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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認識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
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是一份求真務實、催人

奮進的報告，我完全贊同。
今年的報告關於港澳部分的表述，提到要「加強內地與港澳
各領域交流合作，繼續發揮香港、澳門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
化建設中的特殊作用。」這句話的內涵是比較豐富的，反映出
中央政府始終是把港澳的發展放在國家的整體發展戰略中來謀
劃和布局的；反映出中央政府不僅高度肯定港澳對國家改革開
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的歷史性貢獻，而且高度重視港澳未來在
國家發展進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還反映出中央重視加強內
地與港澳的交流合作，力支持港澳提升自身競爭力。
這幾天，張德江委員長在參加政協港澳委員聯組會議和人大

香港、澳門代表團座談時，也多次表示希望港澳聚焦發展，借
助國家發展大勢積極謀劃長遠發展，強調歸根到底還是要「靠
發展、靠法治、靠同舟共濟」。這些都表明，從中央政府來
說，對港澳仍然是高看一眼、厚愛有加的。中央政府支持港澳
繁榮發展的積極態度和政策取向沒有變，也不會變。
我今天想重點談談的問題是，應當怎樣看香港與內地的經
濟關係？這也是正確認識香港與國家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
無論是去年「佔中」事件的發生，還是近期出現的針對內地
居民「個人遊」的激進活動，都促使我們不僅要從政治層面
而且要從經濟層面深入思考香港與國家主體，也就是內地的
關係問題。把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問題看清楚、想明白
了，才能更好地把握香港發展的大方向大戰略，也才能更加
積極主動地抓住機遇，順勢而上，借力而為，從而提升香港
自身經濟實力和競爭力，像《紅樓夢》裡所描述的，「好風
憑借力，送我上青雲。」
我想談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三個看清」或「三個最」。

大家知道，這句話是李嘉誠先生10天前剛講出來的。他在
公司業績報告會上面對記者關於限制「個人遊」等問題的提
問時，回應說：「香港是一個好地方，因本港最大的『
數』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我想，李先生作為一位閱歷豐
富、具有國際視野的商界翹楚，不應該有人懷疑他的這句話
是發自內心的實在話。「靠山」這個詞很通俗，把它放在形
容兩地經濟關係的特定語境裡，可以至少演繹出三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內地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強大依托。香港地域狹

小，自然資源稀缺，從百多年前的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化大都
市，靠的是甚麼？有人會說，靠的是高度自由開放的經濟制
度，靠的是優良的法治環境，靠的是先進的管理理念，靠的是
廣泛的國際聯繫，等等。這些點得都沒有錯。香港是一個國際
性城市，賺的是全世界的錢。但是，除了這些因素，客觀理性
地分析，對香港經濟繁榮發展起根本性支撐作用的是內地因
素，內地龐大的實體經濟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最大依托。
從下一組數字就可以看出這一點。香港是國際貿易中心。
2014年香港與內地貨物貿易總額達39,660億港元，佔香港
對外貿易總額的50.3%，其中香港出口和轉口內地貨物總額
達19,790億港元，佔香港整體貨物出口總額的53.9%。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截至2013年，內地在香港直接投
資存量達33,416億港元，佔香港外來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
31.9%。2014年內地在香港上市企業共有876家，佔上市公
司總數的50%，佔香港股市全部集資額的74％。香港還是
國際旅遊中心之一。2014年，內地訪港旅客達4,725萬人
次，佔全部訪港旅客的77.7%，為香港帶來數以千億港元的
經濟收益。香港的服務業佔到GDP的93%，如果沒有內地
蓬勃發展的生產製造業和廣闊的市場作為根基，香港的服務
業怎麼可能枝繁葉茂、花開不敗？
內地對香港經濟的支撐作用還體現在長期以來中央政府和

有關地方對香港食品、農副產品、水、電、氣等基本生活物
資的供應上，從而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據統計，截至2013年底，香港市場95%的活豬、100%的
活牛、33%的活雞、100%的河鮮產品、90%的蔬菜、70%
以上的麵粉都由內地供應。在座的代表可能大多數都還記
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香港流行一個詞，叫「制水」，
意思就是「限時供水」。這已成為一代人的苦澀記憶。
1960年，香港遭遇大旱，一年間「河塘乾、田園裂」，
水塘庫存水僅夠供全港350萬市民飲用43天。建築進度減低
40%，工業損失過億，20多萬人逃離家園。我聽一些香港老
朋友講，當時由於缺水，每天供水4小時，甚至有一段時間
每四天才供水一次。喝水、洗澡、洗衣都成了問題。在街頭
常常能看到全家人提水桶輪流排隊取水的場景。因為輪候
爭水，街坊反目，甚至鬧上法庭的事情都有。
當時香港中華總商會、港九工會聯合會等香港各界的信函

如雪花般湧向北京求援。1963年，經周恩來總理特批，中
央財政撥款3,800萬元，「引東江水濟香港同胞」，後來用
了11個月建成東深供水工程，從1965年3月1日起開始向香
港供水，從此改變了香港長期缺水的歷史。
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當時這個工程是鑿山劈嶺、架管搭橋

將位於東莞水源地的水位提高了46米，使之倒流83公里而進
入深圳水庫，再經過3.5公里長的輸水涵管輸入香港的。後來
又進行了3次擴建和一次大規模改造。50多年來，這項工程已
成為香港的生命線，每年輸水佔香港所耗淡水近八成，累計對
香港供水223.48億立方米，相當於一個半洞庭湖的水量。有人
說，正是因為有了東深供水工程，才使香港經濟獲得快速騰飛
的最重要補給，並得以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
也有的人說，東江水是香港花錢買的。但這裡不只是一個
可以用錢算賬的問題。在長達50多年時間裡，東江水沿途
有深圳、東莞等城市工業突飛猛進，有河源、惠州等地渴望
發展，但大家都千方百計保護一江清水向港流。沿江當地

政府沿水庫修築十
幾公里的防護林，對
庫區實行全封閉管
理，武警邊防官兵組
建30多年來一天兩次
巡邏，有關部門每天
對供港水質進行檢
測。50多年來，這條
生命之水的水質一直
穩定保持在優於國家
二級水源標準以上。
可以說，東深供水見
證了祖國人民與香港
同胞血濃於水的親
情，也是祖國內地與
香港經濟臍帶般連接
關係的生動例證。
第二層意思，內

地是香港經濟增長
的動力源泉。大家
知道，香港經濟的
兩次歷史性轉型，
都是內地因素和國
際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西
方國家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禁運和封鎖，使得香港
經濟原先賴以支撐的轉口貿易出現大幅下跌，航運、金融、
保險、倉儲、港口等行業和企業紛紛倒閉，迫使香港商人從
轉口貿易之外另尋出路；另一方面，內地接連發生政治運
動，又使得大量的人才、資金和技術不斷流入香港。正是依
托內地大量流入的廉價勞動力、資金和技術，香港才在50
年代到70年代近20年的時間裡，面向西方市場發展起了以
紡織、成衣、電子、玩具等輕工製造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
業，實現了從以轉口貿易為主向以工業化為主的第一次經濟
轉型。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走上工業化道路比台灣提
早了6、7年，比韓國和新加坡提早了近10年。
另一次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內地結束「文

革」，實行改革開放新國策。這一時期的香港經濟，本來受
70年代國際石油危機的衝擊，已陷入蕭條，是內地改革開
放的春風，又使其重新煥發出生機。內地廉價的土地、充裕
的勞動力、優惠的稅收政策，吸引大批港商將製造業轉移到
內地。香港製造業北上遷移，既提升了香港產品在國際市場
的競爭力，又為服務業發展騰出了空間。
此後，服務業佔香港GDP的比重逐年提升，促成了香港
經濟從以製造業為主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二次轉型。可以
說，當內地處於封閉狀態的時候，香港作為內地經濟連接外
部世界的最主要通道，坐收漏斗之利；當內地實行改革開放
的時候，香港又充分發揮其窗口和橋樑作用，左右逢源，近
水樓台先得月。
第三層意思，內地是香港經濟抵禦外來風險的堅強後盾。
遠的不說，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非典」疫情、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大家都經歷過，這三次危機給香港經
濟帶來的衝擊烈度在香港歷史上是少有的。香港為甚麼能在
不長的時間內轉危為安，其中原因我想大家都不難找到答
案，在此無需多說。
所以，講香港最大的優勢是有祖國內地作為「靠山」，講
的是一個事實。也無怪乎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先生在談到新加
坡與香港的情況比較時曾笑稱：羨慕香港緊靠中國內地的地
理位置，時刻都想新加坡和香港能調換位置。

這是我上個月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致辭時講的。這句話講的
是一個基本判斷，就是香港與內地加強交流合作，實現優勢互
補、共同發展，是大勢所趨、必然選擇。香港經濟發展戰略說
一千、道一萬，都應當把與內地的經濟合作擺在優先位置。
第一，世界經濟格局已經並將繼續發生深刻變化，中國內

地正成為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增長極。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和
李克強總理的有關講話都對國際和中國經濟形勢作了深刻分
析。我注意到英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
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馬丁．雅克最近的有關評論。
他說：「現在中國的發展已經達到這樣一種階段，即以購
買力平價來看，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而且還在不斷
增長，儘管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仍然是美國經濟增長速度
的3到4倍。一定程度上說，中國目前也許是世界最重要的
經濟體，而這也是我們談論『中國世紀』的原因。有預測表
明中國的發展趨勢仍將持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預測，
到2019年前後，中國經濟規模將比美國經濟高出20%。」
他還說：「總體上說，西方人更傾向於談論中國存在的各
種問題；然而，西方也時不時地意識到，中國正在迅速發
展，變得越來越強大。」「在金融危機之前，西方的基本看
法是，中國的發展早晚會走向終結，因為中國的體制不可持
續，在政治脆弱的情況下，中國的政治精英將無法守住局
面。我認為這種看法也是錯的。現在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認識
到，中國的發展是真實存在的，中國的熱度、中國的轉型仍
將持續。」馬丁．雅克先生的這番話值得我們玩味。
最近，我在網上還看到一篇《福布斯》雜誌刊登的介紹內

地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的文章。文章說，一
直以來，世界上很多人只知道中國以「世
界工廠」聞名於世，知道中國製造了世界

上 90%的個人電腦、
80%的空調、74%的太
陽能電池以及70%的手
機，卻不知道中國有八
大產業在推動創新方面
領先於世界同行。
這八大產業分別是指

微支付、電子商務、物
流、在線理財產品、智
能手機、高鐵、水利發
電以及DNA基因測序。
大家可能也都關注到與
香港毗鄰的深圳這些年
來在高新科技和產業創
新方面突飛猛進、成就
斐然、舉世矚目。
現在名列全球前三位

的通訊設備供應商為華
為、愛立信、中興，深
圳佔了兩家。深圳的騰
訊公司也是世界頂尖級
的互聯網企業。華大基
因公司作為近幾年快速

崛起的生物科學公司，也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雜誌評為全
球最具創新力的前50強企業之一。這些例子讓我們對國家
的發展形勢增強信心。建議將來全國人大辦公廳組織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視察，或安排立法會議員到內地考察時，重點去
看看深圳的一些創新企業。
第二，當前香港經濟發展仍面臨諸多困難，突破瓶頸、培

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動力還是在內地。近年來經常有朋友向
我談到當前香港經濟發展面臨的一些困難和問題，主要有五
個方面：
一是認為香港經濟發展緩慢，與以前和周邊地區比都不如；
二是外部需求疲弱，歐美的生意難做了，而新興市場國家
的市場需求也起伏不定；
三是要素成本上升，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商舖成本、資
金成本都在上升；
四是產業結構單一，金融、貿易物流、旅遊和工商專業服
務四大支柱產業佔比過高，創新科技、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
發展緩慢，新的增長動力沒有形成；
五是創業很難。換一句話說，當前香港經濟發展遇到了僅

靠自身難以克服的問題。
在找準問題後，關鍵是要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我感到香
港克服困難、突破瓶頸的主要出路還是在內地。
一是內地可為香港提供廣闊的內銷市場。13億人口的龐大消

費需求，新型城鎮化建設帶來的巨大投資需求，發展高端製造、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戰略性產業帶來的產業發展需
求等等，都為香港產品研發、設計和內銷提供了巨大空間。
二是內地可為香港提供成本相對較低的經濟要素。雖然近
年來內地要素成本有所上升，但與香港比、與發達國家比，
內地的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和其他生產生活資料成本仍然較
低。特別是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還相對落後，各種
要素成本還相對便宜，對香港投資仍具有吸引力。
三是內地全面深化改革釋放出巨大的制度紅利。香港目前

已是內地深化金融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成為最大的離岸
人民幣業務中心。今後隨內地金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隨
內地國企改革、財稅體制、市場體系以及其他各項改革措
施的落實，香港投資者還可以更多地分享改革紅利。
四是內地可為香港年輕人提供創新、創業、發展的機遇和

平台。目前香港已有不少年輕人到內地求學工作，創業發
展，他們中的佼佼者甚至已功成名就。
這裡我給大家講講深圳大疆公司的故事。大疆公司是一家

了不起的企業。
第一個了不起，是這家不起眼的企業竟能生產無人機，而
且產品遠銷歐美國家和地區，已成為全球頂尖無人機飛行平
台製造商；
第二個了不起，是這家企業的老總竟是一個30歲剛出頭
的年輕人，而且是靠自力更生、白手創業起家。後來我還知
道，這家企業的老總名字叫汪滔，是香港科技大學的畢業
生。由於大疆公司成長極快，尚未上市，金融界人士估計其
市值將超過1,000億。
我在想，大疆公司的故事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年輕人創業成
功的故事，它也是一個對香港經濟發展方向、對香港年輕人
發展出路具有啟示意義的故事。

這是這次《政府工作報告》釋放的一個重要信息。這句話
講的是香港對於內地經濟的反作用力。這裡的反作用力與作
用力雖然不是一個等量級，但勝在有其特殊性。可以預見，
即使深圳、廣州以及更多的內地城市將來的經濟總量會趕超
香港，但香港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特殊地位、對國家推進改
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特殊作用，仍將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
都無法取代的。
這首先是因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將長期實行與內地不
同的社會制度，包括經濟政策和制度的差異性將長期存在。
二是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中心地位是長期形成
的，也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仍在起作用。
三是香港在營商環境方面仍具有許多優勢，包括法治成

熟、經濟高度自由開放、基礎設施完善、金融體系穩健、專
業服務發達、政府廉潔高效、社會管理先進、低稅制等。
四是國際化程度高，跨國公司總部雲集，國際商業網絡發

達，語言交流上也有優勢。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增強憂患意識，另一方面也要自信自
強。香港的優勢仍然很多，軟實力不小，這是內地城市短期
內難以超越的。
現在，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都比較關注香港參與國家

「十三五」規劃編制的問題。怎麼做好香港參與「十三五」
規劃這篇大文章，大家還可以深入思考、獻計獻策。我覺得
在以下6個方面都可以找到香港現有優勢和國家發展戰略的
結合點：
一是兩地金融服務業深度合作，將香港金融發展納入國家
金融發展整體戰略，面向全球鞏固香港作為全球財富管理中
心、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全球集資籌資中心地位。李引泉
代表昨天的發言中提出了用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離岸人民
幣中心為國家有關戰略實施服務的4點建議，很有見地。
二是香港貿易航運業創新發展，根據內地進出口結構性變
化適時轉變角色，深化兩地貿易航運業分工合作，大力發展
高增值航運服務業。
三是香港發揮好市場經濟制度優勢，依靠市場力量選擇和

發展產業，不斷鞏固傳統優勢，增強產業創新能力，培育新
的經濟增長點。
四是香港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和自貿區建設等重大戰

略，支持香港在國家「引進來、走出去」戰略中發揮更大作
用，利用好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等三大合作平台，
在構建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橋樑和紐帶作用。
五是基礎設施建設，根據香港發展和與內地互聯互通需

要，進一步加強對香港聯結內地的高速鐵路、港珠澳大橋、
第三條跑道擴建、信息網絡設施等建設的支持力度，夯實香
港發展基礎。
六是香港與珠三角城市共同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加大兩地
在城市基建、城市管理、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合作力
度，共同建設珠三角一小時優質生活圈。
總之，香港同胞只要找準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定位，
把自身的優勢充分發揮好，特別是與內地結合好，就一定能
夠與祖國內地同發展、共進步。
正確認識和處理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還需要兩地民眾

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保持良好的心態。
隨兩地各領域、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難免出現一

些偶發的、個體性的摩擦，兩地居民都應該理性對待和處理，
避免說氣話、做傷感情的事。比如，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
的政策，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來的。本來這是在2003年「非典」
肆虐後香港經濟出現比較嚴重困難的情況下，中央根據香港特
區政府和有關業界的請求作為「挺港」措施推出來的。
十多年來，這個政策對提振香港經濟、擴大就業以及兩地
交流的貢獻度很大。「個人遊」政策實施的情況總體也是好
的。目前出現的問題主要是「水貨客」問題，特別是歲末年
初這段時間內地旅客集中赴港採購年貨與「水貨客」活躍交
織，導致新界北區一些市鎮居民的生活環境受到影響。
我也曾經到上水、元朗、屯門等地作過實地觀察，看到提

大包小包的「水貨客」佔據了一些馬路和公共空間，甚至進入
一些公共屋邨內，造成干擾，也導致交通擁堵。對這方面的問
題確實要予以重視，並積極回應居民的訴求，妥善加以處理。
但是，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不應把問題誇大化。據我們了
解，「水貨客」中有近6成是香港居民，深圳戶籍居民持「一簽
多行」證件的「水貨客」只佔4成左右。而且情況也在變化，今
年春節黃金周內地訪港旅客總人數和消費首次出現雙降，不能因
為「水貨客」的問題而質疑或否定整個「個人遊」政策。
二是不應把問題政治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大肆渲染有關問

題，意在挑撥兩地矛盾，助長本土意識，並影響將來的選情。
三是更不應任由有關活動激進化、暴力化。極少數激進分

子借口反「水貨客」，圍攻、辱罵內地遊客，蓄意製造事
端，挑戰了法律底線，應當依法予以懲處。
對「水貨客」的管控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兩地政府協商，
包括採取對部分政策作出適當調整來解決。張德江委員長日
前在與港澳政協委員座談時明確表示，要具體問題具體分
析，有甚麼問題解決甚麼問題。現在，梁振英特首已向中央
提出了有關調整建議，國務院港澳辦正在牽頭會同有關部門
和地方研究落實有關具體方案。也有人提出在邊境地區建設
面向內地居民的商貿城等建議，值得研究。
從長遠來說，香港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與旅遊相關的配

套設施，提升旅遊接待能力和服務水平。不然，影響了內地
居民訪港意慾，與世界各地對中國遊客都大開方便之門的情
況反差太大，對香港也可能是得不償失。
總之，我今天講的中心意思是，要用全面的、客觀的、發
展的眼光看待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要看到香港是國家的
一部分，香港的經濟與內地緊密相連、密不可分，香港的發
展離不開內地，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亦復如此。這是
其一。還要看到香港經濟之於內地，不是單一的依賴關係，
而是有其特殊地位、功能和作用，與內地的經濟發展有互補
性。香港不僅在過去能夠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今後仍然可
以發揮特殊作用。這是其二。更要看清，香港要在激烈的國
際和地區經濟競爭中不甘落後，在鞏固原有地位的同時增創
新優勢，必須「北望神州」，順應大勢，善借東風。當全世
界都看好中國，都期待搭乘中國這趟快車，都在熱情地加強
與中國在有關領域的交流合作的時候，香港沒有理由變成旁
觀者或落伍者。
以上看法和考慮不是很成熟，有講得不對或不當的地方，
希望大家不吝指正。

■來源: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網站

第一個應該看清的是第一個應該看清的是，，香港發展的最香港發展的最
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

第二個應當看清的是第二個應當看清的是，，香港未來經濟發展香港未來經濟發展
最重要的戰略方向是與內地加強合作最重要的戰略方向是與內地加強合作。。

第三個應該看清的是第三個應該看清的是，，香港將會在內地改香港將會在內地改
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繼續長期發揮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繼續長期發揮

最特殊的補益作用最特殊的補益作用。。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曉明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時的發言（2015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