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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闻 
 

香港“回家”离不开深圳支持 
 

——访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罗勤  汪涓 
 

  周南，1927 年 12 月生于吉林长春。1971 年 11 月起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历任一
等秘书、参赞、副代表（大使衔）。1983年 1月起先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1984年 1月
－9月，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第 8轮至第 22轮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并代表中国政府草
签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6年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第 1轮至第 3
轮中葡澳门问题谈判，并代表中国政府草签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90年 1月
至 1997年 7月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冬日的北京，寒风凛冽。2010 年元月 22 日下午，本报记者如约来到曾主持过中英香港问题
谈判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家。一进门，悄无声息地，一条可爱的小狗就热情地迎了过

来。随即，83岁的周老笑吟吟地向我们亲切地打招呼：“老邻居来了!” 
  “深圳和香港是姊妹城市嘛，深圳虽然成为一个城市很晚，但发展得却十分迅速。”精神矍

铄的周老坐在明静雅致的客厅沙发上，小狗已经爬到他身上，外交家的生活情趣盎然。 
  在香港工作了 7年多，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伟大时刻的周南，描述了自己对深圳特区的特殊
情感，指出深圳除了对香港回归发挥了重大的政治作用外，双方还将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合。 
  谈深圳变迁 
  印象最深的三次深圳之行 
  谈及对深圳的印象，周南表示一生中有三次深圳之行记忆最深刻。 
  周南第一次到深圳是在 1951 年，当时我国正要在巴基斯坦建大使馆，他作为先遣人员，经
过深圳到香港转道出国，“那时应该还没有深圳的名称吧。”周南回忆道：“从广州上火车，到了

宝安之后，需要下车走上一段路，再转乘到香港的火车。那时还是慢车，到宝安的途中沿路都是

农田，简直可以用破烂和荒芜来形容。” 
  经历了多年漂泊海外的外交生涯后，周南再次来到深圳，此时已是 1990年。“建设深圳经济
特区的决定于 1980年提出，我 1990年 2月赴港上任，正好赶上特区建立十周年，于是 8月还在
深圳参加了特区十周年庆典。” 
  周南说：“中央派我去深圳和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和副社长谈工作，在此之后，深

圳就成了我们的后方基地，办公地点就在贝岭居。那几年中我经常来往于香港和深圳之间，都很

少住宾馆或酒店，总是喜欢住贝岭居。那时的深圳已经很像样子了，主要街道都已经建好，可以

看出现代化都市的雏形了。” 
  周南最后一次到深圳是前年，由于突然得知老伴在广州被诊断出癌症，周南匆匆经过深圳陪

老伴返回北京，“此时的深圳已经是现代化大都市了，楼宇林立，街道整洁，城市设计规划等都

很超前，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香港。此时深圳的人口也非常多，发展速度惊人，这在世界城市发

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谈特区发展 
  深圳特区的成就 
  归功于小平的创举 
  在周南的外交生涯中，邓小平这个名字是让他终身难忘的。周南深情地说，深圳之所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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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和建设特区两大创举。说话间，我们随着周南的目

光，定格在客厅沙发对面的一幅颇具感染力的照片上：每一个人都在笑!周南向我们介绍：这张照
片摄于 1986 年邓小平会见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时，周南站在邓小平身旁，仰头大笑，小平也
在笑，画面上每一个人都在笑。笑，缘于邓小平当时说：“我 84 岁了，该退休了。”时任翻译的
傅莹（前中国驻英大使，现任外交部副部长）误将“84”翻译成“48”，引得所有人开怀大笑。
再次站在这幅照片前，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周老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记得小平在 1984年曾经讲：‘我这一年就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香港问题的解决，二是沿
海城市的开放’。”周南话锋一转，回忆道，90年代初深圳和香港还隔着铁丝网，双方都布岗。但
那时的深圳，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充分迸发出来，一个边陲小镇正在变成大都市。“我还记得，

特区建立的最初几年里，‘三通一平’是主要工作，到后来就快速地发展起来了，一座座高楼拔

地而起，产生了‘深圳精神’和‘深圳模式’。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深圳从

此实现了经济大发展，成为全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城市，从外省市乃至国际上来取经的人都很多，

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南表示，邓小平同时也很有远见地看到了深圳和香港回归后双方经济上的互补作用。他透

露，邓小平还以深圳为例提出要继续开放。“邓小平曾说，我们不但要收回香港，还要在中国多

制造出几个香港。这就是指后来的各沿海城市的开放。”周南认为，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肯定了市

场经济的说法。香港的市场经济很发达，深圳可以借鉴。此后建立的特区都是把深圳经验推而广

之，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深圳特区的建立和成功，为全国经济大发展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做出了杰出贡献，深圳精神还要继续发扬下去，正是有了深圳的经验，才有了后来珠三角、上海

浦东、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的成功。”周南说。 
  1992 年初春，邓小平到深圳，周南又特地从香港赶来深圳拜见他，并向他发出邀请：“港人
都期待着 1997年回归的时候，在香港看到您，希望您届时能到香港访问。”“当时小平说，好哇，
好哇，还要继续奋斗啊!只可惜，再有半年他就能看到了。”说到这里，周老的声音低沉下来。 
  谈香港回归 
  回归前筹备工作多在深圳进行 
  周南告诉记者，除了人们看到的经济建设成就，其实深圳对于香港的顺利回归也做出了重要

贡献。从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到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可谓经历了一波三折，深圳始终是香港回

归工作的重要基地，对前方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我们贝岭居的工作点不仅是后勤保障，也是重要的议事场所。因为新华社当时在跑马地的

工作地点并不那么安全，许多地方被人家安上了窃听器。所以要传达中央的重要指令或召开一些

重要的内部会议，都‘移师’到深圳来开。” 
  1989年，英国单方面撕毁中英联合声明，拆毁了“直通车”，于是，如何在 1997年香港特区
刚成立时填补“立法真空”成了头等大事。此时，深圳的重要作用再次显现。 
  周南回忆道：“按照小平的指示，我们只好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

预备委员会，并由它来设立临时立法会和安排特区政府的产生。”他透露，原定 1996年才成立筹
委会，但港英政府拆掉了“直通车”，我们只好于 1994年提前成立预委会，但港府又声称该组织
不合法，不允许港府各机构和官员与其接触。因此，香港回归筹备后期的重要工作几乎都是在深

圳进行的。“包括临时立法会的选举，范徐丽泰就是在深圳的会上选举出来的。”周南说。 
  在 1997年 6月 30日以前，筹委会还组成了有广泛代表性的全部由港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
随后又依法由推委会选出了董建华出任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特区的终审法院也成立

了。至此，实现顺利回归的一切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所以，深圳为回归初期香港的架构立了

一大功劳，没有深圳我们就不好办了。”周南感慨地说。“我们的驻港部队也是在深圳组成和训练

的。”周南特别补充道：“应该感谢深圳人民对香港顺利回归做出的贡献!” 
  谈到香港回归过程中的有趣细节，周南透露，“当时在野的撒切尔夫人到我的香港家中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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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吃饭喝酒谈音乐，我就是不谈政治。其实我心里明白，她是想替彭定康进行游

说。”当时我国已确定了香港回归要“以我为主，面向港人”的方针，周南就不与英国人谈政治

问题了。“因为谈不拢，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他们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说起这段往事，

周南神采飞扬。 
  谈深港合作 
  深港经济应进一步融合 
  “为什么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选在深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临近香港。”周南表示，除了

香港回归时的政治作用，深圳和香港在经济上也有互补作用，实现相互促进。 
  周南说：“香港真正的经济起飞，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之后，内地通过香港这个渠道，对

外出口大幅增加，促进了香港运输业和金融业等行业的快速大发展。香港真正成为亚洲的金融中

心、贸易中心是与内地的改革开放分不开的，这是许多香港企业家都承认的。特别是建立深圳经

济特区后，不少香港企业选择在深圳及珠三角地区建厂，到后来香港工厂几乎都搬空了。我曾经

到深圳的港资工厂参观，一个是玩具厂，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仅是港人的十分之一。一位香港老板

曾感慨地对我讲：说老实话，我们香港人的钱在哪里赚的？都是在内地赚的。深圳当时拥有的土

地、人力资源两大优势吸引大量港人前来投资。可以说，整个珠三角的发展深圳起了带动的作用。” 
  同时，香港能挺过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离不开内地的支持。周南指出，深港之间互
补性很强，深港应该在经济上进一步高度融合，“香港的金融业和第三产业发达，深圳也在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我曾去华为等企业参观。深圳应该借鉴香港经济的特点，提倡发展绿色经济，

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香港的资金和人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这一点看来，这次金融海

啸对深圳来说是好事。”  
  相应的，香港的回归也促进了深圳改革开放发展，与香港仅有一水之隔的深圳经济特区，就

是充分利用与香港毗邻的有利条件，“使市场经济发展更加完善，建立起了完整体系，而不仅仅

是开几家商店那么简单。”周南形象地描述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情形，“以前港人过关到内地主

要带着肉和油瓶子，因为那时内地实行计划经济，什么都要凭票购买；后来不同，带着钱票，因

为内地比较贫困；随着内地的发展，彩电冰箱等大件如今比香港还便宜，港人又变成从内地往回

扛东西了；还有不少港人在深圳买了房子，也有的住在深圳每天回香港上班。”周南透露，这一

发展过程，小平早在回归之前就有预见，“小平当时说，不要着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港人

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的。后来的事实果然是如此。” 
  谈到对深圳特区未来的期望，周南表示，去年，国务院批准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

案，深圳提出要做粤港澳合作的先导区，深圳将不局限于深港之间的合作，“港珠澳大桥的兴建，

就证明了这一合作范围的扩大，今后特区的发展空间将更为广阔。希望我的有生之年，能够坐车

通过港珠澳大桥，再去逛逛深圳!”  
  临别时，应本报记者之邀，周南欣然挥毫写下对深圳的美好祝愿：“祝深圳特区愈办愈好。

在未来的岁月中，为国家实现全面小康和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