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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201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20 年来，中央人民政府按照基本

法的有关规定，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

制”方针政策，不仅在政治和法律制度

层面对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提

供保障，还大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

法施政，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香港

经济提供和创造了巨大的机遇及发展    

空间。

回归20年来国家大力支持香港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

回归之初，随着内地与香港之间宪

制关系的改变和强化区域合作的需要，

两地即设立了“大型基建协调委员会”，

具体就深港西部通道、珠海伶仃洋大

桥、铜鼓航道、香港新机场与珠江三角

洲空中管制协调，以及落马洲、皇岗旅

客过境便利等项目进行研究和协调，以

推动香港与内地邻近地区的合作。

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给香港经济

造成重创，外资撤离、楼市股市泡沫破

灭、市民收入萎缩，香港社会陷入恐慌。

是中央政府的明确表态和人民币绝不贬

值的坚定立场迅速稳定了局势，为香港

抵御金融风暴冲击提供了转机。同年举

办的粤港合作首次联席会议，为两地携

手帮助香港走出困境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措施。

2003 年，“非典”（SARS）爆发，香

港百业凋敝，中央政府及时出台四项

优 惠 政 策 ：6 月 29 日 签 署《 内 地 与 香

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7 月 15 日实施“内地输入专才

计划”；7 月 28 日开放“个人游”（自由

行）；12 月 31 日央行委任中国银行 ( 香

港 ) 作为在香港的人民币清算行。以上

四项政策的实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

果，当年香港经济即止跌回升，步入新

一轮增长周期。

2007 年底，美国爆发波及全球的金

融危机，给香港金融业带来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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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香港抵御冲击，防范风险，中

央政府再次直接出手，出台“十四项措

施”，涵盖金融、基建、珠三角合作、缓

解中小企业困难、扩大个人游等诸多  

方面。

2014 年 1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广

东前海南沙横琴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以协调解决深圳前海、广州南沙、

珠海横琴建设中在政策实施、项目安

排、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需要中央政

府予以支持的事项。同年 11 月 17 日批

准开通“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沪港通”），允许内地和香港

投资者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者经纪商

在规定范围内买卖对方交易所上市的    

股票。

2016 年初，国务院批准增设广州

南沙、珠海横琴和深圳前海 3 个自贸试

验 区，并 于 3 月 1 日 挂 牌。3 月 发 布 的

“十三五”规划首次设置“港澳专章”。

8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深港通实施

方案》，于 12 月 5 日正式开通。

2017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正在研究制定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使香港

更紧密、深入地与国家发展战略连接在

一起。不久前“亚投行”宣布接纳香港成

为正式成员，香港可以为“亚投行”在项

目融资、发债、投资、财务管理及外汇

管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获得新的发

展机遇。

香港抓住内地经济发展机遇形成

新的竞争优势

有人认为 1997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

值（GDP）相当于内地的 18% 以上，而现

在已下降到 3% 左右，香港经济是在走

“下坡路”。但统计数据显示，从 1997 年

到 2016 年，香 港 GDP 由 1.37 万 亿 港 元

增至 2.49 万亿港元，年均增长 3.2%。作

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每年能保持

3% 以上 GDP 增速已实属不易。尤其是

在人均 GDP 指标上，香港仍处在世界主

要经济体前列，依然是全球最富裕经济

体之一。

在基本法保障下，香港保持原有资

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

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区依照基

本法实现高度自治。世界银行发布的数

据显示，香港在政治稳定、政府效能、

规管质量、社会法治、贪腐控制等方面

的指标，都远远高于回归之前，特别是

法治水平的提升最为引人瞩目，香港在

全球的排名从 1996 年的 60 多位大幅跃

升至 2015 年的第 11 位。基本法维护了

香港中外经济交融、中西文化交汇的特

色，香港始终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

运中心的地位，并连续多年被有关国际

机构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地区。在美国

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

中，香港自 1995 年起连续 23 年被评为

“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没有改变，在有些领域还得到了巩固和

提升。回归 20 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

持下，香港从区域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

港，发展成物流管理中心、国际资产管

理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全球领

先的国际金融中心。数据显示，2016 年

香港上市公司首次公开招股（IPO）集资

额达 248 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居全球集

资中心之首。与此同时，香港不仅仍是

内地最大的外商投资直接来源地和内地

企业最大的境外融资中心，还日益成为

人民币国际化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战略平台。

香港搭乘内地经济高速发展的快

车，没有错失机遇。20 年来，几乎在每

一个涉及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

要领域，香港都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嗅

觉、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与国际接轨

的营商规范牢牢地把握住了机遇 ：内

地企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泛珠

三角“9+2”区域合作、人民币国际化、

CEPA 下服务业对港资的优先开放，以

及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等等，香港都或将在其中发挥特

殊作用，并随时代变化而不断产生新的      

内涵。

“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和强大生命

力在香港得到了验证，香港独特的竞争

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是香港在金融领域有明显的比较

优势。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一直是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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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逐步构建了完

善的金融体系，专业的金融分工，透明、

标准化的金融产品，齐备的金融基础设

施，形成了强大的金融信息聚集和金融

研发能力、金融人才培养体系。目前，

香港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

心，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累计超过 2 万

亿元，香港与内地的跨境人民币收付量

占所有境外地区的 50% 以上，在环球银

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国际支付货

币中占比近 70%，据专家估计这一优势

至少还将保持 10 年。

二是香港国际自由港的地位优势

不会动摇。在“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

是世贸组织正式成员，也是独立的关税

地区。从历史上看，香港曾经是中国最

大的港口，也是连接内地与世界许多国

家的重要中转站，在国际贸易与物流上

具备天然的优势。作为全球重要的货物

流通中心，和亚洲船运、货代、物流企

业云集的地区之一，香港拥有丰富的物

流、贸易人才，港口、机场、铁路系统发

达，基础设施完善。

三是香港国际化人才和多元文化优

势难以超越。香港拥有大量的法律、财

经和各个专业领域的人才，他们熟悉国

际法律、惯例，有丰富的处理国际业务

的经验。与此同时，依托金融业发展起

来的金融服务业，以及依托于内地经济

开放和亚太经济增长而发展起来的专业

服务业，聚集了大量的熟悉国际管理、

西方会计制度、税例的商业管理与顾

问、会计及审计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

高端服务人才，能够提供国际化程度很

高的专业服务。此外，香港企业在上世

纪 80 年代始就积极参与本地、中国内

地、亚洲与欧洲的能源、发电、公路、铁

路、码头与电讯项目开发、建设与管理，

在多年的国际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香港的金融、法律、工程与管理专

才更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利于商务

谈判与项目管理工作。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为香港开创

新的发展空间

在过去的20年中，“国家所需”和“香

港所长”有效结合，获得了“双赢”的丰硕

成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香港开创

了新的发展空间。展望未来，机遇无限。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有大量企业

来自中国本土和香港，香港银行业可利

用服务客户的优势，通过加强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业务联动，使客

户走到哪里，银行业的金融服务便跟到

哪里。与此同时，充分发挥香港金融市

场的多元化优势，从全球资本市场，把

各种机会、各个领域、各个客户聚集起

来，为“一带一路”提供贷款、债券、股

权等不同类型资金，满足不同客户的多

元化资金需求。考虑在全球发行“一带一

路”债券融资，加强与国际、国内金融机

构合作，发挥投行作用，做好风险防范。

第二，通过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市

场合作，以产业合作和贸易往来提升人

民币作为区域贸易结算货币地位，为俄

罗斯、中亚等新兴市场提供项目融资。

香港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银团贷款和

发债等方式向“一带一路”基建项目提

供人民币融资，也可以通过中国对外工

程承包获得大量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

（ODI）项目，更好地推动香港离岸人民

币市场进行人民币资金循环和跨境流

通。同时，加强与其他主要国际金融中

心合作，提升人民币在贸易融资、项目

投资、跨境贷款中的使用比例。

第三，帮助建立具有国际标准的商

业模式和合作框架。利用香港在法律制

度、市场规则以及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国

际接轨的优势，积极提供法律、税务、

会计、金融等专业服务，推动、参与或

发起建立针对“一带一路”政策目标的

多边金融机构、投资基金、行业组织或

争议处理机制，与中国相关主管部门共

同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多边参与、产权

及投资保护机制，在支持中国提高区域

内金融监管影响力的同时，也相应提高

香港的地位和重要性。

第四，鼓励香港企业参与基建项目

投资和管理。“一带一路”基建投资规模

庞大，其中由政府出面或主导的项目占

较大比重。除了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提供长期低息资金外，还需

要民间投资资金的支持。香港金融机构

可以通过银团贷款和发行基建债券等方

式向丝路基建项目提供融资，香港企业

也可以利用国家正在大力推广的 PPP 模

式及其他常用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基

建投资、建设和管理，未来较为成熟的

基建项目还可以在香港上市和资本运

作，为香港资本市场提供新的机会。

第五，为中资企业在沿线投资基建

项目提供协助。国家大力鼓励及推进内

地企业“走出去”，并将通过“一带一路”

战略在周边国家和地区营造有利于中资

企业的投资环境。中资企业在丝路沿线

投资基建项目的意愿也进一步提升，未

来将会有更多的中资企业借船出海，以

香港为跳板到丝路国家投资基建项目，

香港可为这些企业提供基建项目贷款、

过桥贷款、发债融资、顾问咨询、项目

管理和专业服务等，使“走出去”企业的

业务发展更加顺畅。鼓励香港企业一起

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各自发

挥优势以提升基建项目的成功率。

第六，为“一带一路”输送国际性

人才。“一带一路”项目推进过程中，将

会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包括经济

景气变化、市场环境、地缘政治、宗教

冲突等因素，很可能伴随投资合作的全

过程。国际性人才是香港最宝贵的资

源，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可以

发挥积极作用，包括进行基建投资项目

评估、尽职调查、商业谈判、工程咨询、

法律服务、财务顾问等，以提升成功机

会，减少失误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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