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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 祖国好 ； 祖国好 ， 衝巷更好
”

——基于香港和祖 国 内地经济关 系之历史发展的再思考

齐鹏飞

［提 要 ］ 在经济全球化的 大背景和
“
一 国 两制

”

的 大框架下
，
香港经济发展背后的

“

祖 国 内

地 因 素
”

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 究竟是不是应该进一步发挥和 凸显？ 这是具有极强现 实针对性

的重 大原则 问题 。 本文通过对香港和祖 国 内地经济关 系 历 史发展的梳理
，
确认无论

“

九七 回

归
”

前还是
“

九七回 归
”

后
， 香港经济发展 背后 的

“

祖国 内地 因素
”

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 都

是不容抹杀的客观事 实 。 香港经济
“

再铸辉煌
”

，
必须搭乘祖国 内 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

“

顺风

车
”

和
“

快车道
”

，
在继续

“

善用香港独特优势
”

的 同 时
，

继续
“

善用祖国 内地 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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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回归
”

以来的近二十年间
，
恰值香港处于由传统服务型低增值产业向现代知识型高增

值产业全面过渡和嬗变的第三次经济转型期 。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 ，
关于香港经济的发展战略 、 发

展定位 、 发展路向 、 发展模式如何重新择定的问题
，
始终争论不休。 就大者言

，
在其经济发展的

内部关系方面
，
如何处理

“

自 由市场
”

与
“

政府干预
”

之间的关系这个传统的
“

两难
”

课题
，

一

直是举棋不定
；
在其经济发展的外部关系方面

，
如何处理

“

香港本土
”

与
“

祖国 内地
”

之间的关

系这个传统的
“

两难
”

课题
，

也一直是进退失据 。 如此 ，
回归 以来 ， 香港政制发展方面

，
以

“

双

普选
”

为 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进裎
一

再受阻
；

经济发展方面 ，
以全面的产业升级换

代和经济转型为 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经济振兴和
“

再铸辉煌
”

之路荆棘重重 ，
也就是不难理解

的事情了 。 这里 ，
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

其中一个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
，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

“
一

国两制
”

的大框架下
，
香

港经济发展背后的
“

祖国 内地因素
”

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究竟是不是应该进
一

步发挥和凸显 ？

这是具有极强现实针对性的重大原则 问题一
“

九七回归
”

以来
， 香港社会内部

一

直有
一

股极端

势力
， 不仅在政治发展领域 ，

而且在经济发展领域 ，
极力进行

“

去中 国化
”

的叫嚣和挑衅。 他们

不仅罔顾历史 ， 全面否定
“

九七 回归
”

以前香港经济腾飞背后
“

祖国 内地因素
”

之重要支撑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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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作用 ，
而且罔顾现实 ， 全面否定

“

九七 回归
”

以后香港经济复苏背后
“

社会主义祖国之坚强后

盾
”

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 ，
不断声言为了防止香港被

“

内地化
”

、 被
“

社会主义化
”

，
就必须和

“

中国
”

切割 、 和
“

祖国 内地
”

切割 ， 让香港保持
“

完全 自治
”

式的
“

独立 自主
”

，

“

香港问题
”

“

香港解决
”

。 尤为严重的是 ， 这种极端势力 自说 自话的梦呓 ，
配合以

“

九七回归
”

以来香港社会

内部 日 益泛滥的民粹主义思潮以及境外敌对势力的介入和支持 ， 竟然形成了对特区政府
“

集 中精

力发展经济
，
切实有效改善民生

，
循序渐进推进民主

，
包容共济促进和谐

”

的施政方针和中央政

府关于
“

维护国家的主权 、 安全和发展利益
”

和
“

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

之对港工作的两大

根本宗旨的巨大冲击力和杀伤力 。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２０ １ ５年６月
，
特区政府依据 《香港基本法》 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而制订的 ２０ １ ７年行政长官普

选的提案
，
在立法会被反对派议员 以

“

集体捆绑
”

的方式否决
，
以

“

双普选
”

为 目标指 向和主要

内容的香港政治 民主化进程不得不再次
“

原地踏步
”

，
香港的历史发展进人 了社会分化的

“

后政

改时代
”

。 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明确表态 ： 鉴于在短时期 内香港社会各界在
“

双普选
”

问题上无

法达成高度共识和压倒性的主流意见
，
在余下的任期内将不会重启

“

政改五步曲
”

，
政府施政的

主轴和重心将放置于
“

发展经济
”

和
“

改善民生
”

方面 。 但是
，

重启
“

经济议题
”

，
同样绕不过

如何处理
“

香港本土
”

与
“

祖国 内地
”

之间的关系这个传统的
“

两难
”

课题。 在这方面 ， 香港社

会内部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思想分歧 。 中央政府 、 特区政府关于通过加强两地之间的经济合作以

从根本上提升香港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的主张 ， 同样遭到了香港社会内部极端势力的肆意歪曲和

激烈反对 。 如此情形下 ，
我们怎么看 ？ 我们怎么办 ？

一

、 祖国 内地是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依托

“

香港好 ，
祖国好

； 祖国好 ，
香港更好

”

， 用这句流行语来形容
“

香港本土
”

和
“

祖国 内地
”

的经济关系是再贴切不过的
一个比喻 。 回归前

，
香港令全世界瞩目 的经济腾飞奇迹 ，

离不开
“

祖

国内地因素
”

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 ；
回归后

，
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

，
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祖

国这个坚强后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 。 易言之
，

无论回归前还是回归后
，
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

荣
，
始终是依靠社会主义祖国为其

“

保驾护航
”

并提供源源不断的成长动力和成长空 间 。

因为 自 然条件的制约
，
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依凭

，
就是其占尽地利之便的

“

区位优势
”
——

内扼祖国 内地的南大门 、 外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回归前
，
香港

“

国际经济中心
”

显赫成就和地

位的形成主要来 自两个主要的开放辐射面和发展动力源


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
，

一

个是

祖国 内地的社会主义区域 。 无论是 １ ９４９ － １ ９７８年中央政府对香港实行
“

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

以

“

长期打算 、 充分利用
”

的特殊政策时期 ，
还是 １ ９７９

－

１ ９９７年 中央政府对香港实行
“
一

国两制 、 和

平统
一

”

的特殊战略时期
，
祖国 内地均是把香港作为其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联系和沟通的

“

窗 口 、 桥梁和国际通道
”

。 尤其是在 内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 ， 香港在
一

定程度上和
一

定范围内几乎
“

垄断式
”

地分享了祖国内地对外开放的丰厚
“

红利
”

。 因 为 ， 在那

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 ， 祖 国 内地之所谓
“

对外开放
”

， 首先是对香港开放 ； 祖国 内地之所谓
“

与国际接轨
”

，
首先是与香港接轨 。 因此 ，

在回归以前
，
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背后之

“

祖国内

地因素
”

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 ，
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 。

回归以后
，

“

祖国 内地因素
”

对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进
一

步发挥

和凸显 ，
并且正式纳人制度化

、 体系化 、 规范化的轨道 ，
成为

“
一

国两制
”

的制度性优势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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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功搭上了祖国 内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
“

顺风车
”

和
“

快车道
”

。

（

一

）

“

善用香港独特优势
”

和
“

善用祖国 内地因素
”

是香港经济发展最成功的经验

一方面
，
回归以来

，
香港经济发展最成功的经验之一

，
就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 、 曾荫

权
、
梁振英等所总结的

“

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
”

，
定位和路向明晰 。

２００５年 １月
，
董建华在其任 内最后一份 《施政报告 》

——

《合力发展经济 ，
共建和谐社会 》

中
，
对于这条

“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

的
“
一

国两制
”

之
“

香港模式
”

新路曾经进行过全面的梳理

和阐释。 他指出
：

“

香港经济走出 困境 ， 首要原因是香港本身的独特优势发挥了作用 。 在
‘
一

国

两制
’

下
，
香港维持

一

个法治 、 高度 自 由和多元化的社会
；
香港的市场经济体系运作成熟

，
基建

设施世界
一

流
；
政府廉洁 ， 公务员队伍高度专业和尽忠职守

；
税制简单

，
而且税率低

；
社会秩序

和治安 良好
；
背靠

一

个庞大 、
高速增长的市场 。 环顾亚洲

，

只有香港集上述优势于
一

身 。 经过多

年发展 ，
这些优势已转化为本地产业的优势 。

” “

经济复苏的第二个因素 ， 是政府审时度势 ， 对

香港的未来发展定位 ，
确立方向 。

……社会各界逐渐形成共识 ， 最终确定香港今后的发展必须背

靠内地
，
面向世界 ，

建设
一

个提供优质服务的 国际都会 。

” ①

曾荫权当选行政长官 以后 ， 极力推介香港经济发展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

“

我有信心 ， 是因为
‘
一

国两制
’

在经过十年实践之后 ， 大家都看到它的优势所在 。 香港只有立足国家 ， 才可以面向

全球
，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

”“

今后十年 ， 香港仍然是
一

个平衡 、
多元 、 稳定 、 进步的城市 。 我

们既有 自 由市场规律
，
又讲求企业社会责任

；
既有现代化价值观

，
又有传统家庭核心价值 ；

既有

民主政治
，
又不会牺牲社会秩序与管治质素

；
既追求经济增长

，
亦关注环境文化保育

；
既有个人

自 由 、 多元思想 ，
亦有民族国家观念

；
既是中 国城市

，

也是全球城市 。 香港必将继续为国家做出

自 己独特的贡献
，

也将为保持香港 自身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
，
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

”？

梁振英 当选行政长官以后 ，

也极力推介香港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

“

香港人勤奋 、 拼搏 、
认

真
， 有创业 、 敬业和法治精神 。 香港公务员优秀 、 高效 、 廉洁

；
香港司法独立

，
治安 良好 。 香港

有先进的交通运输和通信建设 ，

也有广泛而紧密的海内外人脉关系 。 这些都是香港极为优秀的条

件 。

” “

我们的客观环境也极其优越 。 国家
一

直大力支持香港发展
；

…… 中国 内地高速增长 ， 改

革开放继续带来新机遇 。

”？“
我们要善用 、 巩固及提升香港现有的优势 ，

加强与国内外的全方位

合作 ， 将各个产业做多做大做强 。

” ④ “

香港有国家的支持
，
有发展的动力 ， 特区政府有

一

定的财

政能力 ，
只要继续坚持信念 ，

维持信心 ，
团结

一

致 ， 我们
一

定可以用好机遇 ， 做好抉择。

” ⑤

另一方面
，
回归 以来 ，

香港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另
一

个经验 ， 就是香港特首董建华 、 曾荫权 、

梁振英等所总结的
“

善用祖 国内地因素
”

。

回归以后 ，
虽然传统的

“

祖国内地的对外开放首先是对香港开放 、 祖国内地的与国际接轨首

先是与香港接轨
”

的
“

垄断式
”

的
“

政策性
”

优势在逐步减弱 ， 但是香港作为
“

国际金融中心
”

“

自 由港
’ ’

和
“

独立关税区＇ 其承载的祖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开放的
“

窗 口
、 桥梁和

国际通道
”

的区位优势并没有变 。 回归以后 ，

“

祖国 内地因素
”

仍然是香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

要支撑力和驱动力 。

从一开始
， 特区政府就非常明确地提出 了香港的经济发展 ，

要借新世纪
“

全球化
”

和祖国内

地和平发展的大势
“

青云直上
”

，

“

背靠 内地
，
面向世界

”

， 在对内的两地区域经济合作和在对外

的国际经济合作 中
，
建立和巩固 自 己 的经济优势和特色地位 。 在回归当年的 《施政报告》 中

， 董

建华就指出
：

“

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
是与祖国的繁荣和稳定

，
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
香港的根本利

５



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
也是紧密连接在

一起的 。 这是
‘

一

国两制
’

取得成功的基本点
；

也是特区

政府制定与内地关系政策
，
以至制定香港长远发展策略的一个出发点 。

”？“祖国 内地历来是香港

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来源 。 香港一直扮演着中 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桥梁角色 。
…
…在国家现代化

过程的不同阶段 ，
香港的角色和功能也会有所改变

，
因此

，
我们必须重新部署和定位 。 要考虑的

问题包括
：
香港如何继续强化中 国与世界交往的桥梁功能

；

以及香港作为
一

个国际性大都会 ， 如

何在国家以至亚太区发挥首要商业城市的作用 。

”？ “

我们的方向和定位十分明确 ，
就是要背靠内

地
，
面向世界

，
建立香港为亚洲 的国际都会

，

巩固和发展香港国 际金融中心 、 工商业支持服务 、

信息 、 物流和旅游中心的地位
，
运用新知识 、 新技术 ， 提供高增值服务 ，

推动新的增长 。

” ⑧
曾荫

权指出 ：

“

愈来愈多市民认识到
，
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 ， 是血脉相连 、 命运相系 、 利益

一

致 、

荣辱与共的 。 近几年来 ，
香港与 中央和内地接触增多 ，

接触层面更为宽广
，
联系更加紧密

，

通过

优势互补 ， 带来了许多实际好处 。

”？ “

香港作为中 国通向世界的商贸渠道始终具有强大的竞争

力 。

” “

我们的发展策略 ， 就是
‘

背靠内地 ，
面向世界

’

，
致力加强 自身优势 。

” “

当今世界上任

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在思考与中国 的经贸关系 。 香港要迎接全球化时代 ，
首先必须在国家发展中找

到适 当的重要角色 。 全球化与中 国发展已合而为
一

，
香港适应全球化 ，

与融入内地
，
并非两相矛

盾的发展道路。 香港既 已 回归祖国 ，
更应当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在中 国和平兴起中担当重要角色

，

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
能够令香港人引 以为傲的世界都会 。

” 》梁振英明确指出
：

“

过

去３５年
，
香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内地的改革开放 。

”？ “

香港作为 国家的特别行政区 ，

一

直

得到国家的关怀和支持 ，
充分发挥

‘
一

国两制
’

的优势
，
不仅在内 地拓展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广阔

腹地 ，
而且作为国际金融 、 贸易和航运中心 的地位 ， 在世界上亦 日益巩固和提高 。

”“

国家的

‘

十二五
’

规划 明确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 、 贸易 、 航运 中心的地位 。 过去 ３０年
，
香港参

与内地改革开放 ， 功在 国家 ， 利在香港 。

”
？

“

在经济方面 ， 香港有独特的
‘
一国

’

和
‘

两制
’

的

双重优势 。 香港既是中国的
一部分 ， 得益于国家的高速发展 ，

享有国家给予 的优惠 ，
同时亦享有

和内地城市不同制度的优势 。 用好这些优势 ， 香港不仅可以提高发展速度 ，
同时可以配合国内外

的发展需要 ，
继续壮大固有的龙头产业 ， 并培育新的产业 ， 丰富产业内容 ，

做到百业兴旺 。

”？

至于未来香港的经济发展如何与 国家
“
一带一路

”

等发展战略联系起来 、 如何充分发挥香港

的经济优势和经济特色
，
服务和贡献于国家

“
一

带
一

路
”

发展战略并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

遇实现与祖国内地的互利共赢将 自身做大做强等具体问题
，
目前的特区政府也有 比较明晰和深入

的思考 。 梁振英明确指出 ：

“

香港在
‘

一

国两制
’

下
，
同时保持与 国际间联系 ， 兼具国际及内地

‘

超级联系人
’

角色
；

… …相信凭借本港的独特优势
，
能为国家

‘
一

带
一

路
’

的发展做出贡献 。

”

“ ‘
一

带
一

路
’

是国家前所未有的远大战略
，
尽管香港是

一

个较小的经济体 ， 却能为
‘
一

带
一

路
’

发展战略释放出 巨大潜力 。

”

香港是世界级金融 中心 、 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 香港经济高度开

放
，
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
且是全国唯

一

中英双语并重 、 并用的城市 ，

“

这些均有利于香港继续扮

演好
‘

超级联系人
’

的角色
”

。

“

无论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 ， 如今都同样面临着发展的瓶

颈 ， 四处寻找发展机会 。 对于香港而言亦是如此 ， 如今
‘
一

带
一路

’

及时为香港提供了机遇 ，
希

望香港除了金融之外 ， 亦能在科研 、 教育 、 艺术 、 文化等各方面成为
‘

一带一路
’

的枢纽 ， 发展

自身的同时为国家做出贡献 。

”
？

（
二

） 香港
“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

，
离不开

“

社会主义祖国之坚强后盾
”

的重要保障作用

对于特区政府将香港定位为祖国 内地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发展经济联系的
“

窗 口
、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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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通道
”

，

而提出的
“

背靠内地
，

面向世界
”

之
“

善用香港独特优势
”

和
“

善用祖国内地因

素
”

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向 ，
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是倾全力支持的 。

１ ９９７年亚洲金融风暴狂

袭 ， 香港经济发展遭遇到严重困难 ，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出铿锵之语
：

“

中央政府高度评价

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
，
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 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

，
万一特

区需要中央帮助
，
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

，
中央将不惜

一

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
保

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

。

＠
进人新世纪以后 ， 由于内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

，
香港经济恢复缓慢

，
特

区政府向 中央政府提出请求支援之际
，
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再发铿锵之语 ：

“

能否促使香港经济

尽快走出 困境 ，
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

而且是关系
‘
一

国两制
’

在港成功实践的政治问题 。

”

“

中央 已作过研究 ， 并且下决心尽我们的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 。

” ？
这绝不仅仅是所谓的

“

高姿

态
”

， 而是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 ， 既有
“

锦上添花
”

，
也有

“

雪中送炭
”

。

第一 ， 尽全力确保对香港基本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的敞开供应 。 受 自然环境的限制 ， 香港 内

部所需的淡水 、 蔬菜 、 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主要来 自祖国 内地 。 自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祖国 内

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
“

三趟快车
”

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 ， 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

力保障对香港淡水 、 食品 、 农副产品 、 电 、 天然气等的稳定供给。

第二 ， 尽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应对各种风险和困难 。 １ ９ 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 、 ２００３年
“

非典
”

疫情和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 ， 是香港特区成立以来先后遭遇到的三次大的外来冲击 ， 香港社会压

力巨大 。 每每在此危急时刻 ， 都可以看到 中央政府和祖国 内地的及时援手 。

第三
， 尽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特区巩固和提升竞争优势 。 中央政府和祖国 内地全力支持和帮

助香港巩固和提升其国际金融 、 贸易 、 航运中心的优势地位和国际竞争能力 。 全力支持和帮助香

港开展个人人民币业务 、 发行人民币债券 、 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 ， 奠定了香港人民币

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 。

第 四
， 尽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与祖国 内地加强在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 从香港与内地过境通

关协调 、 空中管制协调 、 大型基建协调 、 环境综合治理协调等不同领域的经济合作 ， 到对香港产

品开放低关税和零关税入关 、 对香港开放人民币个人业务和人民币债券业务 、 对香港开放祖国内

地优秀人才引进等不同种类的经济合作 ，

一直到制度性合作的ＣＥＰＡ
，
都是中央政府和祖国 内地

与香港特区之间
“

经济一体化
”

的良性互动互利双赢的产物 。

二
、 香港繁荣稳定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 内容

为了更加透彻地认识这一问题
，
我们有必要再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一如历次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
“

五年规划
”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
“

中 国梦
” “
一带一路

”

发展战略等角度来谈一

谈 。 香港回归以来 ，
中央政府始终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

“

十五计划
”

首次将香港
“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

的问题纳入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 ，
在其结

尾部分原则性地指出
：

“

继续按照
‘
一国两制

’

方针和基本法 ，
全力支持香港 、 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依法施政
，
维护香港 、 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 巩固和加强香港国际金融 、 贸易 、 航运中心的

地位
，
加强港澳台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及交流 。

” ？这里的建设性意见 ，
仅仅９３个字

，
是非常简要和

原则性的 。

“

十一五规划
”

再次将香港
“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

的问题纳人到 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 ， 在其

结尾部分明确指出
：

“

保持香港 、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 坚持
‘

一 国两制
’

、

‘

港人治港
’

、

‘

澳人

７



治澳
’

、
高度 自治的方针

，
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 ， 加强和推动 内地同港澳在经贸 、 科

教 、 文化 、 卫生 、 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
继续实施内地与香港 、 澳门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

排
，
加强 内地和港澳在基础设施建设 、 产业发展 、 资源利用 、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 。 支持香港

发展金融
、
物流 、 旅游 、 资讯等服务业 ， 保持香港国际金融 、 贸易 、 航运等中心的地位 。 支持澳

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
，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

” ？这里的建设性意见
，
是２２２个字 ，

虽然还

是非常简要和原则性的 ， 但已经逐步有 了具体的内容 。

“

十二五规划
”

， 则首次将涉及港澳特区
“
一

国两制
”

建设的内容单独成章 ， 专 门论述港澳

特区
“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

的问题
，
进
一

步凸显了港澳特区
“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

的问题在国家

整体发展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

十二五规划
”

指出 ：

“

坚定不移贯彻
‘

一

国两制
’

、

‘

港

人治港
’

、

‘

澳人治澳
’

、 高度 自治的方针 ， 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 ，
全力支持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 支持香港 、 澳门充分发挥优势 ， 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

用。

”

该章 （第五十七章 ） 分列三节来具体论述如何支持和保障港澳特区
“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

的问题——第
一

节 ： 支持港澳巩固提升竞争优势
；
第二节 ： 支持港澳培育新兴产业 ；

第三节 ： 深

化内地与港澳经济合作 。

？
这里的建设性意见 ， 是６９０个字 ，

已经是紧密结合港澳特区经济发展的

历史 、 现实和未来前景 ， 非常全面地展开论述 。

从
“

十三五规划
”

编制工作启动以来 ， 尤其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文件起草组成立以来 ，
中央政府一如既往地将港澳特区

“

保持长期繁荣稳

定
”

的 问题纳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 ，

一

以贯之地将港澳特区
“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

问题作为
“

十三五规划
”

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 。 虽然其具体细节需要待
“

十三五规划纲要
”

在十二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后方可最终得见 ，
但是我们 已经可以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所作的
“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的说

明
”

以及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 》 披露的

相关内容初步得窥其编制的指导原则 、
基本思路和着力重点 。 在

“

说明
”

中
，
习近平明确指出

：

“

在结构上
，
建议稿分三大板块 、 八个部分。

”

其中
，

“

第六部分讲坚持开放发展 、 着力实现合作

共赢
， 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

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 、 推进
‘

一带一路
’

建设 、 深化内地和港

澳以及大陆和 台湾地区合作发展 、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 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６个方面展

开
”

。 根据这
一结构安排

，

“

建议稿
”

中
，
涉及港澳特区

“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

问题的相关内容

如下
：

“

（ 四 ）
深化内地和港澳 、 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 全面准确贯彻

‘
一

国两制
’

、

‘

港人

治港
’

、

‘

澳人治澳
’

、 高度 自治的方针
，
发挥港澳独特优势

，
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

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
支持港澳发展经济 、 改善民生

、
推进民主 、 促进和谐。 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

融 、 航运 、 贸易三大中心地位 ，
参与国家双向开放

、

‘

一带
一

路
’

建设 。 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

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
推动融资 、 商贸 、 物流 、 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加大内地

对港澳开放力度
，
加快前海 、 南沙 、 横琴等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 。 加深 内地同港澳在社会

、
民

生
、 科技 、

文化 、 教育
、
环保等领域交流合作 。 深化泛珠三角等区域合作 。

”

这里 ，
虽然仅仅是

３ ２５个字
，
但是其主体内容已经有 了

一

个大体的轮廓
，

已经足以让我们对中央政府在最后形成的
“

十三五规划
”

中进
一

步提升香港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充满期待 。

另外
，

还要指出 的是
，
在中共

“

十八大
”

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提 出的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之
“

中国梦
”

的奋斗 目标 、

“

四个全面
”

战略布局 、

“
一

带
一

路
”

发展

８



战略等创新性重大理念和举措中 ，
香港

“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

的问题同样占有不可或缺的
一

席

之地 。

“

不断丰富和发展
‘
一国两制

’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实践 ，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
是

‘

中

国梦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习近平在２０ １２年首提

“

中国梦
”

后不久
，
就非常明确地谈及了香港同

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
“

中国梦
”

历史进程中的神圣使命和责任 。 在会见梁振英时他明确

指出
：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 我相信
，
广大香港同胞对此

也是念兹在兹的 。 我也相信 ， 具有强烈 民族 自尊心和 自豪感的广大香港同胞
，

一定会同全国人民

一道
，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
２０ １ ３年３月 １７ 日

，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

次会

议上发表讲话再谈
“

中 国梦
”

，
提出

“

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
要以 国家和

香港 、 澳门整体利益为重 ，
共同维护和促进香港 、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

。

？
第二天

，

习近平在会见

梁振英时
， 再次明确指出 ：

“

香港
、
澳门与祖国 内地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 中国梦 ， 需要香港 、 澳门与祖国内地坚持优势互补 、 共同发展 ，
需要港澳同胞与 内地人民坚

持守望相助 、 携手共进 。

” ？
２０ １４年 １２月 １ ９ 日 晚习近平在出席特区政府欢迎晚宴时明确指出 ：

“

当

前 ， 祖国 内地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全面深化改革 、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重要时期 ，

这为澳

门发展提供了极大机遇和广阔空间 。 机不可失 ， 时不再来 。 澳门同胞要充分发挥
‘

一

国两制
’

的

制度优势 ， 善于从祖国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 ，
更好搭乘祖国改革发展的快车 ，

扎实推动澳门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

”
？“ ‘

一国两制
’

是国家的一项基本 国策 。 牢牢坚持这项基本国策
，
是实现

香港 、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 ，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符合

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
，
符合香港 、 澳门整体和长远利益 ，

符合外来投资者利益 。

” “

我坚信 ，
祖

国不断繁荣富强 ，
必将为香港 、 澳门发展打开更加美好的前景 。

”？
这里

，

虽然重点说的是澳门
，

但对香港也是一样适用的 。

至于香港在国家
“
一带一路

”

等发展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 中共中

央新的领导集体也阐述得非常透彻 。 张德江委员长在２０ １ ５年全国
“

两会
”

期间 明确指出
，

“

港澳

与祖国 内地的关系是
‘

背靠大树好乘凉
’

， 而 国家近年相继推出新型工业化 、 城镇化 、
自 由 贸易

区 、

‘

一带一路
’

等重大战略举措 ，
亦出 台了支持港澳的政策

”

，
希望港澳特区

“

抓住新的发展

机遇 ，
分享国家发展成果 ，

谋划 自 身长远发展 ，
维护港澳繁荣稳定

”

。

？
这里

，
虽然是面对港澳地

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讲的
，
但同样也是寄语广大港澳同胞的 。

三
、 与内地互利共赢是香港经济发展大势所趋

正是 由于始终依靠
“
一

国两制
”

的制度性优势 ，
始终依靠祖国内地为其

“

保驾护航
”

并提供

源源不断的成长动力和成长空间 ，
回归 以来

，
香港在不断遭遇

一次次严峻考验和重重阻力之情形

下 ，
经过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 ，

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取得了 比较显著的成绩 ，

为香港经济
“

再铸辉煌
”

，
奠定了 比较扎实的基础 。 这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和抹杀的客观事实 。

实实在在的数据是最好的说明 。

回归以来 ， 香港
“

经济保持平稳发展 。 整体经济保持增长 。 １ ９９７年至２０ １ ３年
，
香港本地生产

总值年均实质增长３ ．
４％

，
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按美元累计增长 ３９ ．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 １３

年数据 ， 按购买力平价 （
ＰＰＰ

）
计算 ， 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３ ５位

，
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位

居全球第 ７位
”

。

？

９



回归 以来
，
香港

“

国际金融 、 贸易 、 航运中心地位得以保持和提升 。 在多项国际金融中心的

世界排名 中
，
香港位居前列 。 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

，
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保

持贸易联系 。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 口之一和第四大船舶注册中心 。 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

繁忙的航空港之
一

，
客运量位居全球第五

，
货运量多年高居全球首位

”

。

？

回归以来
，
香港

“

传统优势产业不断巩固和发展 。 贸易及物流 、 旅游 、 金融 、 专业服务及其

他工商业支援服务四大支柱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
２０ １２年

，
四大产业增加值共占香港本地生产

总值的５８％
，
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４７ ．２％

”

。

？

回归 以来
，
香港

“

营商环境保持良好 。 在世界银行对全球 １８５个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排名 中 ，

香港多年位居前列 。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２０ １ ３年世界投资报告》 ，

香港在吸收外来直接

投资方面位居全球第三位＇
⑩

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显著成绩 ，
也得到了国际社会

，
包括一部分一直对

“

九七回归
”

抱有

政治偏见的
“

唱衰香港
”

者的承认 。 回归以来 ， 香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美国

《华尔街 日报》 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年度全球经济 自 由度指数报告 、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发表的年度世界竞争力年报中
， 评级始终是高居世界前列 。

当然
，
我们也必须清醒和冷静地看到

，
回归 以来 ， 香港在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 ，

也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阻力 。 回归 以后 ， 香港
“

国际金融中心 、 贸易中 心
”

的含金量有所下

滑 。 这既有经济层面的原因
，
也有政治层面的因素 。 近年来 ， 香港社会 日益泛政治化 、 泛意识形

态化 ，
已经使香港社会逐步由传统的

“

经济城市
”“

商业城市
”

嬗变为
“

政治城市
”

。 尤为严重

的是 ，
回归以后的香港社会逐步滑向了政治分化和族群撕裂的深渊 。 香港社会内部的相当

一

部分

人没有彻底完成
“

去殖民化
”

的洗礼 。 他们中间
“

逢特区政府必反 、 逢中央政府必反
”

的极端反

对派
，

不仅在政治领域一直策动和推进使
“

资本主义的香港
”

和
“

社会主义的祖国内地
”

有效隔

离和绝缘
，
而且在经济领域也一直在策动和推进 旨在使

“

资本主义的香港
”

和
“

社会主义的祖国

内地
”

有效隔离和绝缘 、 旨在
“

去 内地化
” “

去中国化
”

的所谓
“

自净
” “

自救
”

运动 。 毋庸置

疑 ， 这些极端行为 ’ 直接冲击和破坏了特区政府
“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
切实有效改善民生

’
循序

渐进推进民主
，
包容共济促进和谐

”

的不懈努力 ， 甚至使香港的经济发展是否要搭乘祖国内地的
“

顺风车
”

和
“

快车道
”

的基本常识
， 都成了问题 。

历史和实践表明
，
香港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校准 自身的定位 （如优势 、 特色 、 短板 、 突破 口

等 ） 、 正确处理与祖国内地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 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不断巩固和提升

其
“

窗 口
、 桥梁 、 国际通道

”

以及
“

超级联系人
”

的独特地位和功能
，
如果

“

祖国 内地因素
”

对

香港经济发展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的基本理念不能成为香港社会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
，
其前

景值得担忧 。

①董建华 ： 《
２００５年施政报告 ： 合力 发展经济 ，

共建③？梁振英 ： 《 ２０ １ ３年施政报告 ： 稳 中 求变 务 实 为

和 谱 社会 》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ｐ
ｏ

ｌ
ｉ ｃ
ｙ
ａｄ ｄｒｅｓｓ ＿

ｇ
ｏｖ ． ｈｋ／２００５／ｃｈ ｉ／民

》 ，

ｈ ｔ
ｔｐ

：／／ｗｗｗ．

ｐ
ｏ
ｌ ｉ
ｃ
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ｇ
ｏｖ ．ｈｋ／２０ １ ３／ｃｈ ｉ／ｉ 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 最后访 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１ 月 ２０ 日 。最后访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１ 月 ２２ 日 。

②曾 荫权 ：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年施政报告 ： 香巷新方 向 》 ，④？梁振英 ： 《 ２０ １４年施政报告
：
让有 需要的得到 支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ｐ
ｏｌ

ｉ ｃ
ｙ
ａ ｄｄ ｒｅｓｓ ．

ｇ
ｏｖ ．ｈｋ／０７－０８／ｃｈ

ｉ／ｐｏｌ
ｉ
ｃ
ｙ

．ｈ ｔｍ ｌ
，
最持 让年青的各展所长 让香港付 以发挥 》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

：后访 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１ １月 ２０ 日 。ｐ
ｏｌｉｃ

ｙ
ａｄｄｒ ｅｓ ｓ．

ｇ
ｏｖ ．ｈｋ／２０ １４ ／ｓ

ｉ
ｍ／ｉ ｎｄｅｘ．ｈ ｔｎＪ

，
最 后 访 问 时

１０



间
：
２０１ ５年 １ １ 月 １ ９ 日 。曰

， 第０ １版 。

⑤梁振英 ： 《 ２０ １ ５年施政报告 ： 重法 治 、 掌机遇 、 作？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 十
一

个五

抉择 ，
推进民主 、 发展经济 、

改善民生 》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年规划 纲要》 （ ２００６年３月 １４ 日 第 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ａｄｄｒｅｓ ｓ．

ｇ
ｏｖ．ｈｋ／２０ １ ５／ｓｉｒａ／ｉｎｄｅｘ．ｈ ｔｍｌ

，
最 后 访 问 时会第 四次会议批准 ） ，

北京 ： 《
人民 日报》 ，

２００６年３月

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１ 月 １ ９ 日 。１７ 日
， 第 ０ １版。

⑥？＾建华 ： 《 １ ９９７年施政报告 ： 共创香港新纪元 》 ，？ 《中 华人民共和国 国 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

ｈ ｔｔｐ：／／ｗｗｗ．

ｐｏｌ ｉ ｃ
ｙ
ａ ｄｄｒｅｓｓ．

ｇ
ｏ ｖ ．ｈｋ／ｐａ９７／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ｐ
ａ９７

＿

ｃ ．ｈｔｍ
，年规划 纲要》 （

２０ １ １ 年３月１４ 日 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最后访 问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１ 月 １ ９曰 。大会第 四 次会议批准 ） ，

北京 ： 《
人民 曰 报》 ，

２０ １ １年３

⑦董建华 ： 《 １９９ ８施政报告
：
群策群力 转危 为机》

，
月 １７ 日

，
第 ０ １版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ｐｏｌ
ｉ
ｃ
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

ｇ
ｏｖ ．ｈｋ／ｐａ９８／ｃｈｉ

ｎｅｓｅ／ｓｐｅ ｅｃｈｃ．ｈ ｔ＠＠＠＠）＠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国务院新 闻 办公室 ： 《

“
一

ｍ
，
最后访 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１ １ 月 １ ９ 日 。国 两制
”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实践
》 ，

北京
： 《人民 日

⑧董建华 ： 《２００３年施政报告 ： 善用 香港优势 共同振报》 ，
２０ １ ４年６月 １ １ 日

， 第 ０ １版。

兴经济》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

ｐｏｌ
ｉ ｃ
ｙ
ａｄｄｒｅｓ ｓ ．

ｇ
ｏｖ ．ｈｋ／ｐａ０３／ｃｈ ｉ／ｉｎｄｅｘ．＠李寒芳 ： 《 习近平会见梁振英 》 ，

北京
： 《人民 日

ｈ ｔｍ
， 最后访问时 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１月 ２３ 日 。报》 ，

２０ １ ２年 １ ２月 ２ １ 日
， 第０ １版。

⑨ 曾 荫权
： 《香巷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施政报居——＠习近平

： 《在第 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

强 政励 治
，

福 为 民 开 》 ，

ｈ
ｔ
ｔｐ ：／／ｗｗｗ．ｐｏｌ

ｉ
ｃ
ｙ
ａｄｄ ｒｅｓ ｓ ．

ｇ
ｏ ｖ ．议上的讲话》 ，

北京 ： 《
人民 日报》 ，

２０１ ３年 ３月 １ ８ 日
，

ｈｋ／０５－０６ ／ｃｈ ｉＡｎｄｅｘ＿ｈｔｍ
，

最后访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１月２２第 ０ １ 版。

曰 。？李寒芳 ： 《
习近平会见梁振英崔世安》 ，

北京 ： 《
人

⑩ 曾 荫权
： 《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 官施政报告

——以 民民 日报 》
，

２０ １ ３年３月 １ ９ 日
， 第 ０ １版。

为 本
，
务实进取》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ｎ ｆｏ ．

ｇ
ｏｖ ．ｈｋ／ｇＷｇ

ｅｎ ｅｒａ
ｌ／２０？习近平 ： 《在澳 门特 别行政 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致

０６ＵＶ １ １ ／Ｐ２００６ 丨 ０／ ｌ ｌ ／Ｐ２００６ １ ０ ］ １ ００９９．ｈｔｍ
， 最后访 问 时辞》 ，

北京
： 《
人民 日报

》 ，

２０ １４年 １２月 ２０ 曰
，
第 ０２版 。

间 ： ２０ １５年 １ １ 月 ２２ 日 。？习 近平 ： 《在庆祝澳 门 回 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暨 澳

？文轩 ： 《兼具超级联 系人角 色 梁 ： 港优 势贡献
一门特别行政 区第 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

北京 ：

带一路 》 ，
ｈ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 ｔａｋｕｎｇｐ

ａｏ ．ｃｏｍ／ｈｋｏｌＡｏｐｎｅｗｓ／２０ １ ５
－《

人民 曰 报》 ，
２０ １ ４年 

１ ２月２ １ 曰
， 第 ０２版。

１ ０／３２２７９５０ ．ｈｔｍ ｌ
，

最后访 问时 间 ：
２０ １５年 １ １ 月 １９ 日 。＠朱晋科 ： 《

张德江
：
香港不能 窝里斗》 ，

香港
： 《

大

？ 《
九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 朱錄基公报》 ，

２０ １ ５年３月 ５ 曰
， 第 ０２版 。

总理等答 中外记者问》
，

北京
： 《

人民 曰报
》 ，

１９９８年３

月 ２〇 曰
， 第 ０ １版。作者简介 ： 齐鹏飞 ，

中 国人民大学 台 港澳研究

？ 《
内地与 港澳经 贸合作发展论坛

——

ＣＥＰＡ概 况 》 ，

中 心主任 、 教授
，
全 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

北

ｈｔｔｐ ：／／ｔｇ
ａ ．ｍｏｆｃｏｍ ．

ｇ
ｏｖ ． ｃｎ／ｚ ｔ／ｃｏｌ

ｕｍｎ／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ｃｅｐａ／ｓｕｂｊ

ｅｃ ｔｉ
ｉ

．

京１ ００８７２

ｈｔｍｌ
，
最后访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１ 月 １９ 日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个五年￥胃ｄｉ

计划 纲要》 （２〇０ １年３ 月 １ ５ 日 第 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攻任编辑 孟书强 ］

第 四次会议通过 ） ，

北京 ： 《
人民 曰 报》 ，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１ ８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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