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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度《沪港经济发展报告》的主题是以改革开放30年沪港经济合作与展望、上海经济发展，
以及回归10年香港经济的回顾与展望为基调。
在报告中，各级官员、专家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围绕改革开放30年、沪港经济发展与合作等主题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
这不仅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了30年来沪港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鲜明轨迹，也使读者充分领略了30年来上海
、香港在各经济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果实。
报告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值得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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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回顾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沪港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港
澳经济研究回归十年：香港经济从危机走向繁荣金融篇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分析与几点建议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成效、问题与对策思考沪港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将在合作中不断提升——
兼谈上海银行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发展回顾及港资银行在沪发展情况美国金融海啸对沪港会融业的启
示贸易篇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特征、原因及前景沪港贸易发展的比较研究专题篇从工业基地到世
界城市上海广告业三十年发展状况及沪港合作前景比较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沪港经济发展比较——数据
与图表评析会议综述篇沪港联手应对金融危机，共同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金融危机”经济转型
沪港发展”研讨会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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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回顾篇　　改革开放三十年，沪港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是沪港经济关系发展
最好的历史时期，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香港不仅是上海改革开放最直接的推动者、示范者、参与者
，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香港资金的大量涌入既缓解了上海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短缺问题，更带来了许多当今世界先进的经济观
念与管理理念，为上海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为上海更好地扩大开放、
融入世界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在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中国人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沪港经济合作如何开阔思
路、把握机遇、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原有的合作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这不仅是21世纪沪港经济合
作面临的紧迫问题，也是21世纪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文在对沪港经济合作的历史与现状、特点和成效，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概括性阐述的基础上
，着重对“一国两制”、中国人世以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
）实施的背景下，沪港经济关系、沪港经济合作的新机遇、新世纪沪港经济合作的思路、重点合作领
域与对策措施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这对提高人们充分认识香港在上海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充分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沪港经
济合作的重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沪港经济合作历史与现状、特点和成效　　沪港经济合作历史悠久，成绩显著。
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后，沪港经济合作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最
佳时期。
改革开放30年来，沪港经济合作不断向纵深推进，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香港在上海的对外开放
中创下了一连串的“第一”，为上海更好地扩大开放、引进更多的外资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沪港
合作开阔了上海与世界交往的渠道，为上海带来了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为上海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起到了极好的催化作用。
总而言之，沪港经济合作成果辉煌，上海经济的腾飞处处可见沪港合作的轨迹。
　　（一）沪港经济合作的历史回顾　　被誉为中国的两颗“东方明珠”的上海和香港，是中国的两
大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也是近20年西太平洋沿岸两个最亮的经济增长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几代中国人的艰苦奋斗、辛勤开拓和流血牺牲，这两座历史悠久并具有灿
烂文明的城市，已从昔日沿海的小渔村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
　　上海、香港两地经济的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轨迹，但沪港经济往来则是推动两地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
自19世纪中叶起，上海与香港几乎同时向西方国家开放，由于它们具备类似的地理优势、丰富的人力
资源，也有类似的不利条件，即缺乏自然资源。
上海和香港加工工业都较为发达，同时它们作为主要对外口岸，对外贸易、金融业发展亦较快。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远东国际经贸中心，香港也以转口贸易及金融业发展迅速而闻名于世
。
与此同时，上海与香港的经济往来亦十分密切，据有关统计，1936年香港对内地的出口值为1779万元
，其中1102万元即62％的商品是输往上海的。
香港从上海的进口则为3308万元，进出口总值为4410万元，占上海对外贸易总额的1/20，占香港的1/10
。
为了适应双方贸易和投资的需要，不仅上海的民族资本纷纷到香港投资办厂，而且以上海为基地的中
国主要银行也在香港设有分行，除国民党政府官办银行外，私营银行亦在香港积极开展业务。
同时总部设在香港的英资银行也都在上海开设了最大的海外银行，其业务量超过香港总行。
其中英资的汇丰银行（“Hong Kong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上海籍企业家开设的香港
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天厨味精厂”等典型的案例，就是这一时期沪港两地经济合作的杰
作。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40～50年代初，大批上海人移居香港，为香港工业化带去了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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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据美国《幸福》杂志估计，仅1947年10月，就有228家上海企业到香港注册，上海企业家（主要是轻纺
业企业家）及其资金、设备、管理经验、原材料和高层管理人员来到香港，为香港的工业化奠定了基
础，为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为60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毋庸置疑，沪港合作历史悠久，交往频繁，成绩显著。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30年时间里，两地经济关系的发展十分缓慢。
1978年中国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后，沪港两地的经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
改革开放30年来，沪港经济合作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来分析，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可以
说是史无前例的，其成效亦足以让世人为之叹奇！
　　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已成为除日本之外的上海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上海引进的境外投资中，香
港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香港作为上海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桥梁，其转口贸易中的相当部分来源于上海或以上海为目的地，上海
同样也是香港的重要贸易伙伴，在香港继续增加对沪投资的同时，上海的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也直接进
入香港市场，对稳定和繁荣香港经济起着积极作用。
同时，上海还是香港加工制造业的生产基地之一。
在推进两地经贸合作的进程中，香港顺利地完成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成为亚太区知名的国际
金融、贸易、航运和旅游中心，上海则实现了“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目标，正在向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迈进。
　　（二）合作现状与特点　　从两地经济发展的轨迹及合作的进程来看，如果可以用“辐射”这两
个字来形容的话，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前，沪港两地的经济合作主要是香港接受上海的辐射，80年代
以后，则是上海更多地接受香港经济的辐射。
这个形容也许不恰当，但两地经济实力的消长决定了两地在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香港作为内地改革开放最积极的参与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与上海的经贸合作中，留下了一连
串的第一：第一个在沪兴办合资企业；第一个来沪投资制造业；第一个投资申城旅游、娱乐业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在规模、领域，还是层次、方式上，沪港经济合作都赋予了新的内容并呈现出
新的特点。
　　特点之一：两地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贸易往来一直是沪港两地合作的基础和主要形式，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合作得到了持续
稳定的发展。
1989年，沪港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79年增长了2.5倍。
进入90年代以后，两地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2003、2004、2005、2006年上海与香港
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0.4％、32％、19％、14％。
2006年两地贸易额已从1988年的14.63亿美元增加到110.63亿美元。
目前，沪港两地的贸易额已超过香港同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
　　特点之二：香港来沪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大的合作项目逐渐增多。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吸引外资的单个项目平均资金规模还仅为236万美元，香港平均投资规模为139
万美元。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香港对上海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到1996年底，港商
在沪投资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大项目400多个，并出现了由李嘉诚先生投资总额超过5亿美元的特大项
目。
与此同时，香港的大商人、大公司、大财团也开始纷纷登陆沪上。
根据上海外经贸委的统计，截至2006年底，香港已累计在沪设立商业企业120家，货代企业755家，建
筑施工咨询企业301家，广告企业53家。
　　特点之三：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即从原来单一的贸易合作发展到在工业、金融、基础设施、商业服务、旅游、科技等多方面、全方位
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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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总部设在香港的八佰伴到浦东建立大型购物中心的计划获批准后，瑞兴、永安、先施等香港
商家已先后在申城登陆。
不仅如此，港商还积极投资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上海南浦、杨浦两座大桥和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复
线等。
此外，包括汇丰、东亚、渣打、华侨在内的香港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上海建立的分支机构已占整个上
海外资金融机构的10％以上；香港著名的会计师楼和律师事务所如罗兵咸等也在上海落户。
同时，上海金融业进入香港的步伐也在加快，有关银行在香港积极进行融资活动，一些证券公司已在
香港设点，另有上海石化、海兴轮船、上海实业等多家企业在港上市，为推动沪港两地金融、证券业
的合作，开拓了新的空间。
　　特点之四：合作层次不断提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来沪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在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主的产业；1985年以
后，逐步转向电脑电器、精密机械、技术含量高的电子玩具、游戏机等，并逐渐扩展到仓储运输、咨
询金融、物业管理等服务行业。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8沪港经济发展报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