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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历史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窗口、桥梁功能。 研究、
总结香港在对外开放战略中经济功能的演变历史，对加深了解中国经济史的历程具有重要

意义。 在外向型发展战略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７），香港的经济作用主要体现在内地联系国际市

场的主要窗口、最主要的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桥梁以及市场机

制及管理经验的引入者、香港同步转型为服务型经济等方面。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阶段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回归后香港的经济功能从传统的中介功能向平台经济和全球城市功能转

变，服务贸易和服务业投资速度加快，承担着“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服务平台、国家金融

开放的缓冲带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场、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参照系以及对接国际规则的转

换器等角色。 两地经济关系从初期的香港优势单向带动转为两地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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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年香港回归祖国。 在香港回归前后的 ３０ 年（１９７８—２００７），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十分重要的

历史时期。 研究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功能，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

价值。 其中，在观察内地开放战略推进中香港经济功能的演进上，有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一是内地对

外开放战略目标的推进及由此引发的需求；二是香港的供给能力，其国际经济地位、产业优势及可以

承担的中介角色。 这两个因素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动态互动关系。 对外开放战略并非一个独立的战

略，而是适应和服务国家发展目标的子战略。 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基本策略，决定了中国改革和开

放采取了分步走的发展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 ３ 个战略时期：外向

型发展战略（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２００８—
２０１７）。 伴随着国家开放战略的调整，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目标任务逐步提升，香港经济功能随之不断

调整与转型，在各阶段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有所不同。 本文重点探讨香港在前两个阶段中的经济功

能演变。

一、外向型发展战略（１９７８—１９９７）中的“窗口”功能

外向型发展战略是内地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的发展模式，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阶段参与

国际经济合作通常采用的模式。 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包括：一是采用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通过采取促进出口的各项政策，如出口补贴、金融信贷支持、税收优惠、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优惠政策，
利用自身劳动力比较优势，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获得外汇资金来进口机器设备，提高本地

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 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促进了出口加工产业的迅速发展，形成“大进大出、
两头在外”的对外贸易基本格局。 二是实施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外来资本投资。 对外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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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不仅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土地（水、电等）使用价格优惠、出口补贴退税等，还包括让

渡部分国内市场。 这种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原则的激励型引进外资政策，促进了外商直

接投资的规模扩张。 该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资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三是以渐进性为原则推进对

外开放。 以出口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内容，采取向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

区、沿江和沿边开放城市倾斜的区域不平衡战略。 这一开放战略大体持续了近 ２０ 年。
香港在这个时期的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对外开放初期，中国需要一个窗口与渐进

性开放政策试点相对接，而香港恰好是发挥“窗口”功能的最佳选择。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香港

已完成工业化阶段，是国际轻工业制造业中心，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

一个环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对香港采取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战略，也为香港功能的发挥奠

定了基础。 香港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网络及其轻工业制造中心的角色定位，帮助中国对外开放迅速打

开局面，也同步推进了香港自身产业的转型升级。 香港在外向型发展战略时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 ３ 个方面。
（一）香港是内地联系国际市场的主要窗口，对外贸易的助推器

发展对外贸易，参与到国际市场，是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内容。 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第一阶段，
一直发挥着名副其实的“窗口”功能。 作为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内地联系海外市场的主要渠道，
香港在内地对外贸易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与内地间的贸易额逐年

上升，带动内地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快速腾飞。 到 １９９１ 年两地贸易额在内地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

达到峰值，高达 ３７％ ，其中，内地对香港的出口额占比高达 ４５％左右，内地自香港进口占比达到 ２７％
左右，参见表 １。 在这一阶段，香港在推进内地外贸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两地贸易关系

的演进。
表 １ 中国内地对香港的货物进出口贸易（１９７９—１９９７）

年份

进出口总值 内地对香港出口值 内地从香港进口值 贸易差额

金额

（亿美元）

占内地进出口

（％ ）

金额

（亿美元）

占内地出口

（％ ）

金额

（亿美元）

占内地进口

（％ ）

金额

（亿美元）

１９７９ ３５ ４ １２ １ ３３ ３ ２４ ４ ２ １ １ ３ ３１ ２

１９８０ ４９ ２ １３ ０ ４３ ５ ２３ ８ ５ ７ ２ ５ ３７ ８

１９８５ １０８ ９ １８ １ ５７ ５ ２２ ２ ５１ ５ １５ ０ ６ ０

１９９０ ４０９ ０ ３５ ４ ２６６ ５ ４２ ９ １４２ ５ ２６ ７ １２４ ０

１９９１ ４９６ ０ ３６ ６ ３２１ ４ ４４ ７ １７４ ６ ２７ ４ １４６ ８

１９９５ ４４５ ７ １５ ９ ３５９ ８ ２４ ４ ８５ ９ ６ ５ ２７３ ９

１９９７ ５０７ ７ １５ ６ ４６７ ８ ２３ ９ ６９ ９ ４ ９ ３６７ ９

　 　 资料来源：１９９０ 年以前为《中国对外经贸年鉴》，１９９０ 年及以后为《中国海关统计》。 根据陈多主编《港澳经济年鉴 ２０００》（北京：港澳经济年鉴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７４３ 页相关数据整理。

以高度外向、出口导向为主的港商投资，促进了内地对外贸易及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
１９８０—１９９７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 ３８１ 亿美元增加至 ３ ２５１ ６ 亿美元，出口额从 １８１ ２ 亿美元增至

１ ８２７ ９ 亿美元，年均呈现双位数高增长。 中国出口贸易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从 ０ ９％ 快速提升至

３ ３％ ；内地对外贸易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以出口计算），从第 ２６ 位快速提升至第 １０ 位。① 外贸

已成为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内地改革开放以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促使香港转口贸易重现兴盛，连年大幅上升。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香港转口贸易一直保持着年均超过 ３０％的增长率。 转口贸易在 １９８８ 年超过港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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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出口总值的 ５６％ ，成为香港经济转型、转口贸易功能恢复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 ２０ 年间，随着港商生产基地转移至珠三角地区，香港贸易走向与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香港输往内地的商品中，约 ５０％ 是用于加工的原料和半成品；香港从内地进口

的商品中，约 ７５％是香港在内地加工的产品。 香港的整体转口商品中，以内地为来源地或目的地的

转口货值，约占香港转口总值的 ９０％ 。① 香港的国际贸易地位与其作为内地转口港功能紧密相关。
反映在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上，离岸贸易、服务贸易功能逐步形成。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香

港贸易功能主要是港产品出口和转口。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香港贸易功能出现以下变化：转口功能

强化，港产品出口功能转弱；离岸贸易功能形成，转运贸易增长迅速。 随着香港经济结构转型为服务

型经济体，香港服务贸易中心地位逐步形成。 香港服务贸易输出于 １９９４ 年首次超过港产品出口，位
列全球第 １０ 大商业服务出口地区，标志着香港贸易中心功能的转型，即从以有形贸易为主要特征的

传统国际贸易中心，转型为有形与无形贸易共同发展的现代国际贸易中心。② 随着离岸贸易的崛起，
香港贸易中心的市场腹地得到拓展，以多种贸易模式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提升香港的服务功能和

经济发展能量。③

内地已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香港贸易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１９８５ 年，内地取代美国成

为香港第一大贸易伙伴，内地位居香港进口来源地第 １ 位、转口贸易第 １ 位、港产品出口第 ２ 位。
１９９１ 年世界贸易增长放缓，处于十几年来的最低水平，而香港却紧随中国内地的经济，贸易得到极大

发展。④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背景下，香港与内地的贸易一枝独秀，得益于香港在内地对外贸易中独

特的中介地位。 香港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排名也大幅上升，从 １９７８ 年的第 ２３ 名上升到 １９９７ 年的第

８ 名。⑤

（二）香港是内地最主要的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招商引资的主渠道

改革开放初期，内地经济资金匮乏、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招商引资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

点，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需求。 而作为全球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香港的对内集聚、对外扩展功

能，也具体体现在投资功能上。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中央政府对外资采取了极为优惠的“超国民待

遇原则”，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成为带动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动力。 香港一直是内地外商直

接投资最重要的来源渠道。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初期，在内地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占比中，来
自香港的投资份额一直保持在 ５０％以上水平，最高时曾达到 ７０％左右，参见表 ２。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内地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 ４ 个经济特区，作为引进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

验的窗口。 港商与海外华人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成为外商进入经济特区的先头部队和主力

军，为特区经济建设带来了所需资金、适用技术、市场经济观念、国际联系网络以及管理经验。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内地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迎来外商投资中国内地的新一轮投资高潮。 之

后沿海开放城市加大了在北美和欧洲的招商引资力度，外资来源逐步趋向多元，香港对内地投资占

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从高位逐年下降，但一直维持着内地最大外来投资者的地位。 １９７８—１９９６
年，内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 １ ７７２ 亿美元，其中，香港对内地的直接投资达 １ ０１０ 亿美元，占外

商直接投资总额的 ５７％ 。⑥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风暴致使香港经济受到重创，当年香港对内地实际投

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 ４６％ ，参见表 ２。 截至 １９９７ 年底，内地吸引香港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达到 １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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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占内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 ５２％以上。 在这一时期，内地对于外资的依赖，集中体现在

对香港资本的依赖。 除直接投资外，香港还是内地在海外筹措银团贷款的主要地点。 内地在海外获

取的银团贷款中，７０％左右是通过香港获得的。①
表 ２ 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及香港直接投资年度情况（１９８６—１９９７）

年份
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内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金额（亿美元） 增速（％ ） 金额（亿美元） 增速（％ ）

香港直接投资

占比（％ ）

１９８６ １３ ２９ — ２２ ４４ — ５９ ２１

１９８７ １５ ８８ １９ ５ ２３ １４ ３ １ ６８ ６２

１９８８ ２０ ６８ ３０ ２ ３１ ９４ ３８ ０ ６４ ７３

１９８９ ２０ ３７ － １ ５ ３３ ９２ ６ ２ ６０ ０５

１９９０ １８ ８０ － ７ ７ ３４ ８７ ２ ８ ５３ ９１

１９９１ ２４ ０５ ２７ ９ ４３ ６６ ２５ ２ ５５ ０９

１９９２ ７５ ０７ ２１２ １ １１０ ０８ １５２ １ ６８ ２０

１９９３ １７２ ７５ １３０ １ ２７５ １５ １５０ ０ ６２ ７８

１９９４ １９６ ６５ １３ ８ ３３７ ６７ ２２ ７ ５８ ２４

１９９５ ２００ ６０ ２ ０ ３７５ ２１ １１ １ ５３ ４６

１９９６ ２０６ ７７ ３ １ ４１７ ２６ １１ ２ ４９ ５６

１９９７ ２０６ ３２ － ０ ２ ４５２ ５７ ８ ５ ４５ ５９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 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

香港作为内地“引进来”的桥梁作用，还体现在外资企业以香港作为进入中国投资的跳板。 香港

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地区总部 ／地区办事处总数连年上升。 １９９３ 年境外机构（不计入内地）的驻港地

区总部 ／地区办事处已增至 １ ３５９ 家，到 １９９７ 年更达到 ２ ４０１ 家。 在港设立的这些地区总部 ／地区办

事处，大都是为处理中国内地业务及运作，其母公司认为在香港营商有利于争取中国内地的商机。
在改革开放第一阶段，香港企业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由港商带动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内地劳

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成本优势相结合，促进了出口加工产业的迅速扩张。 与此同时，香港的国际

商贸及服务业中心地位亦由此得到了提升与巩固。
（三）香港是内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桥梁，市场机制及管理经验的引入者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

以及制造业大国的逐步形成，源于成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香港在其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成为外资

投资内地的先头部队和主力军。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的资本大规模来华投资前，香港资本

大举进入内地投资，对促进改革、开放和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②

在这一阶段，香港制造业正面临成本上涨压力，而内地薄弱的工业基础与香港的产业结构正好

形成梯度差距。 内地凭借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之依托香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自由港平

台，很快融入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中，承接香港纺织、服装、玩具等轻工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合
作模式。 香港则开启新一轮产业升级，大量劳动密集型纺织产业向内地珠三角地区转移，在内地对

外开放战略配合下，珠三角地区迅速成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加工制造业基地，之后逐步在全球

奠定了“珠三角制造”和“世界工厂”的地位。
在该阶段，内地成功承接香港作为二传手的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奠定了中国内地工业化的基础，

也实现了资本积累。 在投资行业分布上，根据香港贸发局 １９９９ 年调查显示，港商在内地的投资项目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及进出口贸易领域，分别占 ６５ ７％和 １４ ５％ ，之后依次为批发及零售业（９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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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５ ２％ ）、房地产业（３ ９％ ）、基建（１ ３％ ）。 在投资的地域分布上，珠三角及邻近地区是港商

投资最主要的聚集地。 投向珠三角的项目占总数的 ５９ ６％ ；投向珠三角以外的广东及福建地区占

１２ ４％ ；投向长三角及临近地区占 １４％ ，沿海其他地区占 ５ ９％ ，内陆省份占 ８％ 。①

在内地对外开放的 ２０ 年间，香港对内地的投资结构逐步趋于多元，从初期制造业一枝独秀到向

房地产、金融、旅游、交通等行业扩展；港商涉足的地区，从珠三角及东南沿海地区逐步向内陆中西部

地区纵深发展。
综上所述，在外向型发展战略阶段，中国内地采取的是渐进式、局部开放方式。 香港在该阶段的

窗口作用，主要体现在内地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中的中介功能，以及技术、人才、市场经济制度与管理

经验的引进。 港商投资内地，把香港的资本、经营和管理优势，与内地的低成本劳动力、制造能力和

市场优势结合起来，带动了两地产业、投资、贸易和金融的发展。 这对于缓解内地开放初期的资本和

外汇缺口，发挥内地比较优势，有着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 “前店后厂”式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是一

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这是一种投资与贸易互动的模式。 正

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进而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贸易高速增长，香港的

自由港制度也得到充分发挥。② 在这一时期，香港对内地的直接投资，无论是项目数还是绝对金额，
都占到内地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５０％以上。 在内地资金和外汇最为短缺时期，香港企业提供了大量

的资金和外汇供给，对促进内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带动其他外资进入内地。 在外向型发

展战略阶段后期，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香港对内地经济合作与带动作用，逐步转为由加工制造

业和相关服务业共同带动。
对内地而言，借助香港的窗口功能，经过 ２０ 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内地经济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外向型经济从起步到快速发展，体系逐步完善，同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多层

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经过连续 ２０ 年的年均 ９％以上的高增长，内地经济规模于 １９９９ 年进入世界

前 ７ 位，出口贸易总额全球排名第 １０ 位，连续数年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累
计利用外资金额 ３ ２０６ 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达到近 ４ ０００ 亿美元，外汇储备从 １９７９ 年底的 ８ ４ 亿美

元大幅增加到 １９９９ 年的 １ ５４７ 亿美元。③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经济实现了从工业化到经济服务化的成功转型，完成了从以加工制造轻工

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体，以金融、房地产、国际贸易及航运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转

型。 到 １９９７ 年，香港服务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６７％ 上升到 ８５ ２％ 。④ 香港

厂商将制造业工序不断向内地转移，香港本地则进一步发展成为珠三角外资制造业总部，作为中国

内地走向世界的大门以及华南地区产业一体化的“前店”，并向金融、商业服务业等服务经济持续转

型。 与此同时，香港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及国际航运中心地位也得到不断提升，并成为全球仅次于

美国的第二大服务型经济实体。

二、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１９９８—２００７）中的中介功能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标志着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败，也给中国外向型

开放战略带来警示，凸显了外资依赖与出口依赖发展模式的内在风险。 中国开始调整对外开放战

略，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

·７６·

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香港经济功能（１９７８—２００７）

①
②
③
④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部：《港商对内地投资环境的看法》，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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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格局，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是要实施以效益

为中心的多元化出口战略，以国民待遇原则与服务业适度开放为特征的引进外资战略，以及进一步

发挥特区引领与示范作用的多区域平衡开放战略等。 改革开放进入第二阶段后，中国渐进性开放战

略从局部开放转向全面开放过渡，其重大标志性事件是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
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阶段，具有以下 ３ 个特征：第一，基本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将第一阶

段区域试点的开放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２００１ 年中国入世后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由原来

的区域性推进转变为全方位对外开放。 第二，实施双向开放战略。 对外贸易实施出口与进口平衡战

略，在大力促进出口的同时，不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水平，扩大进口规模；外资战略推动“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三，制度推动与主导。 对外开放的动力，
从第一阶段的由政策推动和主导，升级为制度推动与主导。 中国入世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开始与世

界规则接轨，外资立法、外贸立法，逐步融入中国的投资法和贸易法，成为中国经济制度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 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转入由法律制度保障的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实施的第二阶段。
内地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时期，正值香港回归祖国后的首个十年。 由于对外开放趋向全面

开放，逐步改变单一的出口依赖、外资依赖和特区依赖，从依赖于香港单一窗口转变为地理区域全方

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战略的调整，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投资关系不断转型升级。 内

地对香港的贸易窗口等传统功能的依赖逐步减弱，对制度性建设、平台功能的需求不断增强。 由政

府层面推动的旨在消除两地经贸往来交易成本的制度性安排，又为深化两地经济合作拓展了新的

空间。
（一）贸易功能：从转口向离岸服务角色转变，亚太区贸易枢纽和营运中心

在该阶段，中国对外贸易的区域结构更加合理和多元化，贸易伙伴已达 ２２０ 多个，贸易市场多元

化格局逐步形成，自主外贸能力不断提升，对外贸易的单一国家（或地区）集中度在下降。 香港作为

内地对外货物贸易主要窗口的功能被逐渐分流，离岸贸易需求在增大。 其原因，一是内地贸易支撑

体系逐步完善，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港口迅速崛起，分流了香港原有腹地的货运需求；二是珠三角以外

其他地区生产制造和对外贸易加快发展，引发的主要是对离岸贸易的需求。① 香港出口贸易业正受

到内地日趋蓬勃发展的同业激烈竞争。② 随着越来越多客户与生产商直接洽谈业务，以及离岸贸易

的迅速兴起，香港传统贸易中介地位受到削弱。 香港占内地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１４ ０％
进一步下降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９ １％ 。③

在改革开放第二阶段，尤其是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加速轨道，
中国的对外贸易连上新台阶。 １９７９—２００７ 年，内地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保持了 １７ ４％ 的超高水

平。 到 ２００７ 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猛增到 ２１ ７３７ 亿美元。 其中，入世后的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

６ 年间的外贸总额，合计已超过从改革开放到入世前 ２３ 年（１９７９—２００１）的总和。 中国的进出口

贸易自 １９９４ 年以来一直保持顺差，２００７ 年顺差扩大至 ２ ６１８ 亿美元。④ ２００７ 年，中国外汇储备达

到 １ ５ 万亿美元，成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世界贸易份额中，中国内地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占

８％ ，跃居世界第三；出口额占 ８ ８％ ，跃居世界第二。⑤ 经过改革开放 ３０ 年的发展，内地已成为世

界贸易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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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国内地对香港的货物进出口贸易（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份
进出口总值 内地对香港出口值 内地从香港进口值 贸易差额

数量（亿美元） 增速（％ ） 数量（亿美元） 增速（％ ） 数量（亿美元） 增速（％ ） 数量（亿美元） 增速（％ ）

１９９８ ４５４ ４９ － １０ ５ ３８７ ８２ － １１ ５ ６６ ６７ － ４ ７ ３２１ １６ － １２ ７

１９９９ ４３８ １１ － ３ ６ ３６９ １８ － ４ ８ ６８ ９３ ３ ４ ３００ ２５ － ６ ５

２０００ ５３９ ６１ ２３ ２ ４４５ ３０ ２０ ６ ９４ ３１ ３６ ８ ３５０ ９９ １６ ９

２００１ ５５９ ２６ ３ ６ ４６５ ０３ ４ ４ ９４ ２４ － ０ １ ３７０ ７９ ５ ６

２００２ ６９２ ７１ ２３ ９ ５８４ ８３ ２５ ８ １０７ ８８ １４ ５ ４７６ ９５ ２８ ６

２００３ ８７４ ６３ ２６ ３ ７６３ ２４ ３０ ５ １１１ ３９ ３ ３ ６５１ ８５ ３６ ７

２００４ １ １２９ ２８ ２９ １ １ ０１１ ２６ ３２ ５ １１８ ０２ ６ ０ ８９３ ２５ ３７ ０

２００５ １ ３６７ ３７ ２１ １ １ ２４５ ０５ ２３ １ １２２ ３２ ３ ６ １ １２２ ７３ ２５ ７

２００６ １ ６６２ ２９ ２１ ６ １ ５５４ ３５ ２４ ８ １０７ ９５ － １１ ８ １ ４４６ ４０ ２８ ８

２００７ １ ９７１ １４ １８ ６ １ ８４２ ８９ １８ ６ １２８ ２４ １８ ８ １ ７１４ ６５ １８ ５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Ｗｉｎｄ 数据库。

从商品贸易结构看，对外贸易质量也在明显提升，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主导

地位日益明显。 ２００７ 年，工业制成品占总出口的 ９４ ９％ ，其中，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

品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分别达到 ５７ ６％和 ２８ ６％ 。 从贸易市场结构看，贸易市场多元化格局逐步形

成，中国伙伴贸易已达 ２２０ 多个。 对外贸易的全面推进，尤其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扩

展，已显示中国内地制造业“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以及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同时也显示了自主对

外贸易能力的快速提升。 而香港原有制造业以轻工业为主，其辐射范围及带动效应大多局限在华南

地区。 随着内地制造业的重型化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劳动力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香港与珠三角

腹地“前店后厂”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
入世后，中国内地严格履行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承诺，极大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服务贸易

出口额在入世 ６ 年间年均增长 ２４ ４％ ，服务贸易结构也逐步优化，传统服务贸易出口比重有所回落

（６０ ８％ ）。 至 ２００７ 年，服务贸易占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至 １０ ３％ ，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

提升至 ４％ ，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五位。① 内地服务贸易起步较晚，结构上以

传统服务贸易为主，面临着如何优化结构、提升竞争优势的挑战。 而香港服务业的优势，与内地服务

业发展需求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在带动内地服务贸易向现代化及中高端发展，有着较大空间。 ２００３
年以来两地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 ＣＥＰＡ）及系列补充协议，为促

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并在制度层面逐步消除服务业合作障碍创造了条件。 在内地服务贸易进口的强

大需求推动下，香港服务贸易迅速扩张，香港成为世界上三大服务贸易净提供商之一，仅次于美国和

英国。 中国内地是全球服务贸易的净购买者，保持着全球服务贸易逆差前三位。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０７ 年

间，中国内地服务贸易逆差从 ３２ 亿美元提高到 ７６ 亿美元。②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０６ 年间，香港服务贸易顺

差从 ７６３ ９８ 亿美元提高到 ２ ６７６ ４１ 亿美元，提高了约 ２ ５ 倍。 中国内地从香港的服务贸易进口额

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５２８ ３４ 亿美元提高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１ ３７０ ０７ 亿美元，提高了 １５９％ ，同时超越美国跃居香

港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地，占比达到 ２４ ７％ 。③

香港的贸易形态也发生很大变化，离岸贸易、服务贸易快速增长，贸易转型不断加快。 ２００２ 年离

岸货品贸易首次超过转口贸易量，成为最主要的贸易形式，参见表 ４，香港贸易功能开始发生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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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家统计局网站：《改革开放 ３０ 年报告之二：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ｊｃ ／
ｚｔｆｘ ／ ｊｎｇｇｋｆ３０ｎ ／ ２００８１０ ／ ｔ２００８１０２８＿６５６８８ ｈｔｍｌ，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司：《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报告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陈多主编：《港澳经济年鉴 ２００８》，第 ４７６ 页。



的转变，从转口功能向离岸服务角色转变，向亚太区贸易枢纽和营运中心转型。 离岸贸易的迅速发

展，直接带动与离岸贸易相关的服务输出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 作为处理实

质货物转口港角色逐渐淡化，香港逐步成为管理离岸贸易、资金以及金融产品等的交易枢纽。 到

２００７ 年，香港已从一个转口贸易中心转型为具有多种营运模式的统筹中枢和控制中心。① 同年，在
全球贸易体排名中，内地上升至全球第 ３ 位，香港则下降至全球第 １２ 位。 内地已超越美国成为香港

最大的贸易伙伴，而香港是继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的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②
表 ４ 香港主要贸易形态及其年变动率（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份
港产品出口 转口 离岸货品贸易

数量（亿美元） 年变动率（％ ） 数量（亿美元） 年变动率（％ ） 数量（亿美元） 年变动率（％ ）

２００２ １ ３０９ ２６ － １４ ７ １４ ２９５ ９０ ７ ７ １４ ５８２ ５２ —

２００３ １ ２１６ ８７ ７ １ １６ ２０７ ４９ １３ ４ １６ ６６６ ０５ １４ ３

２００４ １ ２５９ ８２ ３ ５ １８ ９３１ ３２ １６ ８ １８ ３５８ ３９ １０ ２

２００５ １ ３６０ ３０ ８ ０ ２１ １４１ ４３ １１ ７ ２０ ８７１ ６４ １３ ７

２００６ １ ３４５ ２７ － １ １ ２３ ２６５ ００ １０ ０ ２３ ４６４ ７０ １２ ４

２００７ １ ０９１ ２２ － １８ ９ ２５ ７８３ ９２ １０ ８ ２６ ５８９ ３８ １３ ３

　 　 资料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二）投资功能：投资领域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多层次双向互动

香港在这一时期仍保持着内地最大投资来源地的地位，但作为内地直接投资主要来源渠道的依

赖程度有所下降。 从港商投资主体规模和投资行业看，以与香港投资往来最为密切的广东省为例，
从 １９９８ 年到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香港投资主体多为中小企业，主要投资于劳动密集型、技术

层次相对较低、投资规模较小的项目。 截至 １９９２ 年底，广东港资企业达 ２２ ３７５ 家，投资总额 ５６ ４ 亿

美元，成为香港最大的加工基地，港商在广东雇佣员工相当于香港制造业工人人数的 ５ 倍。③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３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增强了港商对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政策的信心，港商的投资领域和

投资规模不断拓展，投资主体包括许多大型集团，并开始增加对广东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投资。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内地与香港签署 ＣＥＰＡ 后，两地经济关系进入制度创新主导阶段。 ＣＥＰＡ 为两地构建类

似自由贸易区的经贸关系构架，从制度层面降低了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逐步建立起开放的

商品和要素市场，香港自由港功能和服务业优势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 在 ＣＥＰＡ 推动下，香港服务业

和专业人士也进入广东市场，提升了广东服务业的竞争力，为扩大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 香港与内

地这种“先于东盟、优于ＷＴＯ”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安排，同时也加强了香港对外桥梁作用，特别是提升

了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拓展内地市场的兴趣。 这一时期，国际上知名的投资银行几乎都在香

港设立了分支机构。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有 ２２１ 家外资银行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④

香港依然是中国内地第一大外资来源地，香港在内地引进外资中的比重逐步下降。 在内地每年

吸引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中，香港资本的占比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４０ ７１％下降为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７ ０５％ ，２００５
年曾一度跌至不足 ３０％ ，参见表 ５，显示内地对外开放及引资结构更趋全面。

香港在内地投资服务业比重迅速上升。 内地服务业向香港投资者的开放，对香港服务业的发展

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在改革开放第一阶段，进入内地的主要是一些消费性服务业，如酒店、飞机餐饮

服务等。 但到第二个阶段，在香港回归和 ＣＥＰＡ 政策效应的推动下，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大规模向

内地转移，行业扩大至电力、集装箱码头运输、物流服务、房地产及相关服务、商贸零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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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陈广汉主编：《香港回归后的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第 ２４３ 页。
陈多主编：《港澳经济年鉴 ２００８》，第 １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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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香港在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份
香港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中国内地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金额（亿美元） 增速（％ ） 金额（亿美元） 增速（％ ）

香港直接投资

占比（％ ）

１９９８ １８５ ０８ － １０ ３ ４５４ ６３ ０ ５ ４０ ７１

１９９９ １６３ ６３ － １１ ６ ４０３ １９ － １１ ３ ４０ ５８

２０００ １５５ ００ － ５ ３ ４０７ １５ １ ０ ３８ ０７

２００１ １６７ １７ ７ ９ ４６８ ７８ １５ １ ３５ ６６

２００２ １７８ ６１ ６ ８ ５２７ ４３ １２ ５ ３３ ８６

２００３ １７７ ００ － ０ ９ ５３５ ０５ １ ４ ３３ ０８

２００４ １８９ ９８ ７ ３ ６０６ ３０ １３ ３ ３１ ３３

２００５ １７９ ４９ － ５ ５ ６０３ ２５ － ０ ５ ２９ ７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２ ３３ １２ ７ ６３０ ２１ ４ ５ ３２ １１

２００７ ２７７ ０３ ３６ ９ ７４７ ６８ １８ ６ ３７ ０５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 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

此外，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两地投资领域的合作关系，从上一阶段的由香港带动转为两地互

动。 内地同时也是香港最大的外来投资者，香港和内地互为最大直接投资者。
（三）中国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服务平台

回归以来，随着内地对外开放的深化与对港金融需求的扩大，香港金融功能获得新突破。 作为

内地企业海外融资和海外投资中的纽带，香港的作用日益突出，融资功能趋向多元化，总部经济功能

也更加重要。 此外，香港作为内地资金筹措中心的功能进一步加强。
香港是中国企业首要的境外上市地和投融资中心。 截至 ２００７ 年底，共有 ４３９ 家内地企业在香港

上市，集资金额高达 ３ ７１２ 亿港元，①内地企业占香港股市市值接近一半，占股市成交额比重接近六

成，参见表 ６。 内地企业“走出去”，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集资融资，拓宽了香港股市基础，进一步增

强了香港作为区内主要集资中心的地位。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国家开发银行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债券，
标志着香港债券市场的新突破。 香港金融市场及融资功能的迅速扩大，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注

入了新的动力。
表 ６ 香港证券市场内地上市公司比重 单位：％

内地上市公司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７

香港股市市值占比 １６ ４８

香港股市成交额占比 ３８ ５９

　 　 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

在这一时期，香港和内地已互为最大直接投资者，内地“走出去”战略带动对港投资。 经过对外

开放近 ３０ 年的发展，中国内地的经济比较优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 企

业“走出去”成为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 入世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加快，推动企业充

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对外投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走出国门。 在实施开放型

经济发展战略的 １０ 年中，“走出去”战略取得新进展，对外经济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竞争力逐步增强。
在这一轮对外开放浪潮中，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开放的自由港、优惠的税收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和

健全的法律环境，香港作为内地对外开放和企业“走出去”的桥梁和纽带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总
部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

迄今为止，香港一直是内地企业走向海外的首选地，是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最重要平台。 这

不仅体现在内地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的数量，也体现在其实际业务中。 大量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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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公司，寻求国际销售网络平台，进行多种类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统

计，内地企业在港设立的地区总部数量不断上升，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７０ 家增加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９３ 家，２００６ 年

曾一度高达 １１２ 家，内地知名企业几乎都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 在这一时期，内地对港直接投资金

额逐年快速增加。 ２００７ 年内地对香港投资流量为 １３７ ３２ 亿美元，在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的占

比提高到 ５１ ８％ 。 内地企业“走出去”，约有 ４８％通过香港融资，近 ６０％的企业以香港为跳板“走出

去”。 此外，香港作为内地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功能也日益显现。
（四）国家金融开放的缓冲带，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场

香港服务型经济在辐射拉动内地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随着内地发展需要不断提升与转型。
其中，最突出的功能是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中的角色。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作为全球最大

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扮演了防火墙和试验田的角色。 香港发达的金融市场功能、与国际接轨的金融

制度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地位，是其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扮演独特角色的基础。 而内地渐

进性金融开放战略以及香港“一国两制”下国内境外的特殊地位，造就了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功能建

设中的先行先试安全阀功能和特有空间。 国家推出的人民币境外业务，都是先以香港地区为试点，
如 ２００４ 年香港认可机构获准正式启动人民币个人银行业务，２００７ 年香港承办内地首笔境外人民币

债券发行等。 在人民币开放各个阶段，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逐步丰满，香港的功能空间不断

提升并逐步扩大，在与内地互联互通新平台中发挥管道功能，对接中外投资者的市场需求，如担当内

地与海外资金双向流通管道，在投资者和集资者之间搭建融资新平台，满足投资者多元化需求。 香

港已经成为中国境外最大的人民币贸易和支付结算平台、人民币最大的资金池和资产管理中心，基
本确立了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枢纽地位。

（五）内地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参照系、对接国际规则的转换器

香港一直是内地认识市场经济规律、学习如何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地方，是内地完善市场经济制

度的参照系、对接国际规则的转换器。 改革开放过程，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内地利用和借鉴香港市场

经济制度方面成熟的经验、做法和人才的过程，是吸收、消化并转换为内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规

则与制度的借鉴转换器。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战略，经历了几个阶段转换与质量提升。 从早期的弥补资金、外汇两个

缺口，到后来的重视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再到后来的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
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注重“引进来”对“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自主品牌、自主国际营销渠道”的作

用，注重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支撑等，外资战略应开放战略与经济发展需要而不断升级，在开放中

促进更好发展、提升经济质量。 出口导向部门是内地最先与国际接轨、最先参与全球化分工体系的

部门，也最先完成了产业竞争力由自然禀赋向要素禀赋过渡、由劳动密集型传统出口部门向非传统

出口部门（机电）的过渡。① 根据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中国企业今后的重点是要在国际市场

上形成全球化综合运作能力和实力，更好地利用两个资源与两种市场，并在此过程中向中高端发展。
在这一时期，香港仍具有诸多优势，突出表现为制度优势、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国际化企业营运平台

优势等，可以在内地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战略价值。 广东省尤其是

深圳市，在借鉴香港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综上所述，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时期，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作用不断演进，

其特点如下：一是对内地开放型经济建设的带动作用，从过去的香港单向优势转移，向香港与内地两

地互动转变，由过往的主要靠香港单向拉动转变为双向互动，内地也从过去的要素接受型转为“走出

去”主动参与国际化竞争、主动利用香港平台的国际化运营服务。 此外，基于国际形势转变和自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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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内地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低附加值加工业逐步被取代，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带

动力，转向发展高增值、高科技及自主创新的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轨道。 二是香港向内地的服务业输

出成为投资的新主力。 ＣＥＰＡ 及补充协议签署后，两地服务业合作得到迅速拓展，金融等服务业深化

改革的窗口和试验田功能需求日益增大，“走出去”及“引进来”的桥梁角色在增强。 内地同时也成为

香港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者，大量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公司，寻求国际销售网络平台，进行多种类型

的海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 三是政府间制度性合作机制，为拓展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中的作

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和保障。 粤港合作联系会议机制和粤港高层会务制度，ＣＥＰＡ 及补充协议等相关

机制与措施，均有助于更好地发挥香港外向型经济功能、市场经济制度规则及国际网络优势。 在开

放型发展战略时期，香港的经济功能经历了帮助内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再到建设全球化综合

运作能力的过程，从传统的窗口功能转向平台经济功能、人民币国际化安全阀与离岸中心功能建设

等高端服务功能供给的演进过程。

三、思考与启示

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总体框架中，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经济功能

的演变，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国家开放战略的发展历程、香港功能

角色的变化脉络及其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思考未来国家对外开放中香港的角色与战略

定位，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其一，从香港与内地开放发展历史演进中可以发现，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与香港经济功能

的供给能力，构成了两地经济发展的互补互动关系，也促成了内地的快速崛起与香港产业结构的调

整与升级。 内地对外开放，拉开了香港融入内地经济的序幕。 香港融入内地经济发展，既是香港推

动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建设开放型经济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自身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过程。 香

港与内地的贸易、投资往来的日益紧密，不仅推动香港从工业化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也将继续推

动香港向全球城市转型。
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分工及互动关系，应内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快速崛起而持续转变。 香港在内

地开放战略中的角色也由此不断转型，从最初的带动功能，到后来的“前店后厂”式的垂直互补功能，
再到今天互相融合的水平式、多层次的互动关系。 香港要在内地新时期开放战略中继续保持独有的

功能，重要基础前提是与时俱进，按照“国家所需”提升香港的供给能力。
其二，内地对外开放战略推进，从需求侧对香港经济的转型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拉动作用。 香港

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角色地位，既与香港经济自身的相对优势及国际经济地位高度关联，也与国家

对外开放战略推进及相关功能需求密切相关。 内地深化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快速崛起，对香港经济的

中介功能产生重大影响，既不断促进香港服务业升级与服务功能的提升，又逐步替代了香港的传统

功能，形成促进与替代并存的综合效应。 就金融功能而言，香港正逐渐演变成中国的全球中心，转型

成为资本进出中国的双向投资平台和资金配置中心，并由此提升至全球城市的地位。①

在“一国两制”下，如何战略性地规划国家主体对港的需求拉动力，对香港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中国内地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已达到 １ ／ ３，内地经济也已成为影响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

素。 充分利用和挖掘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可有效促使香港在服务内地对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更

多的动力与空间。
其三，内地的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策略，造就了香港作为内地对外开放中介角色的空间。 香港的

经济功能，从改革开放早中期为国家解决资金及外汇缺口、学习市场经济管理经验以及建立工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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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基础，到后来跃升至发挥资本双向流动平台功能，帮助内地企业利用香港总部经济功能更好地参

与国际化营运的新高度。 不同的是，随着内地开放与发展的时代目标的推进，内地所需的中介服务

功能也在不断提升，从过去传统的中介服务功能，转变到今天的开放型制度建设、金融业开放中的国

家经济安全、人民币国际化进展中的风险控制、高层次对外开放的引领功能及高端配套服务、国际经

济治理体系中话语权构建等。 在新时代对外开放新征程中，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及高端专业服

务平台，仍然有着独特地位和作用空间。
其四，研究香港在国家未来对外开放战略中的功能地位，不仅要把香港作为两制状态下不同关

税区之间的外部因素善加利用，更需要把香港作为中国的全球城市、粤港澳区域核心城市来加以谋

划与思考。 经过改革开放 ４０ 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将作为中介角色的香港带入了世界经济

增长的核心地区，使其可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发展中享有独特地位并发挥独特功能。 客观上，香
港经济金融周期已与内地走势呈现明显的协同效应，显示香港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要素流动

程度在不断提高。 未来，夯实香港在国家开放发展中的功能地位，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

的国际化引领角色，既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经济优势形成的基础。 善用既有优势，把握机

遇，持续转型与升级，是香港在全球经济激烈竞争环境下保持经济领先优势的不二选择，也是强化和

重塑香港在国家开放新战略中功能地位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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