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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沪港经济合作新时期

—立足亚太、面向世界

岳咬兴

1997年7月 1 日是世界瞩目的日子，一 颗闪亮的东方明珠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一 时刻也

标志着沪港合作新时期的到来。

随着香港回归，
“

一 国两制 ”的基本方针和
“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为持续巩固香港国际

贸易、金融、航运、信息中心地位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的性质是中国

主体与独立关税地区（香港）的经贸关系，视作地区经贸关系。香港对内地的投资仍享受外商投

资待遇，内地到香港投资仍然被视作到境外投资。 香港作为独立的关税区域，积极参加世界贸

易组织等多边经贸组织的活动，独立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有利巩固香港在国际经贸活动中

的地位。

开拓沪港合作的新局面，既要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实现互补，同时又必须适应世界经济大

环境的发展变化，进一 步发展双方在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亚太经济区域合作

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是世界经济重

组、各国经济贸易政策大调整的重要时期。 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将是这一 时期经济重组和调

整的主要形式。 首先是欧洲区域的经济联盟，自 90年代初期欧洲共同市场发展为欧洲经济联

盟(EU)，到1995年欧盟正式成员已扩大至15个国家，形成了一 个3.7亿人口占世界贸易总

额近 40 ％的自由贸易区。 土耳其、马尔他、及许多东欧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

也纷纷表示要求进入欧洲统 一大市场。欧洲经济区域的扩大是一 个既定的目标，它试图通过经

济一 体化逐步达到欧洲统 一，形成全球 一 极。这必然会对欧盟区内以及世界贸易产生重要的影

响。

以美国为首的北美经济区域合作在 90年代也完成了重要的步骤。从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到

1994年1月1 日正式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标志着又 一个有3. 6亿消费者的

无关税区的大型贸易集团的形成。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三个南美最大的国家也考虑在建立自由

贸易区的基础上，与美国为首的北美集团达成贸易协议。 美国正致力建立以美国为中心，包括

大部分美洲国家在内的泛美贸易集团。

亚太经济区域作为官方合作的
“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始于1989年。由于亚太地区

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贸易体制差异甚大、地理上相距遥远、贸易冲突较激烈，再加上政

治上的分歧也较大等，使亚太地区的贸易区域化障碍重重。但是欧洲统一大市场及北美自由贸

易区的实现，极大地促进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加速联合共同抗衡的紧迫感。1993年底在

美国西雅图举行了首次亚太地区非正式的首脑会议，达成了一 系列有积极意义的协议，强调发

展和强化多边开放贸易体系、削减各成员国间在贸易、投资和服务方面的障碍，使亚太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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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非正式的首脑会议几乎成为每年的例会，亚太各国政府对该区
域的合作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亚太经济合作不同于其他地区性贸易集团，由于亚太地区的特

殊性，使它的合作具有开放性、广泛性、松散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因此，它在贸易、投资和经济、

技术合作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美国多年来一直采取“重欧轻亚”的政策，把欧

洲作为其对外经贸与投资的主要伙伴。但针对目前美国在欧洲市场失势的局面，并且亚太地区

经济所展现的勃勃生机，它已经把贸易与投资的重心逐步转向亚太地区。 据统计，1970-1990

年期间，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比重从45.2％上升到58.7%，进口从

56. 1％上升到62 . 5%。到1992 年，美国对东亚的贸易总额达33 6 0亿美元，占美国全年贸易总

额的33. 6%，远远超过其与西欧国家的贸易(2 210亿美元）。

确立沪港经贸合作在亚太经济区域的地位，这也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将中国经济纳入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良性循环的客观要求，香港和上海应义不容辞

地充当这一角色。 8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对外开放的程度逐年提高，连年的
关税调整，已使中国的关税水平从 90年代初的42％下降到1997年 10月的17%。 服务贸易市

场也逐渐对外开放，部分外资银行已有 了人民币业务经营权，经常性项目的外汇已基本实现了

自由兑换。 对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开放了商业经营权，对外贸易经营权也开始开放。 这些经贸体

制的变革和政策措施调整，也为确立沪港合作在亚太经济区域中的地位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

境。

是否积极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及参与程度如何，将是一国能否在下一世纪世界经济竞

争中占据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上海和香港特定的经济贸易优势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中

国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特别是亚太经济区域合作中，无疑充当 了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 特

别是美国和欧洲相继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特别关注，也使香港在联结欧洲及北美与亚太地

区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更为突出。 香港和上海的经贸合作既要在巩固现有
的基础上立足于优势互补，同时必须目标于建立在新世纪的亚太经贸合作中的地位，寻求新的

合作方式，拓展新的领域，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香港的回归，也为双方相互补充、抓住机遇、寻求新的增长点发挥综合优势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 沪港经济合作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后则有了 更为迅速的发展 。到1996年底，香港在沪
直接投资累计已达 6594 项（其中合资项目4246，合作项目1224、独资项目1093)，协议资金

l08.5亿美元。占上海协议吸收直接投资的46%。估计香港企业提供 了至少6 0万个工作岗位。

香港的投资对上海的出口发展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香港是仅次于日本的上海第二

大贸易伙伴。沪港两地的金融合作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曾有一天时

间就在香港股市筹得资金5亿港元的记录。

新时期的沪港合作应在巩固已有合作的基础上，发挥各自传统的优势，开创新的合作领

域，依托内地、优势互补、立足亚太、面向世界。

首先，发挥香港在亚太经济贸易关系中的战略地位作用，为国内企业开拓世界市场服务。

香港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显著，同全球近2 00多个国家或地区及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发生

经贸关系，是多个国际性经济组织的成员。有近百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及

办事处。 香港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美国共有llOO 家企业在香港营业，大公

司的地区总部有近500家，美国 10大银行有 9 家在港设立分行。 美国在港的投资近150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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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美国在 香港的驻外人员有 37000 人，远 远超过了英国。 美国试图在亚太经济合作中扮演重

要角色，也必然为 香港在亚太经济合作发挥积极 作用提 供了 条件。香港背靠祖国内地这一世界

最为广阔的腹地，同时又面对东南亚地区，是 两大经济体系的交叉口。 香港处在这个有利的国

际经济环境中，将会面临更为有利的发展机会。这是 其扩展亚太地区经贸业务的重要一环。在

亚洲地区 香港的外贸地位 仅次于日本。 近年来香港与亚太各地区经济联系日 益紧密，资料显

示，90 年代上半期 香港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 它成员的贸易额年增长率高达 17%,

1994 年 香港与 APEC 成员的贸易 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80 ％左右，其中出口为 76%，进口为

84%。 在对外投资方面，除了香港 是中国内地外商投资最大的来源 以外，它在亚太地区的投资

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已成为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第二投资来源。香港 是中国经贸接轨世界的桥

梁，同时也 是中国 进人世界市场的重要枢纽和世界 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香港已成为世界大国

进入亚洲、关注亚太，争夺主导地位的重要战略要点。 上海 是辐射世界市场和长江沿江区域 两

个扇形的联结点，是我国内地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重要口岸。两者的联合将有利于增强中国在

亚太地区经贸关系中的地位。

其 次，上海 建设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必须加强与 香港的金融合作。香港在亚太经济区域

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可替代。 香港现有银行 183 家，银行数居世界第二，其中属于境外银行

或外资控制的银行 171 家，占香港银行数的 93%，仅次纽约。 世界 100 家大银行中已有 85 家

在此设分行 或办事处，其中 77 家待有银行牌照。这是 香港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市场、第五位外

汇交易中心、第四大 黄金市场的基础条件。上海的资本市场也有了迅速的发展。上海证券交易

所目前上市公司已达 370 多家，其中B股 42 个，随着十五大提出的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

的目标，股份制 将会有较大的发展，作为发展中的、面向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上海的融资能力

远不能满足上海发展和国内企业的需要。 香港的融资能力 作为上海融资能力缺口的 补充 将大

有 可为。 香港不仅存在大量游资，其外汇日交易量在 600-800 亿美元，股票日成交量达 50 亿

港币，黄金交易量达 80 万两。 而且信息传递及时迅速，国际资本参与程度极高。在国际资金大

进大出的过程中，香港吸纳了来自西欧各国、开曼群岛、新加坡、中东等地的大量资金，供应给

亚洲地区的 其他国家。随着亚太经济的待续发展，香港在东西方各国之间所扮演的融资 角色还

大有用武之地。在 上海大型企业改制过程中，利用 香港优势，在 香港上市，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本

市场，补充国内资本不足，同时也便于 香港 股民参与分享国内币值稳定和上海经济飞速发展时

期的具体成果。

再次，沪港合作必须发挥双方 作为国际主要港口的航运中心功能。香港的特定的地缘优势

也 是亚太区域中 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作为国际和内地经济的连接地，这 一 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 得香港既可 以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又可以凭借其开放性的特 点，使之成为吸

引国际资本和商品进入内地市场，以及中国资本和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桥梁和跳板。香港所背

靠的祖国内地 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市场。 近 20 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表明，香港的繁荣以及各

大中心地位的发展，与内地经济开放和高速发展息息相关。香港不仅从内地经济高速发展中 以

近水楼台之便获得大量机遇，得以在整个西方经济不景气情况下依然呈现中高速增长，而且还

因门户效应强化了其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吸引海外投资者前来设 点探路，或者 设置亚太地区

总部。 香港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神速发展便 是内地效应的有力体现。 香港荣升为全球第一

大集装箱港，不仅得益于天然良港和完备的基础设施，也 得益于内地经济的依托。 上海在与江

苏、浙江联合发展综合港口，建设航运中心过程中，借鉴香港成功的经验，并与 香港共同开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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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很大的空间。

沪港合作有利于双方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有利千扬长避短，创造出新的竞争力。 香港属

于高度外向型的小型海岛经济，长期以来，香港在资源和市场方面严重依赖海外市场，国际化

程度非常高，无论是业务范围还是资本构成对海外市场动态极为敏感和依赖。 这种经济特征，

使香港经济的脆弱性较为显著。随着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服务业比重进 一 步扩大，到1995年

底香港服务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已高达83%，香港总体就业人口中，有82％受雇服务业。这

在体现香港金融贸易服务发达的同时，也不得不看到，真正创造物质财富并对整体经济具有强

大辐射作用的制造业发展相对缓慢，导致香港经济更加脆弱。 香港在80年代开始的制造业的

大规模向内地南方地区转移，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为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第 一阶段，使香港和

华南珠江三角洲优势互补，共享了经济合作的利益。而90年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人到

新的阶段，上海为龙头、以浦东开放开发带动沿长江区域的经济发展，这也为香港与内地的经

贸合作、发展与上海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 从制造业的合作方面看，香港在上海的地位不可

避免地将逐渐削弱，首先是因为，香港的工业投资项目的规模的限制。随着浦东开发和开放，西

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沪的直接投资有迅速发展之势，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如英特尔、福特、

通用、索尼、松下等在上海的投资项目20多个， 其投资金额一般达数亿美元，甚至10亿美元以

上。其次是香港的投资项目，在早期主要是技术含量并不太高，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为主，

目标在于利用上海廉价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低土地成本和少竞争对手的有利条件，发展加工

业务，这方面也与上海当前的产业调整目标存在不相 一致的一面。 新时期的合作，香港既可以

继续发挥服务业的优势，同时香港也可以为上海科技产业化目标，提供必要的资金，投资新兴

产业（现代生物与医药、新材料、微电子、环保等），发展新领域（中介服务业、旅游、外贸、科技、

医疗和教育等）。 并联合组建跨国集团，造就国际级大型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这既

弥补了香港产业结构中的脆弱性，又有利于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沪港两地经济结构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沪港经济合作的基础，使经济合作表现为竞争与

合作并存，竞争促进合作，在合作中求共同发展的模式。展望未来，沪港经济合作必将对确立中

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单位邮编为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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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召开 “ 国有企业改草与配套改革问延研讨会 ”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本 编辑部于11月21日召开

了《国有企业改革与配套改革问题研讨会》，会期半天。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刘志远主持会议，主

编、副校长谈敏致词。体改办副主任蔡星火、市委宜传部理论处处长朱敏彦、市经济研究中心改

革处处长杨建荣、博士生导师杨公朴、教授葛寿昌、裘逸娟等十多名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参

加了会议。会议就国有企业改革与配套改革的一 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会议收到

的部分研究成果将在本刊上发表。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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