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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融合，源於兩地的邊

境管理、經濟及社會制度的巨大差異。

過去，香港與內地之間沒有邊境管制，居民

自由來往，兩地經濟社會高度一體化。自1949

年內地政權易手，內地人湧入香港。為控制人口急

增帶來的各種問題，兩地邊境管理大幅收緊，內地人要

合法前往香港非常困難，香港居民亦須手持有效證件才

能前赴內地。隨 內地在1978年實施經濟改革政策，對

外開放投資，加上香港製造業因土地及工人成本高漲，

需要另覓生產地點，香港製造業於是逐步向內地遷移，

這正是兩地經濟一體化之始。

■嘉賓作者：仇國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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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對香港經濟發展有何好處？試舉例說明。

2. 根據上文，指出內地資金湧入香港，對本地房地產市場造成何等程度的影響。

3. 香港引入內地專才，會否影響港人就業情況？為甚麼？

4. 香港政府可推出甚麼措施，避免香港人與內地人的矛盾日益深化？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偉聰

回歸以前 回歸初期 金融風暴後

現代中國＋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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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融合進程在2003年「7．1」
遊行之後才有較明顯改變。為了平息

香港人對政府的不滿，中央政府希望透過經濟融合政
策，支持香港經濟發展，於是推出個人遊政策，容許個
別省市居民以旅遊簽註作個人旅遊；中央亦跟香港簽訂

「自由貿易協議（即CEPA）」。此外，中央宣布增加在珠
江三角洲的鐵路建設，興建連接香港與深圳兩地機場的
鐵路，香港亦開展高速鐵路的建設，加強香港與內地的
陸路聯繫。2008年，中央發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
展規劃綱要》，將香港的發展列為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
整合的其中一個目標；香港放寬內地的投資及專業移
民，促進香港經濟發展。

另外，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機制亦有增加，如展開香港
／上海經濟及貿易合作會議、香港／北京經濟及貿易合
作會議、香港／深圳合作會議等，又在上海、廣州及成
都成立代表處，促進香港與內地主要城市的經貿關係，
協助香港商人在內地尋求投資機會。

香港與內地經濟日趨融合，為香港經濟帶來鉅額財
富，但同時亦造成不少挑戰。首先，內地旅客數目因
自由行政策而大幅增加。在2001年至2010年10年內，
訪港旅客大幅增加5倍(右表)，內地旅客佔整體旅客比
例亦由原來3成多增加至超過6成。

由於許多內地旅客到香港是以購物為主，令香港零
售業受惠的同時，店舖租金亦大幅增加，導致遊客區
的小企業因熬不過昂貴租金結業，就連像銅鑼灣UA這
種大型戲院亦同樣敵不過貴租被迫撤出銅鑼灣，取而
代之是一般市民負擔不來的名牌商店，或者是與居民
日常生活關係不大的商品。

生活習慣差異易生磨擦
同時，兩地經濟融合容許內地人才及資金湧入，推

高香港住宅樓宇的租金及售價，加重市民負擔。內地
人的生活習慣與香港人不盡相同，亦令兩地市民易生
磨擦。就以最近內地人與港人的網上罵戰為例，起因
是有內地小孩在港鐵車廂內吃零食被香港乘客阻止，
引起小孩母親的不滿。

「雙非嬰」搶床位掀罵戰
至於近期引起極大爭議的「雙非嬰兒」，更令香港人

覺得內地人蠶食香港的社會資源。按照《基本法》，中
國公民即使不是香港居民，只要他們的孩子是在香港
出生，也可取得永久居民資格。因此，不少內地父母
赴港生育。在2001年，「雙非嬰兒」人數只有620人，
到2011年增加58倍至35,736人。「雙非嬰兒」大增，令
香港私家醫院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時，許多公、私立醫
院經常爆滿，對香港準父母構成極大不便。

雖然香港政府聲稱要發展醫療旅遊，但香港的醫生
註冊制度非常繁複，非香港畢業醫生要在香港執業十

分困難。加上土地使用政策令私營醫療機構不易獲得
土地開設新醫院、或擴充現有醫院的規模。故此，香
港的醫療服務，難以配合內地孕婦往香港產子的上升
趨勢。當孩子年紀稍大，可以永久居民身份入讀特區
政府津貼學校以及享受各種社會福利。更有甚者，有
報道指有內地父母以放棄在港出生孩子的撫養權，讓
孩子獲取綜援。這些舉動令不少香港人認為「雙非嬰
兒」正在蠶食香港社會福利。部分香港網民，更以含
歧視成分詞語形容內地人對香港的挑戰。內地人亦因
香港網民的謾罵，在網上對香港作出不客氣的批評。
互相攻擊之烈，就連國際時事雜誌《經濟學人》也有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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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交往通常要經
中英外交系統進行，溝通
機制非常有限。

•香港實行自由經濟制度，
兩地經濟合作較少。

•港人擔心經濟融合會令
本地就業機會流失。

•港高官受制殖民統治
時代思維，不熱衷推
動經濟融合。

•中央推出個人遊政策，並與
香港簽訂「自由貿易協議」。

•香港放寬內地的投資及專業
移民，促進香港經濟發展。

內地眾多地區中，距離
香港最接近的廣東省自然

是香港與內地一體化最關鍵的地區。內地對
香港的出口貨品中，有七成來自廣東。而香
港在內地的投資當中，有三成投資到廣東。
不過在官方層面上，兩地的溝通機制非常有
限，到最近十數年才有所改觀。在殖民統
治、回歸之前，香港與內地交往通常要經中
英外交系統進行。1982年，廣東與香港成立
邊境聯絡機制，討論跨境罪案及深圳河整治

等跨境問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
後，為籌備香港回歸事宜成立中英聯合聯絡
小組，小組之下成立香港與內地跨境大型基
建協調委員會。至於在經濟層面上的合作相
對較少，主要原因是香港實行自由經濟制
度，政府甚少涉足經濟規劃，加上當時香港
經濟依賴歐洲、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及地
區市場，而非內地，即使上世紀90年代時深
圳希望尋求香港合作提供資金，共同發展高
科技，但香港政府表現並不積極。

香港回歸後初期，基於「一國兩制」、高度自
治的政策，中央指令地方政府，除非得到中央

批准、香港同意，否則地方政府不能在香港設立代表辦事處。
經歷了「97金融風暴」後，不少香港人擔心，香港與內地經濟
進一步融合會令香港的就業機會流失。同時香港高級官員亦受
制殖民時代的思維，並不熱衷推動經濟融合，兩地就共同發展
基礎建設亦不能好好處理。

建港珠澳大橋 一波三折
以港珠澳大橋為例，大橋初步構思在1983年提出，1993年得

到珠海市政府接納，1997年獲國務院批准。但香港對大橋構思
態度消極，認為大橋在商業上不可行。直至2000年代初，香港
經濟飽受「97金融風暴」、2000年科網股爆破打擊，令香港政府
態度轉變，希望透過建造大橋創造就業機會，大橋建成後又可以吸引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出口商，選擇使用葵涌
貨櫃碼頭。可是當香港同意就大橋進行可行性研究，廣東省又提出異議，表面理由是擔心大橋影響珠江三角洲
附近水域，實際是擔心大橋建成後，廣州會失去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地位。同時深圳亦擔心香港會受惠於大橋，
令自己的出口港地位受到挑戰，要求把大橋連接深圳，令大橋計劃一波三折。

■香港放寬內地

的投資與專業移

民，一度令樓價

大幅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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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前

回歸初期

風暴過後

官方溝通受限 兩地欠缺互助

高官思維守舊 阻礙基建合作

個人遊撐經濟

建鐵路連兩地

2001年至2010年訪港旅客人數
年份 整體旅客數目(萬人) 內地旅客數目(萬人)

2010 3,603 2,268

2009 2,959 1,796

2008 2,951 1,686

2007 2,817 1,549

2006 2,525 1,359

2005 2,336 1,254

2004 2,181 1,225

2003 1,554 847

2002 1,657 683

2001 1,373 445

資料來源：2010年香港旅遊業統計

■香港參與興建港

珠澳大橋，有助創

造就業職位。

資料圖片

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

巨資湧港機遇

樓價上漲挑戰

■內地資金

湧港推高房

地產價格，

連「香港粵

劇殿堂」新

光戲院亦幾

乎因未能支

付昂貴租金

而結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楊偉聰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