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拫据新情况 开拓新局面

—对新一轮沪港经济合作的思考

潘名山 巫大同

根据新情况，开拓沪港经济新局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首先我们 要弄清香港

回归后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各种状况和面临的问题，从此入手探讨沪港合作，才会有针

对性，才会切实把沪港合作推向— 个新阶段。

一、香港回归后出现的新情况（其中有些是属千回归前即已出现的情况）

1.香港回归祖国后的巨大政治变化。香港作为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各省市的关
系是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就 要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如果有竞争，也是市场经济中的

公平竞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香港成了我国重要的特别行政区，国内政策因素稍一

变化，则会非常敏感。因此，在制定国家任何政策时都 要慎重考虑对香港的影响。
2.香港回归后有个适应性过程。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是个极大的转折，在转折中必然

在心理上，政策和政治经济结构上 要有个盘整磨合过程。要观望一个时期。海内外也 要观望中

国推行 “
一国两制“首次在香港实现的动向 如何，从而采取他们的对策。所以适应期也是最敏感

期， 一切都 要谨慎从事，切实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维护香港继续保待繁荣稳定。

3.香港面临高房价和失业率上升的严峻挑战。这是港民和工商业者最为关注的重点问题

之一。香港的楼市炒得火热，楼价不断地大幅氛升，使香港的一部分工商业者和缺房的居民难

以承受，致使港民呼声强烈，工商业者继续迁离香港到大陆进行生产，由此又使失业加剧。香港

制造业1996年比 1992年（五年内），公司机构减少15000 家，减幅35.4%；就业人员减少了 24

万人，减幅为 42. 5%；从1996年 12 月至1997年3 月的三个月内又有12500 人失去工作，香港

人口在增加， 但近年来的就业人数在下降， 这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堪忧的一个问题。
4.香港要依靠高素质人才繁荣稳定经济。香港的工业生产已大部分转向大陆，在港经营

的主要是接订单，搞财务和运输。进出口业务也有滑坡现象，随着大陆自行直接出口的增加，靠

香港转口不断减少，香港现从事进出口的从业人员仍超过50万人，占全港就业人数的1/5。目

前支撑香港经济的主要是金融业以及其主要载体 —— 房地产业，以及进出口业等。金融业，进

出口，高新技术产业都需要依赖高素质人才进行运作。但是，在香港回归前已有大批精英流向

海外；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以香港东区为例， 60岁以上老人占11％左右；回归后又有不少在

祖国大陆的港人子女和妻子要迁居香港。香港面临新加坡、台湾以及东南亚等的竞争，非常激

烈， 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人才优势提升人才素质是个核心问题。
5.香港面临99年澳门回归后对其利弊影响考虑。澳门与香港相比，实力相差悬殊，特点

有许多不同。但港澳毕竟近 在旭尺，陆地相仿，都是自由港。99年回归祖国后都是祖国的一个

组成部分，对其发展有何影响，无疑也是香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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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面临国内特大城市尤其是上海三个中心的崛起对其影响的顾及。 上海要建设国际

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对香港潜伏着一种威胁，是港人的后顾之忧之一。 我们怎样从香港

这些心理、政治、社会、经济等现实情况和上海的需求相结合出发来探讨双方合作的思路，是理

论和实际工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开创沪港合作新局面的若干思路

1． 沪港合作的指导思想应把携手共进互补合作作为主旋律，坚持共同发展。

如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中，要充分发挥香港金融中心的集聚功能，吸纳资金；上海重点建

设金融的发散功能，把香港集聚的资金通过上海辐射出去，发挥资金效能，相互之间构成良性

循环。这样既利用了香港比较规范的资本市场发展上海三个中心，又能保持和繁荣香港金融中

心。 又如在贸易合作中，要充分发挥香港的销售渠道和促销机制的作用，沪港联手把香港作为

销售中心，接订单，上海作为生产中心，提供货源，并尽可能增加对香港的转口贸易。

再如在技术合作中，要充分发挥香港的资金和信息优势投资上海科研院所，利用上海的人

才和研究条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高香港产业结构的技术层次，为香港发展高新技术，推动

技术进步创造条件。

2. 沪港联手共同开发长江流域。

改革开放以来的 18 年，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相对集中于珠江流域，现需要进一 步向内

地延伸。 现在看来最佳的延伸腹地应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流域。 这里市场广阔、资源丰富、

经济基础好，又是国家新一 轮战略发展重点地区。

沪港联手共同开发长江流域，既可为香港的土地、资金、市场延伸提供广阔天地，又为上海

发挥龙头作用有了同盟军，增强了综合带动力量，更可为加速长江巨龙的腾飞作出贡献。

沪港联手共同开发长江流域，可先从调查研究做起，对长江流域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与评

估，使沪港投资者对这里的投资环境有一 个清晰透明度，从而便于他们选择合适的投资地点和

投资领域；也可以为中小港商在长江流域集中投资选择和设计香港工业园区的。

3. 沪港联手拓展海外市场。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上海独立开拓海外市场，成本较高。 是否可联手香港共同拓展呢？我

们以为是可以的：（1）香港的贸易渠道广阔，与其联手容易打开销路。现在上海两家中外合资贸

易公司，一 家与日本三菱商社合作，一 家与韩国大宇合作。今后应发展同香港的合资。(2)香港

的机制比较灵活，与其联手容易获得成功。香港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对于国际经贸、金融这一 套

颇为熟悉，信息又多。(3)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文化传统、语言、传统习惯都比较一致，相互沟

通极便。

当前东南亚、拉美、非洲市场值得关注。 这里的市场容量很大，又是上海和香港的薄弱环

节。 为了改变过去把重点过多集中在美日市场的局面，应实行多元战略，将贸易、投资、外经结

合起来，进行综合型开拓，不仅可以摆脱美日的制约，而且有利于沪港两地的经济发展，别开新

生面。

4． 沪港联手开发香港房地产市场，减少经营成本，使过热的楼价降温。

香港楼价炒得如此高昂，按照供求理论推测存在供应不足状况。 是否可以设想，上海开发

商或是联手香港开发商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得到官价的土地，（即价格不经过竞标的土地），

利用大陆的建筑队伍和可供使用的原材料进行开发建造，竣工后按特别行政区（下转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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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原则。就上海而言，不要怕别人赚钱，搞经济合作就是要大家都得益，只有互惠互利才有合

作可言。

有的代表指出，不应把沪港经济合作问题看作仅是涉及沪港两地的经济问题，而应看到

21世纪世界经济区域化，沪港合作有助于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发挥中国

在亚太经济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经贸关系中的地位。

四、香港股市波动对沪港经济合作的影响

与会代表对近来香港的股市波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指出，东南亚金融风波以及香港

的股市波动说明，各国经济将越来越多地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一 个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

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但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必须与当地的经济发展

速度相适应，否则就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上海金融市场的开放速度也应与上海的经济发展相联

系，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上市公司到境外上市，都需慎重，速度过快，则欲速不达。 我们应

该吸取东南亚金融风波的教训，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与会者指出党的十五大报告已明确，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要抓好大的，放活小的。 国有中小

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实行股份制，国有经济成份在中小企业的比重将缩小，资产置换，

利用外资是 一 条出路。西方跨国公司感兴趣的是战略性大投资，而对上海投资的香港企业多为

中小企业，因此，吸引这部分资金，将有助于上海中小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然而，近来国际金融

炒家在香港兴风作浪，引起股市波动，香港中小企业损失严重，这将影响对上海的投资。上海应

该努力完善投资环境，加强对香港中小企业的投资服务，包括信息服务等。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编辑部；邮编：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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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3 页）政府审定的价格出售给政府圈定的港民，其余的也由政府核价租售给收入水平

高的港民和工商业 者，用这种办法迫使楼市降温。这样做是否行得通呢？可能会受到某些房地

产炒家的抵制，他们将损失炒中的利益。但是从宏观方面看，为了提高香港就业率，提高香港投

资环境的吸引力，提高广大港民的信心和安心，此举不失为楼市降温的举措之一。

5.在今后开展沪澳合作中尽量减少对香港的冲击。

目前上海与澳门的合作还很薄弱，随着 1999 年的逼近，澳门将是 香港之后要做的又 一 篇

大文章。澳门有许多与香港不同的特点：（1）澳门的语系不同于香港，由此所带来联系的国家和

地区不同，各有各的渠道。(2)澳门与欧共体签有双边互惠协议：商品通过澳门出口欧共体享有

关税优惠和配额、许可证优惠；资本通过澳门投资欧共体享有低息贷款优惠等。(3)澳门比之香

港人工与土地成本较低，且这里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大有发展的广阔天地。(4)葡萄牙政府对

澳门比较宽松，阻力较小，比较容易顺利实现澳门回归祖国。

由于澳门与香港有不同特点，我们就可区别特点，分别对待，即便澳门回归和沪澳合作也

不会给香港带来冲击，如果沪港联手共同推进澳门的繁荣和稳定，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对

香港将是锦上添花。

（作者单位：上海市府发展研究中心；邮编：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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