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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縫中的起與落

• 處於中西夾縫之中，香港的經濟發展和
長期波動，主要由外在變遷引起；內部
的回應，往往只產生中短線的影响。本
地歷史就是這兩種不對稱動力相互作用
的結果。

• 1940年代之前像沉睡了的轉口港、1950
至1960年代的勞動密集、出口導向的工
業化、1980年代基於中國因素而出現的
結構轉型、以至1997後的大起落，皆屬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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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縫中的大起與大落

香港經濟的增長與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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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縫中的起與落：沉睡後夢醒的人的因素

香港的人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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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縫中的起與落:香港經濟歷史回顧

• 1950s-60s 經濟由出口導向型工業化帶動，集中
勞動密集輕工產品，銷路以歐美中低檔市場為
主。

• 1970s 成本上升，亞洲其他對手挑戰。港府後
期成立工業多元化委員會，研究產業升級與開廣
市場之道。

• 1979 中國改革開放，香港經濟的處境大變。

• 1980s 香港出現經濟結構轉型，製造業大規模
北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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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縫中的起與落:香港經濟歷史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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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金融業初期的亂序

•HKIMR, WP No. 08 / 2006: “Dangerous Business Models: Bankers, Bureaucrats…..” by Leo F. 
GOODSTADT (www.hkimr.org/view_attachment.asp?type=23&i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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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工業對金融

• 弔詭卻是，香港在上升的週期裏，應有機會突破宿
命；但殖民地體制之下，經濟政策(無論是1960年代
的自由放任或1970年代的積極不干預主義)傾向保
守，以短期平衡為最高原因，避免為宗主國造成負
累，故此內部的政治和社會動力始終不足。

• 1970年後期的 “工業多元化”嘗試，雖然是被廹出來，
但一旦面臨中國大陸的開放政策、珠江三角洲的低成
本的吸引，官方與企業界的“決心”立即告吹。外在歷
史動力已替香港工業對金融的兩難，作出裁定。

• 香港其後的發展是：(一)遷往珠三角的製造業缺乏升
級意慾；而(二)本地內部經濟却回歸到之前亂序的金
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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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的弔詭: “工業多元化”與升級

• “目前本港很多工業投資，都是比較短線的。換言之，投
資者都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賺回資本，至於其後的發展，則
較少注意，……所需要的技術，一般而言是較低
的， ……很容易為其他東南亞地方所追上，在劇烈的競
爭下，本港方面因為工人工資較高，往往便吃了大虧。所
以目前應該是考慮改變的時候，香港的工業應有較長遠性
的計劃及投資，着眼於高技術的產品及擴大工業基礎。閣
下所提議成立的工業多元化委員會，實在具有極大的意
義；而政府發展大嶼山及提供土地建立新工業的做法，亦
是符合極急切的需要的。不過，除了在這兩方面的努力
外，政府是否可以考慮從稅制方面鼓勵新工業的投資，例
如在五年之內不徵收利得稅等，從而令工業多元化的理想
較容易實現。本港鄰近地區，在這方面的嘗試，頗見成
效，或可作為香港的借鏡。 ”

王霖議員就港督施政報告的發言，立法會1977年10月27日:
http://www.legco.gov.hk/yr77-78/english/lc_sitg/hansard/h771027.pd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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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的弔詭：轉向金融地產與服務

• 1990s 香港經濟「曼哈頓化」，非工業化。
過渡政治病引致各方面的短期行為；金融地
產泡沫出現，通脹標升，在固定匯率底下，
香港的競爭力受到削弱。

• 1997-99 回歸：中央對特區“河水不犯井
水” ，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嘗試改變殖民地政
府的保守因循。但東亞金融危機刺破97前形
成的泡沫，矛盾自此不斷暴露。通縮展現，
增長乏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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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的弔詭：轉向金融地產與服務

• 2001-2003 財赤擴大，SARS疫潮，管治危
機。

• 2003 -目前 國內扶持措施：CEPA ，個人
遊、“9 加 2 ”等等，香港經濟反彈，財政再
現盈餘。同時內地城市經濟冒起，地方政
府進取；相對下香港受制於自由主義和董
建華嘗試失敗之後，轉回“大市場、小政
府”的保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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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中國因素和國際化

• 1980年代走向金融中心的 “曼哈頓化”路
徑，加上“中國因素”九七過渡後中國冒
起，令不少本地企業躍升為世界等級。

• 金融、地產迅速上升為香港經濟的主導
力量。1988年 ，香港的轉口額再超越本
地出口總值。歷史好像倒流，又好像回
到未來。

• 恰恰如此，掌握政經實權者已採取區域
性和國際性的視野及策略，香港這個夾
縫中的小地方不再成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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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縫中的起與落：回歸轉口港？

香港本地出口及轉口對生產總值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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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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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中國的轉型

• 中國對外貿易在改革下迅速膨脹，增長率遠高於國
民生產總值/國民總收入(GNP/GNI)，故此，總進出
口/GNI比率由1978年的9.8%上升至1990年的
30.0%，近來更超越了60%，比世界于21世紀初平
均的42%左右高出一半，也高於美國、日本、印度
等20%上下的水平。其中當然有估算跟加工重複計
算等問題，但趨勢卻難以忽視。

• 這方面，中國的粗放式、外向型的發展策略看來要
有調整，外貿策略應當優化。關鍵在於提高外貿的
附加值和效率，避免集中於低層次、耗費資源的“大
進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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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中國的轉型

• 實際上，中國大陸自2001年加入世貿組織後，便積極
部署轉型升級。廣東的變化，更令香港首當其衝。

‧廣東省委關於制定第十一個五年規劃的建議（2005年
10月29日中國共產黨廣東省第九屆委員會第七次全體
會議通過），以「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全面提升產業
素質」為綱領，提出了未來的工業發展方向：「優化
工業產業結構。堅定不移走新型工業化道路，大力提
高工業九大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競爭力，實現工業發
展的高級化和適度重型化。做大做強電子資訊、石油
化工等支柱產業。加快發展汽車、裝備製造等主導產
業。積極培育生物工程、新材料、新能源等戰略產
業。改造提升紡織服裝、食品飲料、建材等傳統產
業。加快中醫藥產業發展，著力打造中醫藥強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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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中國的轉型

‧不幸地，與日本、台灣、歐美等投資者不同，
香港的企業在珠三角設立了超過60,000家的工
廠，其中大部份屬於紡織服裝、食品飲料、建
材等「傳統產業」，而且規模相對細小，佔地
多而分散，因此在「改造提升」之列。

‧更且，為了糾正對加工貿易的過份傾斜，中國
政府開始採取了一些措施。2007年7月23日公佈
了新一批加工貿易限制類目錄，嚴格執行台賬
保證金，以抑制低附加值、低技術含量產品出
口過快增長，減少貿易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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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中國的轉型

• 這些限制，對廣東港商搞的來料加工企業影響
最大。2007年在珠三角地區從事來料加工的估
計有超過4萬家港商，它們的出路一就把工廠遷
移至中西部地區；否則便須轉為三資企業，改
作進料加工或一般貿易。

• 2008年的世界金融海嘯，令歐美日進口需求下
降，對它們可算雪上加霜。倒閉潮正在出現。

‧另方面，隨著中國大陸經濟高速發展，內地的
金融實力與經濟實力非常不對稱，服務業相對
地亦頗為落後，香港的金融及有關服務行業在
這些方面在一段時期內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前景似乎比較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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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中國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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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中國的轉型

‧不過，這次金融海嘯，却反映了香港經濟
結構向金融服務行業傾斜的危險。

‧結構的狹窄化，令外在經濟周期直接打擊
香港的核心，而政府難以通過其他行業來
推行平衡措施。

• A股與H股的大跌，比美國及西歐等先進
股市平均更甚，看來是應檢討的啟示。

‧另方面，則是香作為四大支柱行業的物流
業，被新加坡、上海超越的“意外” 。這
是中國的升級？還是香港的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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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金融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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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金融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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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財力對人力

‧香港屬誰？誰會為香港拼搏？那一些界別、組織
及人士會把在特區開發具優勢的產業和服務、促
進「龍頭行業」、以至保持香港作為區域性群聚
中心，看成本身的首要任務？有承擔感的可能無
甚資源力量；有足夠資源力量的則可能缺乏這種
承擔。

‧資本和勞動力明顯地是兩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
就資本而言，香港卻十分充沛，處於世界的前
列。疑問不過是資本的擁有者對本地的歸屬感而
已。根據國際貨幣基金組織提供的「國際投資頭
寸淨值」資料，香港的情況異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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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財力對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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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香港企業世界級地位的國際報導經常
可見。疑問在於：它們都正進行跨境或跨
國經營。從某種角度來看，它們與其他著
名的國際集團就好像「大象」，而香港不
過是個「荷花池」。沒有太多的理由去要
求「荷花池裏的大象」(“elephants in the 
lily pond”)在一個小型開放經濟之中扮演
長遠而重要的公共角色。如此要求對它
們、對香港都不公平。說到底，關鍵是特
區本身應該怎樣推行有效管治。



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財力對人力

•另方面，香港的人力質量却令人担憂。本地的自
然生育率下降至世界最低水平，人口老化，增長越
來越倚靠移民。香港是世界上出生率最低的地方之
一，2006年女性平均生育率僅有0.984胎，遠低於保
持人口絕對數量的約2.1胎。

•按統計處的《香港人口推算2007–2036》，特區人
口在2007年到2036年間，每年只會增長0.7%(從686
萬升至857萬)。這171萬的增量，是122萬的淨移入
加上只有49萬人口自然增長的結果！而65歲或以上
的長者2006年佔總人口的12%。2016年，老年人會
升至總人口的15%。2026年的預測比率為22%；到
了2036年，香港每100個人中將有26個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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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財力對人力

28資料來源：香港特區政府统計處



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財力對人力
• 不幸地，香港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卻很差勁。1991

年，15歲及以上人口教育程度只有中學三年班或以
下的占了57.1%。2001年，經過10年的教育改革，
比率仍然企於47.8%；而2006年也不過降至
44.4%。這種情況與香港的所謂「知識型經濟」的
發展路向，非常之不匹配。

• 香港的研究及發展(R&D)開支佔生產總值(GDP)的
百分比亦偏低。跟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比較，
特區的0.44%(1998年數字)至0.81%(2006年數字)的
幅度，與它們同類估算的超過2%的平均比率(2005
年數字為2.25%)，相差很遠。 2006年，台灣和新加
坡的比率分別為2.50% 2.39%。

• 香港的统計，已包含了大量高等教育大機構的科研
開支，與我們競爭對手之一新加坡的情况很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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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財力對人力

30資料來源：《香港統計月刊》，二零零八年五月，專題文章



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新加坡的科研

http://www.singstat.gov.sg/pubn/reference/yos/statsT-resear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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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轉型的弔詭:財力對人力

• 可以看出，香港工商機構的科研意慾偏低。

• 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經濟發展一直都頗為機會
主義；而部份本地企業已經冒升為世界級，財大
氣粗，科技可以用金錢買回來，僱用外國專家處
理，不必自己研究開發，使之在香港生根。另外
的原因，是政府的不干預政策，拒絕對龍頭行業
提供長線的協助。

• 這些人口結構與素質的憂患，將會影響香港經濟
的長遠增長動力，同時引致愈來愈沉重的福利負
擔和嚴重的社會矛盾。

• 財力與人力的歧異，反映出香港最深層的矛盾：
有心者無力，有力者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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