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回归以来，先后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和国际金融

危机的冲击。香港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又高度自由开放，在世界经

济的汪洋大海上如一叶小舟，一旦遇到惊涛骇浪，便暴露出难以独

自抵御风险的弱点。但是事实证明，香港回归后，虽然屡屡遭遇外

来危机的冲击，但依然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究其原因，除了

港人勇于拼搏、特区政府应对得当等因素外，最重要的是香港背靠

祖国这棵参天大树。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 《基

本法》，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作为根本宗旨，支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发展民主。中央政府制定

并出台了一系列惠港政策，并为贯彻落实这些政策措施，建立了相

应工作机制。如粤港、沪港、京港等综合性的区域合作机制；围绕

CEPA 政策的实施、两地人员往来、货物流通、金融监管、卫生及

环保、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工作范畴建立了合作、协调或通报

机制等。这些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在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回归至今，香港依然保持了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

这与内地的有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密不可分。如CEPA代表着内地对外

最高开放水平，基本形成了内地对香港的系统开放体系。按照世贸组

织标准，内地与香港在货物贸易领域已全面实现自由化。内地已经是

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对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美国、日本

和欧盟的总和。香港也是内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境外融资

中心、转口贸易平台和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在服务贸

易领域，利用CEPA创造的良好政策环境，香港业界早于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投资者“先行一步”抢占内地商机。香港银行业截至2013年底

已在内地设立营业性机构422家，占内地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总数的

44.56%。目前内地在港上市公司数量已占港交所上市公司总数的四成

以上，总市值占五成以上，成交额占六成以上。

近年来，香港特首梁振英带领特区政府贯彻稳中求变、民生为

先的施政方针，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香港总

体保持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局面，经济温和增长，失业率处于

历史低位，扶贫、安老等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

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在内地全面深化改革的过

程中，香港还将赢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

但是，香港未来的发展，除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外，还要靠香

港社会自身的努力。目前香港还面临着挑战和隐忧，其中令人关注

的问题之一是围绕 2017 年行政长官普选办法的争拗。中央政府在

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十分明确，即：坚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根据基本

法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行政长官

普选制度要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规定，行政长官

要符合爱国爱港标准。香港社会各

界应加强理性沟通，凝聚共识，共同

促成普选实现，为保持香港的长期

繁荣稳定增添新的利好因素。

祖国是香港繁荣

稳定的坚强后盾
毛 铁

从《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到
10 个补充协议不断补充完善。10
多年来，CEPA 及其 10 个补充协议
已形成对香港较为系统的开放体
系，代表着内地对外最高开放水平。

内地对港开放体系形成

6 月 5 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十(CEPA 补
充协议十)中有关检测和认证措施的
实施详情。这意味着，香港服务提
供商在内地设立的独资、合资机构，
在内地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检测
机构指定工作中，可享有和内地机
构同等的待遇。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发 言 人 表 示 ，
CEPA 为港商逐步打开了内地市场，
香港检测和认证业将继续受惠于内
地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随着 CEPA
补充协议十的实施，我们期待“香港
检测 香港认证”的品牌可进一步
为内地所熟悉。

按照世贸组织标准，内地与香港
在货物贸易领域已全面实现自由化，
即内地自 2006年元旦起对原产于香
港的产品全部实行零关税。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内地累计进口香港
CEPA 项下受惠货物 71.6亿美元，关
税优惠额达 39.8 亿元人民币。服务
贸易领域，内地已对香港采取 403 项
开放措施，对港服务贸易开放部门已
达 149 个，占世贸组织 160 个服务贸
易部门分类的93.1%。

分享服务贸易大蛋糕

“我们东莞支行 2012 年 6 月开
业，到去年 8 月已经实现盈利，业绩
在南商设在大陆的 36 家分支机构中
排名中上。我们一直致力于支持本
地 企 业 发 展 ，与 当 地 企 业 实 现 双
赢。”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东莞支行行长蔡利勤说。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服务

贸易是 CEPA 的重点领域，内容复
杂众多，香港业界利用 CEPA 创造
的良好政策环境早于并优于其他境
外投资者在内地开业及经营。如银
行业，截至 2013年底，香港银行在内
地营业性机构总数为 422 家（含总、
分、支行），占内地外资银行营业性
机 构 总 数 的 44.56%；截 至 2013 年
底 ，在 内 地 的 香 港 银 行 资 产 合 计

9605 亿元人民币，约占在内地外资
银行资产总额的 37.55%，同比增长
18.73%，高于其他在内地外资银行
的平均增长水平。

在服务贸易领域，旅游、贸易
及物流、影视、医疗服务、建筑、
个体工商户等业态也都取得较快发
展。香港康泰旅行社是香港首家根
据 CEPA 在内地营办出境游服务的

香港旅行社，并在深圳开设了内地
首间旗舰分店。康泰旅行社董事长
黄士心介绍说，康泰旅行社深圳旗
舰店现在有员工约 50 名，会以“港
式旅游、优质服务”为市场定位，
配合公司在世界各地 40 多年的旅游
网络，务求将香港康泰的经营理念
搬到内地，为内地游客提供贴心的
服务。

在中央惠港政策下，香港康泰
旅行社已迅速发展成为超过千名员
工的大型企业，并设有 24 间分社遍
布香港、九龙、新界、澳门、深圳、广
州及新加坡，连续 12 年成为参加人
数全港最多的旅行社。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透露，为了
在 2015年末基本实现两地服贸自由
化，商务部正与香港特区政府积极
研商，争取进一步拓宽开放广度、加
深 开 放 程 度 ，准 备 在 今 年 签 署 的

《CEPA 补充协议十一》会是服贸自
由化的重要一步。

内地发展香港同获利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供的数
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香港、澳门、台
湾三地在内地新增商标有效注册量
增量明显，达到 11591 件，其中香港
一地就有 9107件。在新一轮改革的
契机下，内地市场将为香港企业和
个人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投资空间。

一方面，香港是世界资金汇集
中心，内地政府和企业或优先选择
香港作为城镇 化 改 革 等 的 专 项 融
资平台。长期来看，内地城镇居
民收入水平提高，对消费和娱乐
需求的上升可直接影响香港旅游
市场的繁荣。

另一方面，内地仍然是香港最
重要的对外投资目的地。内地城镇
各项基础建设和企业投产，需要大
量引进专业人才，借助 CEPA 的开
放政策，香港专业人士有望在内地
获得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内地城镇
化加速，将给港资企业留出更多投
资空间，甚至为港商开辟新的市场。

CEPA为港商打开内地市场大门
本报记者 廉 丹

蔡登辉先生是河南“幸福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在香港和内地多年的从商经历，让他对祖国和
香港的发展变化体会深刻。最初蔡登辉在香港从事肉类食
品的进出口、转口生意，在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和国际
金融危机中均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香港作为国际港口
城市，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受影响，但每次都经历小
波动后，逐步稳定下来。”蔡登辉说，波动趋稳的大背景正是
祖国对香港的及时出手稳定了局面。

2005 年开始，蔡登辉开始到内地投资，在深圳兴办了
幸福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综合性 LED 全系列光电产
品。“之所以决定办厂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国家政策和内地
各个城市、企业对资源节约更加重视，第二是香港环保产业
具有技术优势，与内地广大的环保产品市场能够实现优势
互补，三是国家和地方城市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政策。”

蔡登辉告诉记者，幸福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研发、生
产、销售、工程系统解决方案与服务为一体。目前公司产品
60%销往内地，40%销往东南亚等国际市场。“我们的销售
团队预估，随着内地各省份城市群建设的推进，产品需求将
继续扩大。”

蔡登辉于去年12月在河南泌阳产业集聚园区成立河南
幸福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底已经全部投产，现已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8亿元人民币。泌阳县给予我们3年全
免地方所得税和2.4万平方米厂房租金的优惠政策。”

谈及多年经商办厂的历程，蔡登辉有两点感受最为深
刻，一是做人做事一定要诚信为本，诚实做人，老实做事。
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市场，巩固市场，拥有一批长久合作的忠
实客户。二是要抢抓商机，祖国每一步改革的推进，每一项
政策的公布，比如推进节能减排、发展环保产业和推进城镇
化，对我们企业来说都包含着巨大的商机，都是大“利是”。

幸福里集团：

在内地幸福发展
本报记者 刘 亮

回归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挥自身优
势，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日益
巩固。

17 年来，尽管先后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网络经济泡沫破灭、“9·11”
事件后美经济衰退、2003 年“SARS”冲击，以及 2008 年金融危机等挑
战，但在中央政府陆续推出“CEPA”、“自由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等
各项挺港政策支持下，香港经济金融持续平稳增长。本地生产总值从
1997年末的 1714.6亿美元增至 2013年末的 2737亿美元，年均增长 3.6%,
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速。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也从 1997 年的 26362
美元增长到 38074美元,增长四成。

金融服务业各方面表现优异。银行业方面,截至 2013 年 7 月底,香港
共有 156 间持牌银行、21 间有限制牌照银行和 24 间接受存款公司。全球
最大的 100 间银行中，有 70 间在港开展业务。股票市场方面，恒生指数
从 1997 年末的 10723 点升至 2013 年末的 23306 点，港股相应市值也从
32026 亿港元升为 239088 亿港元。香港的外汇市场发展成熟。据国际结
算银行 2010 年的调查显示，香港外汇市场以成交额计算在世界排行第六
位。香港还是全球最开放的保险中心之一。截至 2013 年 7 月底，全港共
有 153 间认可的保险公司，其中 82 家在香港注册成立，其余 71 家分别在
内地或 20 个海外国家注册成立。据统计，2012 年香港保险业整体毛保费
总额约为 2552亿港元。

除上述领域外，香港在资产管理、股权集资、离岸人民币业务等方面
的表现尤为突出：资产管理方面,香港是亚洲最大的资产管理中心。2012
年，持牌资产管理公司、注册机构和保险公司管理的资产共达 10640 亿
港元，私人银行管理的资产则达到 3460亿美元。

股权集资方面,2009 年至 2011 年,港交所首次公开募股(IPO)集资额
居全球股票交易所榜首。其中，2010 年中国农业银行在港 IPO 集资 220
亿美元，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 IPO。

离岸人民币业务方面，自 2004 年开始人民币个人业务以来，香港离
岸人民币业务持续快速发展。截至 2013 年末，香港人民币存款 （含存款
证余额） 10530 亿元人民币、经香港银行处理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交易为
38410 亿元人民币。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在人民币国际
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香港良好的经济增长潜力、庞大的财政储备、持续稳健的财政表现，
以及强劲的境外资产状况等获得国际评级机构的肯定。国际评级机构标准
普尔 2013 年决定维持对香港最高 AAA 的评级。此外，在 《2013 年世界
经济自由年度报告》、世界银行 《2013 年营商环境报告》、《2013 年世界
竞争力年报》 等报告中，香港的排名均位列前三名，成为与纽约、伦敦比
肩的国际金融中心。

内地高考已经结束，香港高校内地自主

招生网上报名申请还在进行中，并将持续至

6 月 15 日。2003 年起，香港高校获准在内地

招生，今年的招生范围已经扩大至 31 个省

区市。10 年来，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赴港

就学，很多人毕业之后留港工作，为香港的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香港开埠 160 多年来，一批批内地人才

和商家来到香港，融入香港，发展香港，最

终成就了香港。例如，香港工商界的李嘉诚

家族、霍英东家族，文化界的作家金庸、国

学大师饶宗颐，他们的祖籍都是内地。内地

学生赴港就学潮流只是这一历史趋势的最新

延续。

香港街头的牌匾中，很多是源自上海或

广州的老字号，包括瑞安、先施、上海幺凤

话梅王、莲香楼酒家、位元堂、屈臣氏、恒

生银行、周生生珠宝店、永亨银行等。香港

很多著名的学校也是从广州开设至港，中学

如培正、培英、培道、真光、格致等；有两

家大学也是从广州搬来，一为岭南大学，二

为珠海书院。

香港从一个边陲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

市，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鸦片战争

到改革开放，从边陲渔村到国际金融、贸

易、航运中心，香港的发展从来都与祖国紧

密相连。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内地人才和资

金流入香港，早年出洋的华侨也回港经营，

抗战爆发后一年间，香港人口增加 25 万

人，当时的大公报报道：“现时侨居香港的

少数人，其财产之富，颇足骇人听闻，拥有

港币 100 万元的有 500 人，1000 万元的有 30

人，1 亿元以上的有 3 人。”作为中国外贸的

唯一通道，香港贸易额激增，为引进抗日物

资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

发展。

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最亮丽的标签，而

香港银行业的崛起成长正与祖国改革开放的

进程同步。1978 年之前，香港注册银行只

有 74 家；1978 年之后，由于拓展中国内地

业务的需要，大批外资银行来港设立分支机

构，1980年已达到 115家。

2003 年，香港爆发非典疫情，全港人

心惶惶，政府财政出现赤字，楼股遭受重

创，经济低迷。为提振香港经济，中央政府

在 2003 年 7 月推出“自由行”政策。“自由

行”最初只涵盖广东的 4 个城市，其后逐步

增加，至今共 49 个城市。内地游客赴港自

由行对香港经济的提振作用巨大。根据香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估计，2012 年，“自由

行”游客为香港带来超过 261 亿港元的增加

值，创造了 11 万个职位，占总就业人数的

3.1%。2013 年，共有 5430 万人次游客造访

香港，其中 75%来自内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香港，

面对两地融合的新趋势，只需做到一如既往。

目前内地赴港上市公司数量占港交

所上市公司总数的 40%。图为香港联交

所。 本报记者 连 俊摄

有 110 年历史的香港电车如今是最便宜也是游客最喜欢的交通

工具之一。

本报记者 廉 丹摄

2013 年，共有 5430 万人次游客造访

香港，其中 75%来自内地。图为游客在香

港浅水湾拍照。 本报记者 连 俊摄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地 位 日 益 巩 固

徐 扬

两地融合成就了香港
刘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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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港金紫荆广场。 孙建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