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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湛径济合作的啃素和趋势合祈

洪登永

中国已于 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它标志着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将进入

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因素”
一 直是香港经济长期稳定和高

速增长的主要因素，香港也在内地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九七 “回归后，香

港可以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内地经济建设，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并得到祖国在各方面的大

力支待，实现香港经济的再繁荣。 内地也可以通过与香港的合作，改革经济制度，调整经济结

构，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 然而，香港与内地，尤其是香港与上海的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能否继续保持其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繁荣和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

因此，讨论和研究香港回归后沪港经济合作的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环境和变化，对于了解和掌握

沪港经济合作的背景和发展趋势是很有益的，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和协调沪港之间的合作渠道

和协作关系，为开创沪港经济合作的新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良好的条件。

一、沪港合作的内、外部经济环境

从国内经济环境因素的分析来看：

第一，199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第一年，也是内地开始实施 “ 九五 “国民经济计划和15

年远景规划的第二年。这不仅为内地经济发展提出了良好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而且也给香港

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契机。 根据这一 发展计划，到2000年，内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比

1980年翻两番，其中上海的人均GDP将达到5000美元。 人民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到2010

年 ，内地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而上海的人均GDP将达到接近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将更加富裕。未来的这段时期是内地基本实现经济发展现代化的关

键时期。 在这一期间，对内地和上海来说，无论是扩大对外贸易，加强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还是

引进外资与技术等方面，香港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此外，随着内地经济繁荣和改革开放，现代

化建设不断发展，内地许多企业将利用香港回归所带来的商业机会扩大在香港投资。 这样，内

地与香港在贸易、金融以及投资等方面的合作都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二 ，在扩大对外贸易合作方面，香港回归以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交往将会有很大

发展。一 方面，对外贸易作为内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将会得到超前的增长，其发展速度将高

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预计到2000年内地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 而

另 一 方面，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将继续保持其贸易自由港的地位，实行自由贸易制度，这就

为沪港贸易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香港可以凭借其国际贸易中心的优势，大力开展转口贸易，

协助内地进一 步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现在，香港每年进出口贸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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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是内地通过香港进行的转口贸易，香港本地的贸易额仅占20%，而20％中大多是依靠通

过内地来料加工的方式实现的。

第三，在加强金融和投资合作方面，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的100家商业

银行有8;i家在香港设立了地区总部。 截至1996年底，香港拥有银行182家，分行1476家，非

银行金融机构63 00多家。 香港还是世界银团贷款中心之一，1996年融资达320亿美元。 香港

还是世界六大证券交易中心之一，目前的股市总市值已超过 53 00亿美元。 内地随着现代化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进一 步发展，需要大量建设资金，这就需要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

用，利用好
－

香港的资本市场。 在香港国际证券市场上，内地有关公司将在香港上市公司中占较

大比重。 目前香港本身有条件上市的私有公司已不多，潜在的上市公司也比较有限，香港股市

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内地的公司来上市。 内地的金融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建立为内地国

有企业在香港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内地企业在香港股市上市逐渐增多，目前已有20

多家企业在香港上市筹集了约 200亿港元的资金。 这不仅为内地企业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新

的渠道，也有利于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支持香港证券市场的发展，增强香港的资本

市场的融资能力。

第四，中国政府在香港地区实行
“

一国两制”方针，使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

变。 这就保证了香港经济能够在平稳过渡的基础上，保持繁荣与发展。 两种社会经济制度长期

共存，既有利于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又有利于保待

两地经济合作的顺利发展以及扩大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合作与交流，为沪港经济合作提供了良

好的前景和制度保证。

从国际经济环境因素分析来看：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 一 体化与区域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有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

以美、加、墨为中心的北美自由贸易经济区；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经济区；以中、日、美以及

东盟为主体的亚太经济区；其中亚太经济区的经济活力最强，发展速度也最快。 香港地处亚太

经济区的中心，又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近 10多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有亚洲

“四小龙 ”之称。而在改革开放后的10几年中，中国内地的经济实力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上了一

个新的台阶。 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的能力和实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上海作为内地最大经济中

心，对外贸易、金融投资和技术合作更是广泛开展。 这对亚太经济力量的对比和世界经济格局

的变化将产生重要影响。东亚经济已多年保待7％左右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未来

10多年中将继续保待8-10％的速度，中国经济和亚太经济将继续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火

车头作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与中国乃至整个亚太经济的联系和交流必将进一 步扩大和密切。

世界各国与中国内地的经济交流往往是以香港作为跳板和中介，这就会使得中国内地与香港

之间的经济交往更加密切。

第二， 1996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人了一 个新的上升时期，这也为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

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199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约为

4. 1%，是近1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高于1996年的 3.3-3. 5的增长率。 1997

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待续回升的迹象。 其中，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势

头。1996年经济增长率为2.3%，高于1995年的2％经济增长率。 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也止跌回

稳，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率达3.6%，是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 一年。 1997年整个发达

国家经济增长率达2.6％左右，高于1995年的2.1％和1996年的2%。发展中国家也进入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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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 轮经济增长期。据分析，拉美地区经济已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非洲经济也持续好转，东亚

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香港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的纽带之一，特别是在香
港回归后，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必将会在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中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沪港经济合作有利于两地经济的共同发展

1. 香港成为上海连接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和直接通道。

香港回归中国以后，香港与上海的经济体制和发展形式上存在着两个根本的区别。 第一，

回归之后，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不变，而上海则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

度。 第二，香港的经济发展已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而上海经济发展仍处在发展中国家

水平。这两大区别的存在，使得香港和上海的经济合作具有两种市场经济体制和两个经济发展

阶段相结合的特点。 具有直接充分利用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的优势。 沪港经济合作对加速中

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推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香港回归后迅速扩大了

与上海的经贸合作与联系，使得上海的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香港这个“ 窗口“和＂纽带 “直接与世

界市场连在一起。在香港的市场体制运作带动下，上海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运行可以朝更加

符合国际经济惯例方向发展，这样可以进一步加大上海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促进一大批产业
（

的更新换代和产品档次的提高，推动上海外向型经济的全面发展。 目前，香港已成为上海第二

大进出口贸易对象。沪港贸易在上海对外贸易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90 年代以来，每年以 25%

的速度增长，1996年已达36.4亿美元，占上海对外贸易总额的1/6,1997年 1-9月份沪港贸

易已达 26. 1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6,8%。 香港也在为上海的转口贸易服务中取得了巨大

的经济收益。香港与上海的经济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经济功能优势，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这

是世界经济合作中任何一 个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的优势条件。

2.以沪港经济合作为引导，带动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内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
改革，推动中国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

把香港一 上海一中国内地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联动开发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以沿海经济发展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发展战略。 上海作为全国的上海，对促进和

帮助长江三角洲以及全国经济发展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特别是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更
加密切了上海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利用上海的经济发展特点和优势，全国各地可以将上海

作为对外开放的＂ 窗口气根据各地的经济特长，扬长避短，带动本地经济的迅速发展。 80 年代

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建立了雄厚的物质经济和科学技术基础，为上海与香

港的经济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情景和领域，成为沪港经济合作的坚强后盾。香港借助内地改革

开放提供的条件，利用内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兴办企业，大量是通过上海进行的。香港

传统的加工型工业结构经过产业调整，已开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移。 香港无法通过

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增强贸易出口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约有3/4的企业和厂商将生

产基地转移到了中国内地，雇佣了约 500 多万廉价劳动力，每年可节约生产成本 3000 多亿港

元。 发挥两地经济的牵线搭桥作用将是沪港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

3. 通过沪港经济合作，扩大海峡两岸经济交流和经贸往来。

由于种种原因，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的经贸往来还面）临着许多人为的障碍，实际意义上的
“三通”还远未具体落实。 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主要是通过第三地绕道。 香港依据其地缘优势

和政制特点，在海峡两岸经济关系中起着特殊的沟通和中介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任何地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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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替代的。 香港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已形成了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的互补互利局面。 香

港已成为台湾工商业进入祖国大陆、祖国大陆商品进入台湾市场的主要通道。沪港经济合作为

加快两岸经济交流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目前，据有关资料统计，台湾在上海的
“

三资“

企业已有

3000 多家，其中，大都是经过香港
“

转口
”

的。1979 年
～

，海峡两岸的贸易额仅为 o. 7 亿美元，到了

1994 年两岸贸易额已达 160 亿美元。 台湾获得了 120 亿美元顺差。 1997 年，台湾的对外贸易

顺差大幅度下降，跌幅达 40 ％以上。 可是，台湾对祖国内地的贸易却保持相当比例的顺差。 海

峡两岸贸易已成为台湾最大贸易顺差来源。 因此，在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还没有重大变化之

前，利用沪港经济合作，开展和推动祖国大陆对台经贸交流是必然和理智的选择。

三、沪港经济合作中的几个原则问题

1． 两种不同经济体制决定了沪港经济合作中内外有别的原则。

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上海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 这就决定了两地的合作必须符合基本法中
“

一国两制
”

的规定。 许多在国内市场经济关

系协调过程中通行的惯例和做法，在沪港经济合作交往中就不一定可行。上海不能把与国内其

他地区进行经济合作的，带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运行和经营方法强加到沪港经济

合作中来，同样，香港也应在沪港经济合作中，充分尊重和遵守内地的有关法律和法规，按照有

关规定办事。

2. 香港与上海之间的经济合作仍然维持涉外经济关系，严格按照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和

惯例办事的原则。

香港回归后，仍然是 一 个单独关税区和自由港，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和独立的税收制

度。 在经贸领域有高度自治的行政管理和立法权。 香港可以单独自行制定实施贸易和金融方

面的法律，港元继续作为香港的法定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并可以
“

中国香港
＂

的名义对外开展经

贸交往。 香港与上海的经济合作关系的性质是一个主权国家内的国家主体部分与单独关税地

区之间的特殊贸易关系，应严格按照对外经贸关系处理。香港与上海的经济合作将继续遵循国

际经济关系中的通行惯例和规则进行，香港与上海之间的贸易往来视同国际贸易，香港在上海

的投资可以继续享受外商待遇，而不能按照上海与内地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方式和方法办事。

3. 香港与上海之间的经济交往和竞争应坚持互补互利、共同繁荣的原则。

沪港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必然会出现相互竞争的现象。其根本目的应是促进两地之间的经

济合作，充分发挥和利用各自在国际贸易、金融和加工工业以及航运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参与

国际经济活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在与上海的经济合作

中将会推动上海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与进步。 但加强上海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

用，并不是意味着上海将取代香港的地位，成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中心。 沪港两地的经济合

作与竞争并不是相互排斥或取代，而是相互支持，共同繁荣。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编辑部；邮编：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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