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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 
 

为使港币和香港经济不受美国拖累—— 
 

港币可考虑直接与人民币挂钩 
 

——来自首部《香港发展报告(2012)》的结论 
 

本报记者   张守营  
 

  日前，在香港回归 15 周年之际，由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由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首部香港蓝皮书《香港发展报告（2012）》正式发布。蓝
皮书指出， 
  香港经济受外围经济变化的冲击比新加坡、韩国都大，其中一些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善用其

财政储备，以作长远稳定投资；韩国与中国经济紧密融合。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可以在

与内地经济紧密融合上做得更好。 
  对于改善香港与经济的融合，香港蓝皮书提出如下方案：财政司司长及金管局高层管理人员

要由有能力、有政治诚信的人士出任，避免任命有美国及英国背景的人士；考虑在人民币可以自

由兑换之后，取消港币与美元挂钩，改为与人民币挂钩，使港元和香港经济不用受美国拖累；并

且在强大的中国经济支持下，港府储备可被释放出来作多元的投资；参考新加坡模式，善用特区

外汇与财政储备，以作长远的稳定投资，减少购入金融产品，改以投资企业和本地的公共事业（如

隧道、领汇等），一方面改善民生，另一方面获得稳定和可预期的投资回报；中央政策组应以经

济问题的监察和研究作为其重要工作之一。 
  香港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特殊优势 
  1997年，香港脱离英国管治，回归祖国。香港顺利过渡，成为在“一国两制”下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首个特别行政区，是国家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回归祖国以后，香港社会同心协力，成功

抵御了两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百年不遇的“非典”疫情，巩固和提升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

易、航运中心的地位。香港依然被公认为全球最开放自由的经济体，以及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

全国和全世界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仍然名列前茅。明显地，香港成功地落实了“一国两制”。 
  蓝皮书指出，香港作为国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应继续发挥其创新、拼搏精神，以及具国际

视野和现代化制度等先进性优势，为自身的发展与稳定，以及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崛起作出应有贡

献。香港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仍需尽快解决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发展、政府治理等不同方面出现

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但是，香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特殊优势，随着特区政府施政作风和

方向等一系列措施的调整，香港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在发展香港经济的同时协助中国内陆的长远经济发展 
  香港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快速发展是香港发展的机遇。近年，中国经济持续急速发展，GDP
在 2000~2010年间未因世界经济波动而停滞，仍然取得近 4倍增长。2000年，中国 GDP为 99214
亿元，至 2005年达 184937亿，2010年更达 397983亿元。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加上国人生活
水平逐渐提高，令中国的进出口数字持续上升。2000 年，中国的总进出口额达 1658 亿美元，出
口为 1949亿美元；2010年，这两个数字已上升至 9543亿美元和 12040亿美元。虽然人民币有升
值的压力，但整体经济状况仍然良好。由于连年的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中国亦积累了大量的外

汇储备，成为举足轻重的金融大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由 2000 年的 1655.74 亿美元增至 2011 年 6
月的 3 万多亿，增长了 19 倍之多。在“后金融海啸”时期中，中国的金融影响力显著增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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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依赖出口的“世界工厂”。 
  蓝皮书同时指出，“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的特殊政策是香港经济实现长期发展的机遇。

除了中国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外，中央政府自回归后的 CEPA、粤港合作联席
会议、《十二五规划纲要》、人民币业务、内地企业上市等一系列特别政策亦为香港将来的持续发

展提供机遇。特区政府应该把握这些机会，以政策、基建、土地规划等措施配合中央政府的特别

政策，在发展香港经济的同时协助中国内陆的长远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