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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香港的金融发展与繁荣是一个漫长而悠久的过程，从小渔

村到国际大都市，有着很多年的基垫。想要在短时间赶超或是
替代，这样的观点似乎都有待商榷。另外，这几年香港遇到
波折，主因可归咎于是主动融入＂系统＂不足。

香港金融发展史
1.1地缘优势
1842 年香港开埠时，还只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小渔村。起

初，所有从广州出来的外贸船只都要从香港绕一个弯，穿过维
多利亚港，抵达其他贸易城市。此外，维多利亚港位于香港
岛和九龙半岛之间，是亚太地区为数不多的天然海港之一，其
具备关键的发展战略和使用价值。其次，香港是欧亚大陆与太
平洋的交汇处，因此形成了温热多雨的东亚季风气候。更重要
的是，香港背靠大陆、面向大洋，刚好可以连接北美与欧洲
的时差空挡，且通讯、资金进出自由，又是亚洲航空枢纽，
这些都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1.2政治因素
1860 年中国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这长达150年的殖

民过程中,香港也逐渐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并
且，香港有一个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环境着实吸引
了许多的外国公司在香港投资、上市。所以，香港的工业和经济
的高速发展，这些外来资金的流入做起了强有力的支撑。

1.3殖民时期的外资银行业
银行业是香港金融发展的开端。在中国香港开埠之初，随着

外资企业和股份制银行被引入中国香港，关键业务流也随之迁移
到香港。那时被称作 “代理店”的洋行银行业务部是香港最早
的金融机构。它们都为香港金融行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1845年，东藩汇理银行在香港中环成立支行，成为首家入
驻香港的外资银行，也是香港首家发行钞票的银行。到1857年
有利银行香港分行也开业，8年后获准发行港元钞票。在很长的
一段时间里，它都是香港三大发钞银行之一。后来，渣打银行、
汇丰银行纷纷也在这块沃土扎上了根。

2  香港日前发展现状
2.1经济自由度
官方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提出了“经济自由指数”这个

概念。其涵盖了世界上179个国家和地区，总分为100分。指标
越高，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多，经济自由就越少。（80分至100分
的区间内被认为是完全自由的经济体）

香港从1995年到2019年都是名列榜首，2020年以89.1位
列第二，被新加坡超越。而中国内地位59.5，始终保持在100名
左右。

2.2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1990年人类发展报

告中提出的。这是一项基于三个基本变量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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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其被用来衡量各国的人类发展水平。据
《2019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显示，2019年香港和德国排行并列
第四，指数值为 0. 94，而中国内地排名第 85 位，指数值为
0.76。

2.3购买力平价和人均GDP
GF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内生产

总值占当地人口总数的比例，是衡量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
指 标 。

购买力平价是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
的等值系数。2018年香港、中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历年人均
GDP 数据比较，分别为6.27 万、1.54 万、4.69 万、6.29 万、
5.0万。香港直逼美国，位列第二。

3  SWTO 分析
3.1优势
国际性
●有巨大的专业服务群集和普遍的国际网络和关联
●跨国公司，国际商会，环球组织及媒体机构的首选基地
●香港行使普通法，司法独立，是法律服务及争议调解中

心
2.联系亚洲以至世界各地
●全球半数人口均距离香港近5小时航程
●作为国际物流中心，香港具备世界级基建
●拥有屡获殊荣的国际机场及最先进的资讯科技与通讯网络
3.效率及灵活性
●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名列全球便利营商地点第五位
●货币稳定并可完全自由兑换、无汇率限制
●税率低而税制简单
3.2劣势
资源问题
■水资源、土地资源及矿资源缺乏
■土地面积制约发展，无法转行大规模的重工业
■劳动力成本高
2.社会问题
■商贸和零售业过于发达，难以摆脱转移发展互联网产业
■贫富差距剧增，激发底层矛盾
■受教育程度不等，突发社会现象
■房价持续攀升，市民居无定所
3.3机会
3.3.1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自十九大以来，进入伟大的中国梦实践进程。党的十九大开

启了中国特色社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建设进程的推
进，将再度开启一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
货币”框架下的融合试验，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与重要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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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粤港大湾区
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下发

了《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
了从五个方面的措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
利化；扩大金融业开放政策；促进资本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数
据共享；提高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信息服务创新水平；有效防范
跨境金融的风险。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
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五项措
施：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开放金融领域，促进资
本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数据共享，提高创新的金融信息服务
创新水平；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

据有关数据显示，2 0 1 8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达到
10.9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8.0%。据预测，广东、香港和澳门
的经济在未来四年将保持长期稳定，到2022年将达到14.76万
亿元。预测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与纽约湾区相近。如果以最
快的速度增长，预计五年内将超过东京湾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湾区。

3.4威胁
3.4.1影响社会安定
自2019年 6月中旬的示威和冲突以来，对旅游业的影响无

疑恶化了香港经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旅游和消费统
计数据显示，6 月份来港旅游的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77 万。
游客越来越少，零售市场与销售市场也更为冷清。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统计数据显示，同期珠宝和手表的销售额下降了17% 以
上，服装销售额下降了约 8 %。

“6.1 2”金钟暴乱事件及“7.2 1”元朗袭击发生后，在
香港许多地区的和平示威之后，严重的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澳
大利亚率先呼吁其公民注意赴港旅游的安全，避免大规模集
会，以防止暴力。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国也纷纷效仿。
这些事件无不对香港的社会秩序和国际地位造成了严重影响。

3.4.2旅游业重创
根据香港旅游管理局的数据显示，3 月香港的游客只有

1%，而 4 月初的游客人数则进一步下降到不到100 人。随着旅
游人数骤降，大量三星级、四星级酒店已经倒闭。

香港旅游发展局(Hong Kong Tourism Board)的统计数据显
示，3 月份香港约有 82,000 名游客，同比下降 98.6%。其中
约2.7 万人来自大陆，同比下降99.4%。今年第一季度，来港

旅游的游客只有 3 4 8 9 万人次，同比下降 8 0 . 9 % 。其中约
264.5万来自内地，同比下降81.8%。

4  展望未来
4.1大陆与香港要有默契
香港经济对大陆依赖性的增强,不会影响香港的国际性，只

会增强香港在世界市场上的实力，有益于它的国际金融贸易等
主导地位的提高。香港经济对内地依存度的提高，中国内地是
一个蓬勃发展的庞大经济体，正在经历深化改革、发展壮大、
同全球经济接轨。中国香港与大陆相互合作，共同放眼立足世
界，定是别有天地。

4.2紧抓粤港大湾区建设
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有利时机，中国香港可以

充分发挥内地与世界“超级联系人”的地位。推动生产要素
在3 个地方的自由流动，有益于持续改善中国香港的社会环境
和结构性矛盾，为中国香港的产业结构升级转移提供前提。

4.3金融中心磐石之固
香港的繁荣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历史岁月的长河中它是历

经了风雨才有了今天国际金融中心的称号。然而在发展过程中
总会遇到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祖国上下团结，充分调动经济人
力资源，一切都会挺过去。所以“香港无用论”，值得商榷，
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值得三思。我国的每一个省市，每一
个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祖国的普照下，都能在它的地盘上
熠熠生辉。

总之，我们要抓住机遇，立足香港，立足大陆，面向世
界。这将是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佳选择。

5  结语
香港需要中国，背靠大湾区来扩张自己的经济潜力；中国

也需要香港，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和自由经济体来为中国的开放
做更多的背书。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可能看起来很壮观，
但是这朵生长在暴风雨中的紫荆花能经受住多少次狂风暴雨的洗
礼呢?只有拥抱祖国，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这次列车，香港的
未来才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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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湾
区

纽约湾
区

旧金山湾
区

粤港澳湾
区

面积（万平方公里） 3.68 1.74 1.79 5.6

人口（万） 4,374 2,340 715 6,671

GDP（万亿美元） 1.8 1.4 0.76 1.36

GDP增速（%） 3.6 3.5 1.7 7.9

人均GDP（万美元） 4.1 6.9 9.9 2

货柜吞吐量（万TEU） 766 465 227 6,520


	正文_69.pdf
	正文_7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