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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香港作

为高度开放的国际性城市，所受冲击较大，迫切需要恢

复经济、纾解民困。2021年第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

值按年增长 7.9%，结束了连续 6个季度收缩情况，可整

体经济活动仍低于之前水平。考虑到全球疫情依然严

峻，为了推动香港经济再出发，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

定，就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中驱动新发展动力，在国家发

展战略中定位香港自身角色，砥砺前行。

新发展格局中的香港定位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

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建议》着重强

调支持港澳特区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建设国际创新科

技中心，打造“一带一路”功能平台；支持港澳更好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完善便利港

澳居民在内地发展政策措施等。这些规划为香港明确

在新发展格局中的自身定位指明了方向。

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全力支

持。中央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支持香港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一带

一路”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优势、贡献祖国、成

就香港。凡是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

增进香港同胞切身福祉、有利于促进内地与香港融合

发展的事情，都会全力支持。

同时，香港经济的新发展需发挥自身内驱力。香

港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香

港从一个土地有限又缺乏自然资源的弹丸之地变成举

世闻名的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东方明珠”，其

命运取决于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格局中

所处的位置，也取决于香港同胞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

精神。

香港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内地，内地发展状况是影

响香港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

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香港都善用了这种历史机遇，创造

了经济辉煌。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就没有香港今天

的经济地位。同时，香港所处的独特地位为祖国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任重而道远者，不择地而息”。虽然当前香港经

济发展遇到一定困难，但是香港精神一直都在，香港优

势依然还在。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香港国安

法出台实施以及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香港发挥自身内

驱力、摒弃争拗、聚焦发展，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的根本。

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香港一方面

原有优势不明显，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的既有联系使

其在地缘政治中更易沦为地区热点，从而冲击经济稳

定发展所需的社会环境。因此，背靠祖国、立足自身、

扬长避短是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的基础。香港要

在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基础上，切实增强国家意

识和爱国精神，积极参与国家“十四五”规划。

首先，抓住高质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机遇，

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高质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

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决策，提出了关

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指示和新要求，定位粤港澳

大湾区的建设目标为国际一流城市群。抓住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

制对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机

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的是科技创新中心、金融

创新中心与新制造中心的集合体。香港作为大湾区内

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能协助内

地企业“走出去”和把海外投资“引进来”，其在科研方

面的优势也能够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

其次，用好“一带一路”机遇，做好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促进者”。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

变化，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动，高水

平开放持续推进。对香港来说，参与“一带一路”是

重大机遇，用好“一带一路”机遇可以有效克服香港

经济发展路径的固有弊端，走出经济困境。在香港

构建“一带一路”交流对接平台，促进香港和专业服

务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协助香港企业把握内地

在海外建设的经贸合作区所带来的新商机，加强与

东南亚、中东和欧洲等地区的经贸联系，这些措施都

将推动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好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促进者”，也会促进香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

优化，实现更好的发展前景。

再次，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补齐经济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短板。在香港社会经历冲击之后，香港国

安法的出台和选举制度的完善为香港繁荣稳定发展保

驾护航。越来越多的香港同胞认识到只有坚持全面准

确落实“一国两制”，坚持“爱国者治港”，勇于担当，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从香港经济发展

的历程来看，对外市场的竞争力与内部市场的垄断性；

对外经济要素、资源的高度流动性与内部阶层的相对

凝固性；对外经济的高收益与内部经济的低效率、缺乏

活力等矛盾长期存在。当前，全球政治与经济发展干

扰因素增多，香港的财富高度集中于资本财团与底层

民生、民困日益严峻，一些人政治上强调“两制”之不同

与经济上期待“一国”之“福利”的二元矛盾更为突出。

土地、房屋、贫富差距等重大问题的逐步有效解决是补

齐香港经济发展过程中短板的应有之义。只有让每一

个人的努力都不被辜负，香港社会的整体幸福感和安

全感才会切实提升，才能系统整合香港社会发展力量、

凝聚新格局下新发展动力，实现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

需要和发展的目的与归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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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

示，居住内地的香港居民逾 37 万人，占香港人口总数

的 5%。无论是对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是港人

聚居的内地城市拓展对港交流合作，这都是一支不可

忽视的力量。

香港选举制度经过完善后，选举委员会增设“内地

港人团体代表”界别，获得分配 27个选委会席位，由 27

个内地港人团体各提名一人担任。选举委员会有提名

和选举特首、选举部分立法会议员的职责。也就是说，

内地港人对于香港的政制发展、选人施策是有话语权

的。内地港人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内地的发展进步、香

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着力点有更为深入的了

解，内地港人有利于“爱国者治港”原则的精准落实。

内地港人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先行者、实

践者、促进者，是最早在内地投资兴业的一批人，对“国

家所需、香港所长”“国家所长、香港所需”的交集认知

最深。也正是因为找准了发力点，他们才能够在改革

开放大潮中发展壮大。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

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内地港人也有了更广阔的

发挥空间。

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

制度的特点，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一

个艰巨复杂的工程。内地港人中不乏企业界、金融界、

法律界人士，他们常年研究哪种货物在广州港出口更

划算，哪种贷款在香港办成本更低，哪种专利纠纷在深

圳有判例，对各种规则的“接驳点”了如指掌，这使得他

们能够在大湾区建设中胜任“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目前，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创业、购房、

社保、就学考试等一系列政策已经落地。香港特区政

府也推出“广东计划”“福建计划”等，支持香港的老人

到内地养老。可以预见，未来还将有更多香港居民到

内地工作和生活。内地港人的丰富经历将为后来者提

供宝贵借鉴，他们对内地惠企政策的把握，对内地市场

变化升级的感受，对内地风俗人情的了解，都会帮助后

来者更顺利地融入。

对大湾区的内地城市而言，内地港人是惠港政策、

开放政策的宝贵试点资源。身为施策对象，内地港人

对招商引资、创业扶持、执业准入、投资纳税等各项政策的含金量最有发言权。

相关城市可以从内地港人的回馈中获得启发，提升开放水平。此外，大湾区的公

务员、事业单位岗位招录试点已经展开，大湾区首批 1万多个事业单位岗位面向

港澳居民招考，深圳开始定向招录港籍公务员。毫无疑问，内地港人是强有力的

竞争者。可以想象，当一个香港人在深圳办理业务时遇到“香港老乡”的情景，那

是一幅多么暖心的画面。

内地港人还有一个独特的角色，就是天然的“谣言过滤器”。内地港人是香

港亲友了解祖国的第一渠道，他们在内地的

美好生活，击碎了关于内地的各种污名化

报道。

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这

是香港与祖国关系颠扑不破的正相关逻辑，

这是37万多内地港人的现身说法。

日前，“上海市对台交流基地”——四行仓库抗战纪

念馆挂牌仪式暨沪台交流回眸展，在坐落于上海市静安

区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举行。沪台交流回眸展目前正

在上海各区巡展，分为“市展”和“区展”两个部分，展现上

海与台湾交流交往的历程。

作为在台湾享有较高知名度和认可度的抗战旧址类

纪念馆，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接待了大量两岸的重

要来宾。2015 年开馆至今，已接待台湾参观团队逾 230

批次、超 6000 人次。近两年，纪念馆积极推动涉台文史

交流，启动了“四行保卫战”“四行孤军”“孤军营”等原始

档案和照片征集，先后征集了117件190页（张）民国时期

“四行保卫战”“四行孤军”、淞沪抗战等高清数字档案、照

片文件，丰富了馆藏数量，提升了馆藏品质，不断扩大知

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台湾同胞到馆参观交流。

本次巡回展的“区展”部分分为经贸活动、两地互访、

党际交流、台青基地、教育文化、社区交流、同胞情谊、四

行仓库、台协风采等9个部分，精选了200余幅图片、视频

和实物，再现静安与台湾两岸交流交往的历史画面，展现

了台湾同胞来静安投资创业、情系静安的感人事迹和丰

硕成果。

静安区委常委凌惠康表示，静安区历来是广大台湾

同胞宜居宜业的首选地之一。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了润

泰集团、顶新集团、旺旺集团、越洋广场、吉的堡教育集

团、永和食品、和成卫浴、森田药妆以及上市的鼎捷软件、

艾艾精工、学美教育等众多台企台商来这块投资热土上

发展壮大。2015年，原闸北、静安“撤二建一”后，新静安

重新出发，探索了一系列交流品牌项目，“台湾青年法律

人才实践基地”“一日居委会主任”与“一日里长”体验式

互动交流项目、“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等，发

挥了上海中心城区应有的作用。本次巡回展搭建起一个

两岸同胞互相交流的平台，一起回顾台企台商台胞在静

安走过的历程，共同见证两岸经贸合作所结出的丰硕

成果。

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台协副会长蔡世明，他是一位上

世纪 90 年代就来到上海落户静安的台湾律师。虽然那

时台湾律师还不能在大陆执业代理案件，但他认定以上

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未来会成为台商聚集地，台籍律师会

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

蔡世明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四行仓库印象非常

深刻，沪台交流回眸展巡回展放在四行仓库这个两岸交

流过程中很有民族性和代表性的地点举办非常恰当。沪台交流 30年的历史很值

得我们回顾和怀念。2016 年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完完全全把两岸关系导向错误方

向，使得台湾有些年轻人开始割裂两岸关系的历史。沪台交流回眸展可以让人深

刻感受到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亲”。

巡回展上有一个“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交流项目很引人注目，现场播

放的视频中，台湾大学生们正在抢着谈他们在上海的感受。2016 年，为鼓励有志

从事两岸法律事务的台湾法律青年人才到上海创业就业，蔡世明倡议静安依托区

域内知名律师事务所云集的优势，首创上海“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4 年

中，共有81位台湾学子利用暑假来到上海，在8个律所完成为期两个月的实践。

蔡世明说，“台湾市场非常小。两岸是一家人啊，为什么不告诉这些学生，还有

上海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可以去闯”。在上海的实习大大开拓了学生们的眼界，毕

业后他们中有十余人选择在上海深造，其中一位已取得大陆律师职业资格，获得大

陆律师执业证书，就在蔡世明所在的律所工作。

已连续举办４年的上海“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交流项目去年因为疫情

移师线上，借助视频连线的方式，上海与台北两地的法律界专家和青年法律人才展

开“云对话”。蔡世明说，“条件允许时，实践基地还要继续组织更多的台湾学子来

上海实习，让学生们真正了解两岸一家亲，回去后能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去拥抱更

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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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新格局下香港发展新动力凝聚新格局下香港发展新动力
孙翠萍孙翠萍

只有让每一个人的贡献都不

被辜负，香港社会的整体幸福感

和安全感才会切实提升，才能系

统整合香港社会发展力量、凝聚

新格局下新发展动力，实现经济

发展服务于人的需要和发展的目

的与归宿

上图为东莞松山湖材料实验室陈列的超导薄膜上图为东莞松山湖材料实验室陈列的超导薄膜

生产设备生产设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邓邓 华华摄摄

上图为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上图为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无无

人机照片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邓邓 华华摄摄

下图为中建深装施工人员在中新广州知识城下图为中建深装施工人员在中新广州知识城““中国中国

纳米谷纳米谷””一期工程纳米智能技术科技园安装幕墙一期工程纳米智能技术科技园安装幕墙。。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刘大伟摄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纲要》》提出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打将粤港澳大湾区打

造成为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际科技创新中心””。。纲要实施纲要实施

两年多来两年多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建设不断推进建设不断推进，，正逐步构建起正逐步构建起

一条连接广州一条连接广州、、深圳深圳、、东莞的东莞的

““一廊十核多节点一廊十核多节点””科技创新经科技创新经

济带济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