美经济情况有最直接的观感。你怎么看 2013 年

全球经济形势？ 
  曾荫权：现在全球经济情况很差和混乱，要预测并不容易。对美国来说，负面的情况是财政

悬崖危机，解决的方式不外乎两种，加税和减开支，这令美国疲弱的经济没那么容易恢复。但美

国的货币人们仍然相信，美债完全不愁卖，这令美国复苏的速度会加快一些。等财政悬崖解决有

了定案，比如说提出两至三年可以解决，在市场看透情况后，我预计美国经济明年年中或年底就

会复苏。 
  美国正面的情况是他们已经做了不少调整，比如说发现了很多天然气、页岩气，能源方面若

在三至五年可自给自足并能出口的话，将影响全世界，这能提振经济。政治方面则有很多不明朗

因素，中东局势会有变动，油价也会有变化，市场对能源的看法将会与以前不同。 
  欧洲简直是一个惨剧，他们需要的复苏期很长。所谓货币的联盟是表面的，没有财政和中央

银行联盟，可以说是乱七八糟。这二十年来全欧洲都‘使大了’（广东话，入不敷支），私营和公

营部门的价格都要重新调整。如果去伦敦、法兰克福等大城市，你根本看不见衰退，但去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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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一些的国家，比如我刚去了葡萄牙，便看到很多示威的人。欧洲二十年的积弱暴露了小国

家的竞争力，例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都有问题，甚至包括法国也要大幅度调整，包括政府开

支和私人投资下调、银行缩减信贷。这对欧洲来说是很艰难的经济复苏时期，希望五六年后可以

出现欧洲财政合并，中央银行可合并出一种债券来解决根本问题。 
  目前情况好些的仍是亚洲区，最好的还是中国内地。韩国、日本、马拉西亚、新加坡今年都

是 1%~2%的 GDP 增长，明年是 3%~4%的 GDP 增长，这其实并不是健康的情况。要知道，美国

消费好转通胀会升至 3%~4%，我们的工资升幅是赶不上通胀速度的。内地经济增速达到 7%~8%
没问题，但其他金砖几国都已失色。总的来说，明年经济发展会很反复，有各种正面和不稳定的

因素，需要依靠亚洲和内地的消费来提振。 
  担心香港楼市泡沫风险 
  日报：对香港来说，国际和内部的风险都有哪些呢？ 
  曾荫权：香港基调还好，我们 93%是服务业，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不大。再加上本地投资多，

例如十年基建项目和私人投资机器更新，现在是全民就业的情况，但就业方面仍有压力。目前，

我们的人民币业务贸易清算服务做得很成功，三年前通过香港进行的人民币清算总额仅为 19 亿

元，去年是 1.9 万亿元，现在已经超过 2 万亿元，也只占了国家总体贸易总额的 8%，相信将来还

有大量拓展空间。 
  对香港来说，外来风险包括美国财政悬崖迟迟没有定案，欧洲积弱，出口不能寄予厚望，以

及出口至内地的内需调校不好也是风险。最大的风险还是内部本身的楼市泡沫，美国因通胀提升，

美联储会加息，香港的楼市泡沫爆破后的伤害性会很大。我自己很担心香港楼市泡沫，特别是近

20 个月来的升幅，单纯靠增加供应也无法很快解决。泡沫在于资金进来后会不会突然抽走，现在

持有很多房的人是否需要突然出售。香港的楼价会有些调整，在 1997 年到 1999 年那两年内，香

港的资产价格下跌 60%~70%, 情况就像吸毒者突然戒毒一样那么惨（cold turkey），买的原本 500
万港元的楼一下跌到 100 多万港元。 
  自由经济的钟摆效应 
  日报：你在任期内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经济原则，现在出台的一些措施似乎有改变游戏

规则之感。你怎么看香港的竞争力？高楼价和贫富差距似乎成了香港的两个负面标签，你认为

呢？  
  曾荫权：自由经济有两样事情解决不了——经济扩充和经济萎缩，就好像钟摆两边摆，只要

相信自由经济就必须要承担风险，无法将钟摆固定在一个位置。自由经济的钟摆效应，我们只能

希望钟摆不要摇得过度厉害影响民生。 
  香港政治稳定、经济基调稳定、货币稳定，投资者对内地的憧憬，令香港吸引资金的能量很

大，如果热钱突然撤走也没办法。比如亚洲金融风暴，政府可以入市，用不寻常的手段来保护香

港。 
  实际上，特区每届政府都是有为的，如果是小政府，我们 1998 年便不会救市，当时我们被

骂背叛了自由经济；同时我们也有房屋政策，有一半人住在政府资助的公屋里。但这不是告诉大

家我们要做大政府、走欧洲路线，市场可以做的事情，政府就不要插手，市场一定可以做得比政

府好，比如香港的机场和地铁都是私营的，所以做得很好。政府不要插手商界已经有竞争能力的

事务，经济政策方面不可以朝三暮四。  
  高楼价的问题，其实当时我也尝试解决，目前梁特首正在积极解决这个问题。香港一半人住

在公屋，但现在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不少年轻人一毕业就想有自己的住房。贫富差距方面，各大

城市比如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其实都差不多，我们也在特别照顾老幼、优化综

援制度、设定最低工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保证不会发生基本贫穷，但在贫富差距缩减方面则很

艰难。  
  香港千万不要只看着自己，我们一直是个外向型、四两拨千斤的制度，全靠开放才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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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有些开放、有些封闭。香港有自己的价值观，要对自己有信心，内地进来就要遵守香港规

则。当然竞争会强一些，但整体利益大于一切，香港一封闭优势便会减弱。香港的竞争优势除了

人的拼搏、制度上还要优化，我们从做胶花、电子到设计、运输、航运到金融这样一路经济转型，

不断有新的移民“新血”进来。美国能这么强大，和它开放的移民政策不无关系，我们不能只要

钱和银，却不要人进来。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融合方面可以多下一些功夫，香港市民需要接受这

个概念，你看曾荫权也愿意在内地住。 
  如何使营商环境更好，维持廉洁政府，保持市民拼搏竞争精神，这些都继续是香港的核心竞

争力。有段时间我曾讲过推行教育、医疗、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等六大产

业，香港有全亚洲最好的大学、医疗服务，我们诚信能力高，可做检测验证、创新科技。这六大

产业不知道以后会如何处理，每个政府都有优先处理的事项，当然有的事情落实后也没有这么快

可以推翻。当时我们集中了很多专家去讨论这六大产业，我们做的是内地不容易做的事。 
  对内地的一些小规模地区来说，香港的法制精神、廉洁自律、城市管理方面的制度都值得借

鉴，香港和内地在财经方面合作的空间、科研技术和创新科技方面都可以合作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