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香港地方志中心
香港地方志中心於2019年8月由團結香港基金成立，承傳中華民
族逾二千年編修地方志的優良傳統，負責編寫香港歷來首部《香
港志》，逾二百名專家學者以不同方式參與編纂工作。《香港志》
秉持以史為據，述而不論的原則，全面、系統、客觀地記錄香港
社會變遷，梳理歷史脈絡，達至「存史、資政、育人」的功能，為
香港和國家留存一份珍貴的文化資產。 

《香港志》記 述 上限 定為距今 約七千年的遠古時 期，下限 定為
2017年7月1日，共分 十 個部類，包括：總 述、大事記、自然、經
濟、文化、社會、政治、人物、專記、附錄，共66卷，42冊，總字數
2500萬至3000萬字，以八年時間分階段推出，預計於2027年完
成首輪編纂工作，是香港歷來最浩瀚的文史工程。《香港志》首
冊《總述 大事記》及《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已於2020年及
2021年分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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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於2021年12月出版，全志上下兩冊，共十九
章、兩個附錄、一篇大事記，逾100萬字，內容以經濟、金融為主，旁及社會
及文化範疇。資料主要參考官方文件及報告、報章刊物、檔案、專著及論
文、口述歷史及訪談等，共4700項。正文收錄圖片共500多張。內容記述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2017年期間，香港作為「參與者」、「見
證者」、「貢獻者」及「受惠者」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為了解和研究香
港與內地互動合作，提供準確而全面的參考文獻。

本志編纂歷時兩年，四位主編包括著名學者陳坤耀教授及劉佩瓊教授、
資深傳媒人陳景祥先生及香港地方志中心編輯總監陸錦榮先生。本志內
容經過嚴謹審核程序︰包括17次內部審稿會議；85位專家學者、相關機
構覆核稿件及提供寶貴意見；22位審稿專家包括學者、政府前官員以及
各領域翹楚嚴格把關，最後由本中心編審委員會小組及理事會批准付梓。

 
《香港志》具有「育人」的重要功能，志書當中豐富、客觀、詳實的史料，
可以深化作為教學資料，供教育界人士及學生清晰梳理香港歷史發展脈
絡，深刻認識香港與祖國的血脈淵源，凝聚民族身份認同。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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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 碼 觀 看中心 與 無 綫 電 視
合作 拍攝的4 0集系列短片
《江山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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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之 
經濟/金融篇

大
國
崛
起
小
龍
騰
飛

1978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議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啟中國改革開放之路。

改 革 開 放 初 期 ， 港 商 率 先 到 內 地 投 資 設 廠 、 合 資 興 辦 各 類 企
業，修橋起路、建電廠、起酒店，為國家改革引入了急需的資
金、人才及管理知識，一批又一批香港人成為了北上參與改革
開放事業的先行者。香港把握住內地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成
為連接內地與世界市場的重要橋樑，建立和鞏固了香港作為國
際商貿、物流航運、金融和專業服務中心的地位。香港人是國
家改革開放的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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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經 濟 / 金 融 篇

房地產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內地房地產市場逐步形成，開始落實城市規劃
和舊區重建，當中港商作為主要參與的外商，在內地城市開發
較大型的住宅及商業地產項目，並向內地引介現代化管理模式
和市場經驗。

港商參與興建內地住宅項目

1979年年底開始，港商首次在廣州、深圳投資興建住宅小區等
單一項目，包括廣州的東湖新村和深圳的東湖麗苑。兩個項目
都是以「補償貿易」形式合作發展的外銷樓盤，在香港出售。

由 香 港 妙 麗 集 團 與 內 地 深 房 公 司 合 作 發 展 的 深 圳 第 一 個 住 宅 小 區 
——深 圳東湖麗苑首期於1981年落成。（新華 社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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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資參與興建內地商業樓宇

1980年代初，上海等大型城市相繼推動城市化發展，開始引入
港資等外資興建商業樓宇，1984年3月，香港新鴻基證券有份
投資興建的現代化辦公樓聯誼大廈動工，採用玻璃幕牆結構建
築，樓高108.5米，建成時是上海第一高樓。

港商投資興建內地酒店項目

1 9 8 0 年 代 初 期 ， 香 港 發 展 商 出 資 、 國 家 出 地 ， 參 與 內 地 酒 店
投資項目，以中外合作或合資形式進行，為國家建成第一批現
代化管理的酒店，包括廣州白天鵝賓館、中國大酒店、花園酒
店、中山溫泉賓館等。

圖一：由香港新鴻基證券有限公司及兩家上海企業合作投資興建的上海
聯誼大廈，1985年建成，時為上海第一高樓。（新華社提供）

圖二：廣 州中國 大 酒 店完 工（ 攝 於1 9 8 4 年）。 （合 和實業 有限公司提
供）

大國崛起
小龍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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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經 濟 / 金 融 篇

製造業
內地推行改革開放，香港製造業大規模遷至廣東省珠三角，加
快香港向服務型經濟轉型。來自港商的投資，亦滿足了國家在
改革開放初期發展資金短缺的需要。

「三來一補」：中外合作新模式

改革開放初期，中外合資項目以「來料加工」、「來樣加工」、
「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的「三來一補」合作形式為主，項
目多數為玩具、錶帶、手袋、鞋類、手編工藝等加工裝配項目。

廣東第一家投產的對外來料加工廠

東 莞 太 平 手 袋 廠 是 廣 東 省 第 一 家 投 產 的 對 外 來 料 加 工 廠 ， 由
港 商 張 子 彌 與 東 莞 縣 第 二 輕 工 業 局 合 辦 ， 獲 國 家 工 商 總 局 發
出「粵字001號」企業牌照，於1978年9月15日正式開業。

1978 年9月1 5日，香港信孚手袋製品有限公司與東 莞 縣第二輕 工業 局
合 作 興 辦 全 國首家 來料加工企 業 ——東 莞 太平 手 袋 廠，圖 為位 於虎門
鎮的廠 房生 產車間。（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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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
香港經濟由工業產品淨出口為主的結構，向轉口貿易和隨後的
離岸貿易轉換，強化了香港轉口貿易港的功能和作用。

圖 一：1 9 8 7年，香 港 貨 櫃 吞 吐 量 超 越 鹿 特 丹，升至 全 球 第 一 位。 ( 南
華 早 報出版有限公司提 供) 

圖 二：1 97 9 年1 月2 3日，在中 國 糧 油 食品 進 出口總 公司安 排、香 港 五
豐 行的 協 助下，第一 批 美國 飲 料可口可樂 從香 港 運 往內地，是 改革開
放 後首批 輸入內地的轉口消費品。（華潤集團提 供 ）

內地開放帶動香港轉口貿易急速發展

香港公司從事前期的產品開發、原料採購，以及後期包裝和市
場銷售等生產環節，原料或半製成品經由香港輸往內地，內地
生產加工後的製成品或半製成品再由香港轉口銷售，使香港與
內地之間日漸形成「前店後廠」的生產格局，帶動香港轉口貿
易急速發展。  

內地成為香港最大貿易夥伴

1979年1月，在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安排和香港五豐行的
協助下，第一批美國飲料可口可樂輸入內地市場，成為改革開
放後第一批經香港輸入內地的國際消費品牌，香港亦擔當起連
接內地與海外貨物的中轉站。1985年，香港與內地貨物貿易總
額1201.75億元，內地成為香港最大貿易夥伴。

1

2

大國崛起
小龍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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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經 濟 / 金 融 篇

土地制度
改革開放前，內地實行計劃經濟，國有土地以行政劃撥方式，
無償、無限期給土地使用者使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內地
參照香港的土地管理制度，對土地進行有償使用制度變革，實
行拍賣或批租，允許商人用來建設投資。

圖一：土地有償使 用權 全國首次公開 拍賣會 於1 9 87年1 2 月1日在深 圳
會 堂 舉 行。土地 競 投由深 圳 市 規 劃 國 土 局局長 劉 佳 勝（ 左 ）主 持，副
拍賣官廖永鑒（右）負責粵語 翻譯。（新華 社 提 供 ）

圖二：1 9 87年深 圳首次 土地拍賣會，香港 專 業人士 組團觀 摩，並 贈送
拍賣槌。（劉紹鈞提 供 ）

全國首次公開拍賣土地

1987年12月，國有土地使用權全國首次公開拍賣會在深圳會堂
舉行，開放予深圳市所有註冊法人競投，拍賣會歷時17分鐘。
拍 賣 地 塊 是 深 圳 水 庫 旁 一 幅 住 宅 用 地 ， 面 積 8 5 8 8 平 方 米 ， 使
用年限50年，由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公司以525萬元人民幣投
得，1988年至1989年間興建為住宅小區東曉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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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 9 8 8 年 3月2 2日，上 海 市土地 管 理 局首 次舉 行土地 使 用權 有償
出 讓 發 標 會，對 位 於 該 市 虹橋 經 濟 技 術 開 發 區 內 一塊 1 . 2 9 公 頃 的土
地實行國際招標。（新華 社 提 供 ）

圖二：1988年8月8日上海首次土地批租的簽字儀式。（劉紹鈞提供）

圖三：上海 新天地1998 年的建設 狀 況。(羅 康瑞提 供）

圖四：上海 新天地 20 0 6 年的建設 狀 況。(羅 康瑞提 供）

港專家協助上海首次土地批租

1988年3月，上海市土地管理局首次舉行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
發標會，同年6月截標，港滬兩地標箱各收到三份標書。同年7
月2日開標，由日籍華人孫忠利以2805萬美元投得虹橋經濟技
術開發區26號地塊使用權50年，其後興建太陽廣場，1995年竣
工。

港商參與內地重建項目開發

1996年12月，香港發展商瑞安與上海市盧灣區政府簽訂開發意
向書，獲太平橋地區重建項目的開發權，發展項目包括歷史建
築物重建區上海新天地。

1

2

3

4

大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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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經 濟 / 金 融 篇

基建
在 改 革 開 放 初 期 ， 香 港 商 人 紛 紛 北 上 ， 協 助 內 地 興 建 基 礎 設
施 ， 開 創 內 地 以 「 興 建 – 營 運 – 移 交 」 模 式 興 建 基 建 項 目 的 先
例，引入外國先進設備和管理技術、培訓建造、管理及技術人
才等，打破內地由政府包辦基建項目的局面。

圖一：胡應 湘先 生 及 廣 東省梁 靈 光 省長 於奠 基 儀 式 後，預祝沙角火 力
發電廠 建設 成 功。（合 和實業有限公司提 供 ）

圖二：胡應 湘先 生出席 沙角B電 廠開幕 典 禮，旁邊寫著「大 放 光明」。
（合 和實業有限公司提 供 ）

港商為內地基建投融資體制改革帶來新突破

於 1 9 8 7 年 建 成 的 沙 角 B 電 廠 ， 是 中 外 合 資 興 建 的 第 一 個 火 力
（燃煤）電廠，亦是中國首個「興建–營運–移交」基建項目。
這 是 由 香 港 合 和 實 業 投 資 ， 該 電 廠 為 當 時 廣 東 省 內 最 大 的 發
電廠，緩解深圳特區經濟建設的缺電問題及改善廣東的投資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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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987年 8月7日，中電主 席羅蘭士．嘉道理（右三）與 廣東省省長
葉 選平（右二）出席 大 亞 灣核 電 站 的奠 基 儀 式。（南 華 早 報出版有限
公司提 供 ）

圖二：興建中的大 亞灣核電 站外觀。 (中新圖片提 供) 

圖 三：1 9 9 6 年1 2 月1 8日，深 圳 鹽 田 港 國 際 集 裝 箱 碼 頭 第二期 舉 行 動
工儀 式。左 至右：深 圳 市 委 書 記 厲 有為、和 黃 主 席 李 嘉 誠，以 及 深 圳
市市長李子彬。（南華 早 報出版有限公司提 供 ）

圖四：深 圳鹽田港 碼頭（攝於2016 年7月）。（中新圖片提 供 ）

港商參與內地大型基建項目

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和最大型的中外合資項目——大亞灣核電站於
1994年投產，以解決廣東缺電的問題，至2017年，該核電站累
計發電量達3270億度，分別向香港和廣東供電，其間亦減省粵
港兩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港深合資興建深圳鹽田港

香港和記黃埔與深圳合資興建深圳鹽田港，屬深圳首批與香港
合資經營的碼頭之一，將香港的碼頭管理經驗帶入內地，促進
內地集裝箱碼頭的發展。2003年，深圳港口輸送量突破一千萬
個標準貨櫃，港口輸送量排名全球第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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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崛起
小龍騰飛

11



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經 濟 / 金 融 篇

金融
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有利於保持香港穩定繁榮，有助籌集資
金及促進企業體制改革。

慶祝青島 啤 酒 在 香 港 聯 合交易所（聯 交 所）成 功 上市 的人 士（由 左 至
右）：恒 生 銀 行 董 事 長利 國 偉、證 券及 期 貨事 務 監 察 委 員會 主 席羅 德
滔、青島 啤 酒 董 事長 張 亞 東、聯 交 所主 席 李 業 廣、中國 證 券監 督管 理
委 員會主 席劉鴻 儒。 (南華 早 報出版有限公司提 供)

內地允許國有企業來港上市，加快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步伐

1993年7月15日，青島啤酒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成為首隻在香
港證券市場H股，集資8.89億元，為國有企業在香港證券市場
籌集資金的開端。其後1990年代內地民營企業陸續在聯交所掛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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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為第一個開展人民幣業務的離岸市場

內 地 於 1 9 9 3 年 起 允 許 攜 帶 人 民 幣 出 入 境 ， 香 港 是 第 一 個 開 展
人民幣業務的離岸市場。香港銀行自2004年初起開辦人民幣業
務，透過銀行體系為境外人民幣提供回流內地的渠道。2015年
12月，國際貨幣基金會決定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 ），
代表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國際地位的認可，中央認可香港在當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圖 一：2 0 0 9 年 7月6日上 午 約 9 時 1 0 分，上 海 電 氣香 港 有 限 公 司 職 員 
（ 左 ）通 過 中 銀 香 港 辦 理 首 筆 跨 境 人 民 幣 結 算 業 務。（中 新 圖 片提
供）

圖 二：2 0 0 9 年 9月2 8日，人 民 幣 國 債 首 次 在 香 港 發 行。左 起：署 理 財
政 司司長 陳 家 強、駐 港 部 隊 副司令員 張 明、中聯 辦 副 主任 王 志民、署
理 行政長官唐英 年、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外交 部駐 港 特派 員公 署 署理
特派 員 詹永 新、財政部金融司司長 孫曉霞、香港 金管局總裁任 志剛出
席 發 行 儀 式。（南華 早 報出版有限公司提 供 ）

1 2

大國崛起
小龍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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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經 濟 / 金 融 篇

經濟合作
全 球 經 濟 一 體 化 ， 中 國 在 世 界 經 濟 舞 台 扮 演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並與
世界經濟接軌。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香港
和內地在制度和政府政策引導下，進行廣泛的經貿互動，香港
同時成為內地企業走向國際發展的橋樑。

助力國家發展與世界接軌

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逐步實現對外開放，包
括削減工業產品的關稅、開放服務業、採用寬鬆的進出口貿易
政策、向外資銀行全面開放、允許全面開辦人民幣業務等，全
面與國際經貿與金融接軌，進一步加強香港與內地經濟聯繫。

時 任 國 務 院 總 理 溫 家 寶 與 時 任 香 港 特 區行 政長官 董 建 華 於2 0 0 3 年 6
月2 9日在 禮 賓 府見 證 了「內 地 與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的簽署 儀 式。（香港 特別行政區 政 府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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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4 年2月26日，海關關員在 北京 首都國 際機場海關 物 流 監 控 處，為
當地辦理的首批CEPA零關稅港貨辦理 驗 放手 續。（新華 社 提 供 ）

CEPA 擴大市場開放，便利投資

2003年，香港與內地簽訂CEPA協議，這是兩地首份雙邊自由
貿易協議，亦是內地簽署的第一個全面自由貿易協定，為內地
與 其 他 國 家 和 地 區 洽 商 同 類 市 場 開 放 協 議 提 供 參 考 。 雙 方 於
2004年至2013年間，先後簽訂十份補充協議，擴大市場開放及
進一步便利貿易和投資，促進經貿合作和持續發展。

廣東自貿區成立，實現粵港澳深度合作

2015年4月，廣東自貿區正式掛牌，是國務院規劃的粵港澳深
度合作示範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和全國新一輪改
革開放先行地。

大國崛起
小龍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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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經 濟 / 金 融 篇

香港及內地企業把握「一帶一路」合作的新機遇

2016年5月18日，特區政府及貿發局在香港合辦首屆「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邀請沿線市場的主要官員、國際機構代表、商界和
相關行業專家，探討「一帶一路」帶來的商機和合作機會，以及
香港可發揮的獨特作用。同年9月14日，粵港兩地政府簽署首個
關於「一帶一路」的合作意向書——《粵港攜手參與國家「一帶
一路」建設合作意向書》，推動兩地企業共同把握「一帶一路」
的商機。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啟動，為港增添發展動力

2 0 1 7 年 7 月 1 日 ， 粵 港 澳 三 地 政 府 與 國 家 發 改 委 簽 署 協 議 ， 為
大灣區建設訂下合作目標和原則，倡議粵港兩地共同打造大灣
區 成 為 國 際 科 技 創 新 中 心 ， 進 一 步 加 強 區 內 科 技 公 司 、 初 創
企 業 、 初 創 培 育 及 支 援 機 構 、 創 投 基 金 等 的 兩 地 合 作 。 2 0 1 8
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啟動，同年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
橋也相繼開通，香港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透過參與大灣區
建設，積極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
力。

2 01 5 年1 1 月17日至 1 8日，特 區 政 府與 貿發局 合 辦 的 第五 屆「亞 洲 物
流 及 航 運會 議 」於香港 會 議 展 覽中心 舉行，聚 焦三大 議 題，包括 大 數
據分析、電子商務以 及中國「一帶一路」策略。（香港 特別行政區 政 府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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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之 
社會/文化篇

共
同
富
裕
百
花
齊
放 改革開放以來，內地與香港除了在經濟、金融領域上有緊密合

作，亦帶動兩地人民全方位的交流。從早年香港專業人士到內
地講課，把「香港經驗」帶進內地，為內地培訓專業人才；到
近年兩地在創科及文藝等領域建立恆常合作機制，令兩地成功
把握時代機遇，通過發揮自身優勢，推動經濟轉型，實現互惠
共贏。兩地從經濟金融領域的合作，擴展至文藝及社會事業領
域的合作，而合作模式亦從官方層面，深化至民間層面。

 
由此可見，港人在國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從不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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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社 會 / 文 化 篇

交通
隨 著 港 珠 澳 大 橋 、 廣 深 港 高 鐵 香 港 段 等 跨 境 交 通 基 建 正 式 開
通，令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通時間大為縮減，便利兩地人員及
貨物往來。

香港加入國家「四縱四橫」高鐵網絡

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正式通車。廣深港高
鐵全長約140公里，香港段部分佔26公里。高鐵香港段可直達
內地44個站點，連接全國25,000公里的高鐵網絡，有助實現粵
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規劃構想。

圖一：位 於香港西九龍的高鐵 站。(Daniel Fung / SOPA Images / 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圖二：高鐵列車（香港 特別行政區 政 府提 供 ）

經濟發展，民生改善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人民生活素
質顯著提升，解決物質基本需求之餘，人民更有
能力滿足精神文化生活所需，邁向高質量生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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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開通，香港的經濟輻射力延伸至珠三角西部

港珠澳大橋是首個連接粵港澳三地的跨境運輸基建項目，全長 
55公里，為全球最長的橋隧組合跨海通道。大橋令來往香港與
珠海的時間，由4小時縮短至約45分鐘，拉近了香港與珠三角西
部的距離。2018年10月23日，大橋開通儀式於珠海舉行，並在
翌日正式通車。

圖 一：2 011年1 2 月14日，時 任 香 港 特區行 政長官曾蔭 權（ 左 三）主 持
港 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動工典禮。（南華 早 報出版有限公司提 供 ）

圖二：港 珠 澳 大橋 全長5 5公里，由1 2公里的香港 連 接 路、2 9.6公里的
主 橋 和1 3 . 4公 里 的 珠 海 連 接 線 組 成，是 全 球 最 長 的 橋 隧 組 合 跨 海 通
道。照片攝於2017年東涌。（南華 早 報出版有限公司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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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
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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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社 會 / 文 化 篇

兩地往來
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後加快發展旅遊業，旅遊業成為國家經濟事
業重要的一部分。

連接香港與內地的兩大重要陸路口岸

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帶起香港居民回鄉探親熱潮，羅湖口岸的
出入境設施不敷應用，港商胡應湘投資興建羅湖聯檢大樓，以
及皇崗口岸邊檢綜合檢查站，以疏導客、貨流量。

首個「一地兩檢」口岸開通，便利兩地往來

2007年7月1日，深圳灣口岸與深圳灣公路大橋正式開通，深圳
灣口岸是首個採用「一地兩檢」通關模式的口岸，讓內地與香
港人員集中在深圳灣口岸內各自設立出入境和海關設施，縮減
過關時間，便利兩地人民往來。

圖 一：1 9 8 3 年 3 月1 4 日，香 港 合 和 中 國 發 展 ( 深 圳 )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香 港 商 人 胡 應 湘（ 前 方 右 ）與 深 圳 經 濟 特 區 發 展 公 司 代 表 孫 凱 風 
（ 前方左）合 作 興建 深 圳羅湖聯檢 大樓 與火車 站，在深 圳舉行 簽字儀
式。 (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提 供 ）

圖 二：時 任 國 家 主 席 胡 錦 濤 的 專 車 2 0 07年 7月1日駛 經 深 圳 灣 公 路大
橋，衝 過 深 港 分界 線 的 綵 帶，象徵 大 橋 開 通。（香 港 特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提 供）

圖三：時 任國家 主 席胡 錦濤主 持深 圳灣口岸及公路大橋 開通 儀 式：胡
主 席為深 圳灣口岸開通儀 式剪綵。（香港 特別行政區 政 府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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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簡化港澳人士入境手續，便利港澳居民前往內地

1979年7月10日，廣東省公安廳宣布簡化港澳人士往來內地手
續，停用一次性有效的《港澳同胞回鄉介紹書》，改為三年內
可多次使用有效的紙本《港澳同胞回鄉證》，以便利港澳居民
前往內地。

「個人遊」為香港旅遊零售業創造就業機會

「 個 人 遊 」 計 劃 自 2 0 0 3 年 7 月 起 推 行 。 2 0 1 7 年 年 底 ， 「 個 人
遊」旅客數目達2537.96萬人次。根據旅發局統計，2017年訪
港 內 地 過 夜 旅 客 人 均 消 費 7 0 1 0 元 ， 當 中 「 購 物 消 費 」 佔 比 達
60.2%，為香港零售消費市場帶來增長動力。

圖一：底圖為1981年至19 9 9年 期間發出的《港 澳同胞回鄉證 》，為期
十 年；上 方為1 9 9 9 年 起 通 用 的 回 鄉卡。（南 華 早 報 出 版 有 限 公司 提
供）

圖 二：由香 港 旅 遊 發展 局與 北京 市 旅 遊 局合 辦 的「千人個 人 遊 」計 劃
旅 遊團，首團26 0名團友 於20 0 4 年9月1日抵港。（南華 早 報出版有限
公司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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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
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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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社 會 / 文 化 篇

民生建設
改 革 開 放 後 ， 內 地 政 府 鼓 勵 民 營 資 本 參 與 內 地 城 市 建 設 及 營
運，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完善財政投入及管理方式，提高公共
服務質素及效益。

香港地鐵公司參與內地城市軌道交通發展

2006年4月，地鐵公司佔股49%的北京京港地鐵有限公司，與
北京市政府簽署特許協議，首創以「公私合營」模式投資、建
設並特許經營北京地鐵四號綫30年，當中地鐵公司的投資額達
6.8 億元人民幣。

圖一：20 0 4 年1 2 月3日，地 鐵 公司與 北京 市基 礎 設 施 投 資有限公司和
北京 首 都 創業 集團 有限公司簽 署了《 原 則 性 協 定 》，以公私合 營模 式
合 作 投 資、建 設 及 運營 北 京 地 鐵 四 號 線，並 計 劃 在 2 0 0 8 年北 京 奧 運
前投 入 服務。（中新圖片提 供) 

圖 二：20 0 9 年9月2 8日，北京地 鐵 四 號 綫 正 式 通車，圖 為四 號 綫 動 物
園站。（新華 社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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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育
通過建立合作機制、簽訂協議等，兩地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亦
不忘環境保育，達至可持續發展。

粵港加強合作，緩解區內因經濟發展而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

1999年，粵港兩地政府把「粵港環境保護聯絡小組」更名為「粵港
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並就大氣污染、水源治理、海洋生態
保育等方面展開合作。根據監測結果，2015年區內的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及可吸入懸浮粒子的年均值較2006年分別下降72%、28% 和
34%。

「 粵港 持 續 發展 與 環 保 合 作 小 組 」於2 0 01年 2 月2 2日在 香 港 舉 行第
二次 會 議。港 方代 表 團由 環 境 食 物 局 局 長 任 關 佩 英（ 左 一）帶 領；粵
方代 表 團 則 由 廣 東省環 保 局 局 長 袁 征（右二）帶 領。（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提 供 ）

共同富裕
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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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社 會 / 文 化 篇

慈善
港人積極參與內地救災重建，充分體現內地和香港民眾間血濃
於水的情懷。

港人積極參與內地救災重建

1 9 9 1 年 ， 華 東 地 區 遭 遇 嚴 重 水 災 ， 當 年 共 計 收 到 的 2 3 億 元 人
民幣境內外捐款物資中，來自香港的捐款物資總值超過7億人
民幣。當中由香港演藝人協會發起的「演藝界總動員忘我大匯
演」賑災活動，演出當日就籌得善款逾1.1億港元。

 
2008年6月26日，特區政府宣布成立「香港特區支援四川地震
災區重建督導委員會」。按照《特區援建合作安排》，援建工
作中引入香港特區的專業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安排兩地專業
人士交流。

圖一：1991年華東水災，香港 各界紛紛發起 賑災籌款活動。圖為香港天主教社會傳 播處舉
行街頭募捐。（新華社提供）

圖二：19 91年7月27日，跑 馬地 馬 場 舉行馬 拉 松式演藝界 總 動員忘我 大匯演，海 峽兩岸 和
香港藝人演出近百節目，逾10萬市民入場，為華東水災籌得逾1.1億元善款。（新華社提供）

圖三：四川省汶 川抗 震救 災指揮部於20 08 年5月27日向醫管局醫療隊致 送 錦旗，由香港駐
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陸仿真及醫管局醫療隊代表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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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究
香港擁有多家著名高等學府，雲集頂尖科研學者，在研究及開
發領域經驗豐富，亦能發揮金融優勢，為項目融資；而內地擁
有充裕的創科人才，市場龐大。通過兩地合作，把香港的科研
成果，結合內地龐大市場、生產及執行能力，將科研成果轉化
為產品，締造雙贏局面。

科技興國，文教興邦
近年兩地在創科及文藝等領域建立恆常合作機制，透
過共建創科合作平台、人才交流、為內地電影提供開
拓國際市場的平台等，令兩地成功把握時代機遇，實
現互惠共贏。

港深在創新及科技方面合作，開發新技術，推動產業升級

2007年5月21日，港深兩地政府正式簽署「深港創新圈」合作
協議，推動兩地科技合作，包括人才交流和資源共享。根據協
議，雙方成立「深港創新及科技合作督導會議」，以推動兩地
科研機構和高校之間的互動，及促進科研成果商品化等。

港深共同發展落馬洲河套地區，將香港打造為國際創科樞紐

2 0 1 7 年 1 月 3 日 ， 港 深 兩 地 政 府 簽 署 《 關 於 港 深 推 進 落 馬 洲 河
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廣「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全球科研企業可借助兩地的創科優勢，加速進入內地市
場，亦有助匯聚全球科研人才，將香港打造為國際創科樞紐。

圖一：20 07年5月21日，工商及科 技 局局長 王 永平（ 前左）與深 圳市常
務副市長 劉應 力（ 前右）簽署「深 港 創新圈」合 作協議。（香港 特別行
政區 政 府提 供 ）

圖二：2017年1月3日，《關於 港 深 推 進 落馬洲河 套 地區共同發展的合
作備忘 錄》簽署。（香港 特別行政區 政 府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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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社 會 / 文 化 篇

人才培育
香港專業人士向內地介紹國際規則和有益經驗，支持國家改革
開放。

香港專業人士為內地培訓人才

香港專業機構及人士，在改革開放初期不定期到內地義教，向
內地官員闡述市場經濟，講解香港城市規劃、土地政策、建築
條例、法律制度、會計制度等知識，親身參與祖國的現代化建
設，為內地培訓人才，支持國家改革開放事業。

1 9 8 5 年，促 進 現 代化 專 業 人 士 協 會 會員 到 深 圳 交 流。圖 左二 為 劉 佩
瓊；左四為梁 振 英；左六為唐一柱；右一為廖 瑤珠。（劉佩 瓊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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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
港商通過參與內地城市更新項目，為內地在活化古蹟、建築美
學等領域帶來創新思維，更持續推動內地城市可持續發展。

通過「活化、保育」策略，為內地城市更新帶來新思維

由香港瑞安集團和上海復興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合資開發的上海
新天地於2002年9月全面開業。作為一個全新的消閑娛樂新地
標，通過「修舊如舊」、「翻新創新」的理念，成功保留新天
地原有石庫門建築風貌，為內地城市更新帶來新思維。

香港建築界為北京奧運建造主場館，實現「科技奧運、人文奧
運、綠色奧運」

自2003年起，跨國企業Arup旗下香港分公司率領顧問團隊，負
責北京奧運場館基建的結構工程，採用先進的技術測試抗震能
力、精確計算及設計觀眾席，以及應用節能環保技術和建材，
實現「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綠色奧運」，並推進了北京城市
建設與綠色建築的步伐。

圖一：上海 新天地內的景觀。（羅 康 瑞 提 供 ）

圖二：國家游 泳中心的外觀。（Cheng Gong / 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圖三：國家體育場的外觀。（中新圖片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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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之  社 會 / 文 化 篇

文化
內地新晉導演和作品接觸香港及全球觀眾，為內地影視行業提
供開拓國際市場的平台。此外，內地參考香港經驗建立電影院
線制度，全國落實電影市場化體制改革。

香港電視台製作的連續劇進入內地，發揮香港文化的影響力

1 9 8 3 年 5 月 ， 亞 洲 電 視 武 俠 劇 《 大 俠 霍 元 甲 》 改 名 為 《 霍 元
甲 》 後 在 廣 東 電 視 台 播 出 ， 隨 後 在 全 國 其 他 電 視 台 播 放 ， 成
為第一部在全國播放的港劇。其中，由黎小田作曲、盧國沾填
詞、葉振棠主唱的主題曲《萬里長城永不倒》傳遍全國，掀起
內地武俠文化及學習粵語的熱潮。

第 一 屆 海 峽 兩 岸 暨 香 港 電 影 導 演 研 討 會 1 9 9 2 年 1 月1 1日 在 香 港 開
幕。在開幕式 上 吳貽弓（右二）代 表 大陸電 影 界同 行向臺 灣 代 表團團
長李行（右一）贈送了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 卷）。（新華 社 提 供 ）

內地電影業界人士來港參加活動，開拓國際市場

1980年代初，香港電影業界人士邀請內地電影業界人士來港參
加電影節、電影頒獎禮等活動，內地新晉導演和他們的作品首
次接觸香港及全球觀眾。此舉除了加強香港與內地電影業界的
交流外，也為內地電影提供開拓國際市場的平台。

兩地合資建設電影院院線及參考香港經驗建立電影院線制度

2002年2月10日，由香港廣裕有限公司和上海永樂股份有限公
司合資建設的永樂電影城開業，是內地首批獲批的合資院線電
影院之一，影院擁有9個電影廳，容納1400名觀眾，並採用國
際級的數字放映設備，提升內地電影院的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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