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多年來大力支
持內地企業來港上
市，亦有很多國
際企業通過來港上
市開通往內地市場的
門戶，令香港成為世
界IPO（上市招股）融
資總額排第一的地區。
自首家內地國有企業
於1993年在港上市

後，香港持續成為內地公司的主要集資市場。這些公司來自不
同行業、不同地區，均認定香港的角色是內地與環球市場的主
要橋樑。至2012年底，在港上市公司超過700家為內地公司。

香港市場在回歸以來，積極累積豐富的內地發行人上市經驗，
並擁有一個對內地營商環境、經濟和未來發展有深刻理解的投資
群體。此外，香港是全球最開放的市場之一，不設資金限制，提供多種稅務優惠，貨幣可自由兌換，證券可自
由轉讓。資金的自由流通，加以先進的結算及交收設施以及全面的金融服務，令香港市場不論對公司企業或來
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均極具吸引力。

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社會發展舉世矚目
7月1日，香港將迎來回歸祖國16周年的大日子。在中央政府不遺餘力的支持下，在香

港特區政府和700萬香港市民奮發圖強下，香港回歸後向全球展現了「一國兩制」的成

功落實，同時在環球大舞台上奠定了亞洲國際大都會的地位。

16年來，香港雖然曾遭受兩次國際金融危機、「沙士」與禽流感、豬流感疫情的衝

擊，但 借背靠祖國的獨特優勢，把握內地強勢崛起的巨大機遇，香港經濟依然取得長

足發展，更連續19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民生方面，香港幾乎全民就業，在勞資

雙方協商下，成功落實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數十萬基層打工仔能夠共享繁榮成果。為推

進香港民主政制向前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亦於2007年明確香港的普選時間表，為香港

政制穩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十八大後，中央更重視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對香港的政策更切合港人利益，更有

利於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也更大力度促進香港與內地並肩發展，和諧共處。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在翻開發展新篇章之際，香港文匯報與港人一起回顧回歸16載的驕人成就，

總結經驗，祝願「紫荊花」開得更加艷麗多彩，「東方之珠」更加璀璨奪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江回歸祖國後，向全
球展示了成功實踐「一國
兩制」的巨大成就，不論
是經濟民生，以至政制發
展，香港均在《基本法》
框架下取得重要成果，保
持了繁榮穩定的局面。同
時，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
精神仍然維持，港人的權
利和自由仍然受到保障；
香港亦繼續在國際事務方
面擔當重要角色，在中央支持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世界海關組織、亞
太經濟合作組織論壇及亞洲開發銀行等多個國際組織的成員。

在「一國兩制」方針之下，香港扮演 內地走向世界的「橋頭堡」，
既為國家經濟發展注入活力，也在內地高速發展中早 先機。香港「一
國兩制」事業在16年來的實踐中不斷發展，香港與內地在各個領域的交
流合作越見頻繁，目前香港是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同時是
內地在海外最大的籌資中心。

香港連續19年被美國傳
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
經濟體。美國傳統基金會
公布的2013年《經濟自由
度指數》報告，香港總評
分為89.3分，遠高於全球平
均的59.6分。在10個經濟自
由度評估範疇中，香港的
貿易自由及金融自由蟬聯
榜首，投資自由和產權保
障則保持第二位，營商自由則由第三位晉升至第二位。

基金會稱讚香港以廉潔見稱，並有具高度競爭力的規管制度，加
上一個有效率和具透明度的法律框架，可促進來自世界各地的貿易
投資。香港亦擁有幹勁十足和高技能的勞動力，是保持經濟動力的
基石。報告指出，香港經濟繼續充分表現出抵禦衝擊的能力，香港
與內地互動的經濟關係也愈趨緊密成熟，與內地的貿易和金融聯繫
愈益顯著。特區政府重申，會繼續致力維持香港在經濟自由方面的
強項，這亦是香港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與繁榮的基石。

香港回歸後，股市和樓市一度陷入97亞洲金融危機陰霾，其後進入長
達4年多的上升周期，直至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香港股市由歷史
高峰的32,000多點逆轉狂瀉，於2008年底插至不足11,000點谷底， 指
暴挫近70%；樓市亦出現約30%幅度的大調整。

中央政府於2008年12月宣布14項挺港措施，支持香港發展人民幣
作貿易結算貨幣是其中一大亮點，邁出了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
建設的第一步。到09年1月，內地與香港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其後

「十二五」規劃更歷史性地將涉及港澳部分的內容單獨成章，進一步
明確了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
戰略指引，當中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2011
年8月，中央再公布挺港36項措施，涉及金融最多，共計11項，凸顯
中央對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力支持，對香港未來發展有里程碑的
意義。

在中央各項措施支持下，2004年至2012年間，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年均
增長約4.6%，是同期其他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近2倍。香港股市和樓市
自2009年初反彈後， 指保持在較高水平運行，部分地區樓價己超越
97年金融風暴前的水平。現屆政府正積極增加土地供應量，務求令小
市民安居樂業。

香港人民幣業務於2004年啟動，初
期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主要由銀行為個
人客戶提供人民幣存款、兌換、匯款
及信用卡等服務。10年後的今天，香
港人民幣存款量已達約5,580億元，跨
境貿易結算人民幣匯款總額截至2012
年9月底為1,771億元，兩地貨幣互換
規模達4,000億元人民幣，香港已成為
全球規模最大、效率最高的離岸人民
幣業務樞紐，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
民幣資金池和以人民幣定價的產品。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強調，人民幣業
務發展是近年來香港與內地經濟互惠
互利、創造雙贏的最佳例子。由於內

地資本帳還未完全開放，香港提供了一個風險可控的測試平台，大力推
動人民幣跨境使用，逐步成為國際貿易結算、投資及儲備的貨幣。同
時，透過發展人民幣債券、貸款和股票類產品，香港也成為最大的離岸
人民幣融資中心，為金融業造就龐大商機。

中央政府於2003年6月推動簽署CEPA協議，並於
2004年1月1日正式實施。CEPA推行以來，香港產
品進入內地逐步實行零關稅，至今已簽署9個補充協
議。截至2012年3月底，在CEPA項目下實現貿易總
額達49.6億美元，累計關稅優惠達28.4億元人民幣。
香港對內地貨物出口從2003年的952億美元，激增到
2011年的2,240億美元，年均增長11.3%，較香港同期
整體出口的幅度多8.5%。香港對內地出口佔全部出
口的比重，亦由2003年的42.6%增加到2011年的
52.4%，8年間共提升了約10個百分點。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2011年8月訪港時，明確表示
內地會進一步對香港擴大服務貿易開放，並在「十
二五」期末，通過CEPA，基本實現內地和香港服
務貿易自由化。2012年中，《補充協議9》讓雙方
朝這個目標踏出了實質的一步，新補充協議的各項
措施有助推動香港服務業拓展內地市場，促進兩地

經貿的持續發展，當中共有43項服務貿易開放和便
利貿易投資的措施；以及加強兩地在金融和貿易投
資便利化領域的合作，並進一步推動兩地專業人員
資格互認。

中央政府於2003年7月正式開啟內地居民赴港澳
個人遊試點。截至2011年底，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
累計達7,852萬人次，給香港帶來約3,462億港元直
接旅遊收入，連同間接收益更高達6,300億港元，
創造的就業職位增至2009年的5萬個。

有學者估算，內地旅客每年為香港帶來1,000億至
1,500億元的經濟收益，並增加了就業機會。香港
各行各業都在旅遊業暢旺的效應下有所得益，零售
業、服務業最受惠。此外，如港珠澳大橋、廣深港
高鐵等大型跨境基建紛紛上馬，落成後勢將推動內
地與香港經濟民生等各方面的合作、交流更上新的
台階。

香港成功確立了作為亞太區國際
商業樞紐，以及內地主要城市的亞
洲國際都會地位。香港與鄰近腹地
珠江三角洲建立了緊密聯繫，充分
發揮了區域經濟效益。此外，香港
匯聚世界一流精英及服務提供者，
擁有現代化的軟硬件基礎設施，包
括法治、言論自由、資訊開放等。

香港近年進一步開拓文化創意領
域的發展。在2011年，文化及創意
產業的就業人數為192,930人，增加
價值為896億港元，對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為4.7%。此外，西九文化
區是配合香港長遠的文化藝術基建及發展需要所作出的一項重要策略性投
資。西九現正建設為具備世界級設施的綜合文化藝術區，目標是支持文化
藝術的長遠發展、促進文化產業有機發展，並凸顯香港充滿文化藝術氣息
的國際大都會形象。

回歸後，禽流感、沙
士、豬流感等嚴重疫症
接踵爆發，但在中央政
府全力支持下，特區政
府 處 變 不 驚 ， 沉 抗
疫，港人團結一致共渡
時艱，最終，香港取得
了一場又一場抗擊疫症
的勝利。香港醫護人員
的無私奉獻，港人堅毅
不屈的精神亦再次燃亮，民間團體自發組織活動齊心為抗疫出一分
力。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競選期間宣揚「700萬人是一家」的信念，首份
《施政報告》亦就「關懷社會 家是香港」等提出施政策略，並於今年
推出全港公眾參與的「家是香港」運動，為香港注入正能量，加強社
會的凝聚力，推廣關愛、互助和團結精神。

香港在2003年沙
士後，失業率一
度 見 8 . 5 % ， 到
2007年底至2008年
中已徘徊於3.2%
至 3 . 5 % 的 低 水
平。儘管2008年一
場金融海嘯令失
業率掉頭回升，
2009年中更升至
5 . 5 % 的 近 年 高
位，但特區政府即時推出針對性措施，加上中央政府放寬個人遊政策
帶動香港經濟，近年失業率又回至3.2%至3.4%的「全民就業」水平。
根據政府統計處今年6月中發表的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經季節性調
整的失業率下跌到3月至5月的3.4%。特區政府去年推出「長者生活津
貼」計劃，並將「2元乘車」計劃進一步延伸，盡顯對老人家的關顧。

香港勞工權益在回歸後日益
提升。2004年，特區政府規定
政府各項服務承辦商，給予非
技術工人工資不得低於市場平
均水平，又將此做法推廣到公
營機構及政府資助機構。2006
年，在香港商界推行「工資保
障運動」。2008年，政府宣布啟
動法定最低工資立法工作，並
於2010年中，《最低工資條例》
獲得立法會通過。

2011年5月，特區政府實施最低工資，並將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定為時薪
28元，全港最底層打工仔的工資提升三成以上，是保障基層勞工權益工作的
里程碑；今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進一步調升至每小時30元。展望
未來，特首梁振英承諾會按競選政綱，在現有政府基礎上研究標準工時問
題，並鼓勵男士侍產假政策。

《基本法》規定，根據香港的實際
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達至行政長
官及立法會由普選產生的最終目標。
特區政府於2005年，提出2007年行政
長官及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之改革
建議，但在反對派阻撓下未能順利通
過。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月29日
明確香港的普選時間表，即香港可於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普選立
法會。2010年，在中央支持和各方努
力之下，立法會以超過三分之二的
46：12票數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成
功為香港全面普選鋪路。

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提出，普選行政長官
必須按照《基本法》及相關規定推行，同時選出的行政長官不能與中央對
抗。特首梁振英表示，民主選舉是市民大眾的普遍願望，亦是他任期中的
一個重要議程，政府未來會就普選問題諮詢公眾。

政制發展邁向普選
香港選舉公平、公開、

公正。1996年，香港舉行
首次行政長官選舉，董建
華自動當選，並於2002年
在無競爭對手下獲得自動
連任。2005年，曾蔭權以
唯一候選人身份，在特首
補選中自動當選，2007年
又以649票擊敗僅得123票的
反對派梁家傑成功連任。
今年，梁振英成為第四任
行政長官。

立法會選舉方面，1998年，舉行香港政權移交後首屆立法會選舉，其後
於2000年、2004年及2008年，分別舉行3屆選舉。其中，通過2011年區議
會、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三場公平公正的選舉，香港民主發展在邁
出實質性步伐的同時，也發展和壯大了愛國愛港陣營力量，落實了以愛國
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原則，形成了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堅實力量。愛
國愛港陣營在各場選舉中，都能取得較多數議席優勢。

香港自回歸後多項大型基建
落成，同時致力落實以基建推
動經濟發展的施政目標。1998
年，新國際機場啟用；2001年，
政府決定投資6,000億元，為未
來15年落實千項政府基建及鐵
路發展計劃；2005年，香港迪
士尼樂園隆重開幕，翌年香港
濕地公園啟用，昂坪360通車。

2007年，《施政報告》預告
推動十大基建工程，包括港鐵
南港島線東段與沙田中環線、屯門西繞道及屯門至赤 角連接路、廣深港
高速鐵路、港珠澳大橋、港深機場合作、港深共同開發河套、西九文化
區、啟德發展計劃，以及開拓新發展區。為吸引更多遊客來港的啟德郵輪
碼頭亦剛剛啟用，中央政府也陸續推出多項配合郵輪旅遊的新政策。

政府同時積極推動其他政府工程，令整體工程開支由07年度約200億元，
逐步上升至近年每年逾500億元；展望未來數年，更會進一步增至逾700億
元水平。

香港回歸後積極參與國際盛事，包括籌辦了許多大型國際會議及展覽活動，
又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及會議，與全球聯繫無間。2005年，香港首次成功舉辦世
貿會議，提升香港國際會議中心地位。2006年，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被任命
為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為港人爭光。

2008年，香港協辦北京奧運馬術比賽。香港賽馬會投入逾12億元，僅用2年多
時間創造了奧運馬術比賽場館建設史上的多個第一，花費之少和進度之快，創
造了一個奇跡，而馬術比本身亦促進本港體壇發展，同時令港人更加了解奧運
精神。2009年，香港成功舉辦東亞運動會，香港代表團更憑主場之利及多年來
的精心打造，歷史性奪得26金31銀53銅，共110面獎牌的歷屆最佳成績，完美實
踐了東亞運口號：「創造傳奇一刻。」

香港運動員在回歸後的國際重大賽事上屢創佳績，包括2004年李靜、高禮澤
在奧運乒乓奪銀；而港隊單車手李慧詩在去年倫敦奧運會單車賽勇奪銅牌，成
為第4位贏得奧運獎牌的香港選手。另有「香港之寶」之稱的黃金寶，亦於多項
大型單車賽事中獲得獎項，為香港首位獲取世界冠軍的單車運動員。

在藝術層面，今年由「鴨爸」荷蘭藝術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創作的
巨型黃鴨Rubber Duck訪港，短短一個月吸引近800萬人次「朝聖」，在港爆發的
開心效應是全球最大迴響的一次，霍夫曼也笑指港人為鴨「瘋狂」的魔力遠勝
外地，成為香港歡樂「icon」。

回歸後，香港市
民愈來愈關心本港
的歷史文物，以及
歷史文物在本港未
來所佔的地位。特
區政府成功於2007
年頒布文物保育政
策，確保香港以適
切及可持續的方
式，因應實際情況
對歷史和文物建築
及地點加以保護、
保存和活化更新，確保這一代和子孫後代均可受惠共享。近年，政府
聯同社會各界投放時間及資源，致力推動文物保育，包括推行活化歷
史建築伙伴計劃。

保育及活化項目，展現出香港是一個文明和發展成熟的社會，透過
保育及欣賞文物建築，讓香港持續發展之時，也能與昔日社會連繫起
來，建立港人的身份認同感。

隨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新
時期，港台關係也邁進一大步。
2010年4月，香港成立了「港台
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台灣成
立對口的「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
進會」，協策兩會成立標誌 港
台關係進入新階段，港台兩地藉

兩會在經貿、金融、文化、旅
遊、航空運輸等多個範疇上加強
合作，取得了豐碩成果。

香港跟台灣是彼此第四大貿易夥伴，貿易總額超過3,200億元。台灣企業在
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和當地辦事處的數目，由2001年的224間上
升近一倍，至2011年的446間。為進一步促進香港和台灣之間的長遠合作和交
流，香港近年亦在台北成立了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致力促進香港和台
灣之間更緊密的經貿和文化關係，協助推動港台兩地商界和民間的交流，加
深台灣民眾對香港的認識。

此外，特首梁振英表明會積極推動港台雙方訂定類似的制度化經貿合作安
排，以全面提升兩地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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