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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国家和澳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实力、人民
生活水平和科技发展等都得到极大提升。事实证明，敢为人先、积
极融入国家大局的人，都成了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刘艺良表示，改革开放初
期，第一家纺织品企业到内地，就是澳门的企业家；第一家合营的
酒店——石景山旅游中心，也是澳门的企业。与此相辅相成，伴随
着改革开放 40年的发展，受益于国家的多方支持，澳门经济繁荣，
居民也有了很大的获得感。

澳门与国家在改革开放乐章中的同频共振，可以用数据说话。
GDP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约70亿澳门元，增至2017年的4042亿澳
门元；人口从 1978年的 23万增至 2017年的 65万；失业率从回归前
的6.3%降到2018年上半年的1.9%。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表示，没有国家40年的改革开放，就
没有澳门今天的发展局面。而澳门将会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的新
征程上努力扮演新角色、发挥新作用。

对澳门来说，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加强澳门世界旅游
休闲中心、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是最大的优势，共建“一带
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

随着近期港珠澳大桥的通车，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了绕不
开的热点话题。在接受采访时，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
特表示，配合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发挥中国与葡语国家商
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特别是通过巴西连接拉丁美洲、葡萄牙连接
欧盟、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连接非洲等三条对外经贸合作路径，助力
大湾区“走出去，引进来”，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服务。我们
常说配合国家所需，发挥澳门所长。澳门的优势如今，中国正迎来
新一轮改革开放。

回首来时路，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
补、一起发展的历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同心协力、一起打拼
的历程，也是港澳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
荣光的历程。

眺望前方，香港、澳门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的定位和作
用只会加强不会减弱。新的历史机遇又摆在面前，只有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
才能作出新贡献，才能在滚滚向前时代巨流中写就新的传奇。

时隔多年，台商宗绪惠仍记
得初到江苏小城昆山的情景：马
路两边全是农田，牛车慢悠悠经
过，晚 8 点后饭馆就打烊……如
今，昆山被称作“小台北”，高楼
林立、道路宽阔，10 万台商台胞
在此工作生活。自 1990 年首家台
企落户至今，昆山已累计批准
4903个台资项目，投资总额593亿
美元。统计显示，台资对昆山经
济的贡献度超过七成。

同样的故事，先后在许多港
商和澳门商人身上上演着，港澳
台同胞响应改革开放的热情和力
度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之初，港澳台同胞
率先响应，发挥投资兴业的龙头
作用，40 年间创造了许多弥足珍
贵的“第一”：第一家合资企业，
第一条合资高速公路，第一家五
星级合资饭店，第一家外资银行
分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港澳台处于特殊地位，发挥了独
特作用和重大贡献。尤其在刚开
始搞改革开放时，很多人还没有
转变观念，自我束缚，恰恰是港
澳台同胞带来了先进的国际规则
和有益经验，扮演着“带徒弟”
的“师傅”角色，这其中所发挥
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
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尤其令人
感动的，广大港澳台同胞前来投
资兴业，不只是因为看到了商
机，而且是希望看到在贫困中挣
扎的同胞摆脱苦日子，中华民族
日益富强。无数有识之士投身公
益事业，捐资助学、修路架桥、

“健康快车”……每次发生严重自
然灾害，港澳台同胞都是感同身
受，最先伸出援手。这些都是拳
拳同胞之情的温馨印证。

40年间，在改革开放的大舞台上，港澳台同胞
从未缺席，他们的作用是开创新的、持续性的，也
是深层次的、多领域的。展望未来，在今后扩大对
外开放的过程中，港澳台的地位和作用只会加强，
不会减弱。对港澳台同胞来说，共建“一带一
路”、自由贸易区等都是新的重大机遇。抓住机
遇、乘势而上，一幅精彩纷呈的新的历史画卷正在
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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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港澳与国家同频共振
本报记者 任成琦

追忆起往昔，香港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
刚感慨万千：“在参与国家改革开放中，我爷爷
说他所做的仅是一滴水的贡献。但这么多爱国
爱港的企业家一起来做，就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助推了时代洪流。”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伟大征程的序幕。祖国

内地的改革开放，同样为香港和澳门同胞提供
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港澳企业家北上创业，三
地交流联系更趋紧密。40 年改革开放，他们
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
是分享者也是坚信者。在改革的时代大潮中，
他们勇立潮头；在开放的华彩乐章中，他们同
频共振。

1978年，中国内地第一家来料加工厂由港商在广东东莞开办；1980年，香港
企业家伍淑清注册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1983年，
由港商霍英东与内地合资的白天鹅宾馆在广州正式开业，成为内地首家五星级宾
馆……时代大潮一路奔涌向前，港商在其中发展得风生水起。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没有香港企业在内地投资设厂带来大量的资本和技
术，国家的改革开放之路、国际化发展之路走得不会那么快。而没有改革开放的
时代东风、没有内地的市场蓝海，只在香港一隅“塘水滚塘鱼”，港商港资也发展
不到今天的规模。

作为国家的重要窗口，香港成为国家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先行先试的首选
地，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中继站；凭着在国际交流方面的丰富经验，香港作为

“超级联系人”，起到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依托自身既联通国际又安全可控的
离岸环境，香港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
币业务枢纽。

英达公路再生科技 （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港商施伟斌表示，在中国
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香港已经找准自己的优势，继续发扬自强不息
的“狮子山精神”，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一带一路”建设、国家的双
向开放中扮演好桥梁纽带角色，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互鉴交流。

“没有来大陆，就不能真正体会到改
革开放给企业带来的加乘效应。”回望在
大陆20多年的创业历程，北京捷安特商
贸公司董事长林清发说，他把握住了，
也实实在在受益了。

今年初，大陆出台惠台“31 条措
施”并迅速推动落实。改革开放40周年
之际，这样一个“大礼包”着实令台胞
和台商们感到欣喜。

“礼包”中不少内容是为台企提供与
大陆企业同等待遇。这方面，林清发感
触最深。1994年，他在北京开了第一家
贩售捷安特自行车的门店。那时候，大
陆还是一片蓝海。如今，捷安特在大陆
的专卖店已有约3000家。

40 年间，无数的林清发从岛内西
进，跳入大陆这片蓝海。据商务部统
计，截至今年 9 月，大陆累计批准台资
项目已达10.58万个。而从轻纺为代表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到石化为代表的资本
密集型产业，再到电子为代表的技术密
集型产业……大陆“跳跃式发展”让台
商也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成长速度。近年
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怀着“从零
开始”的梦想，和老一辈台商一样，勇
敢跨越海峡，在大陆白手起家，成为

“新世代台商”。
林清发在不同场合都常说一句话：

“台商脚下就是全世界最大最好的市场。”
台玻武汉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朝
镕算过一笔账，湖北、湖南、河南、江
西的人口总和是台湾人口的 10 倍以上，
而“武汉正是辐射中部四省的通衢”。在
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台商大有可为。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大陆持续快
速稳定发展，台商的事业版图也不断拓
展。台商获得长足发展，与大陆创造的
良好营商环境和提供的政策协助是分不

开的。例如，为帮助台青发展，国台办
已在20个省市授牌设立了76个海峡两岸
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这些台湾
青年来大陆发展的重要平台已形成初步
集聚效应。

近年来，大陆民众消费力提升，内
需空间受到台商普遍关注，服务业成为
他们转型发展的新领域。“呷哺呷哺”

“鼎泰丰”“天福茗茶”“宝岛眼镜”等众
多的台湾品牌已为大陆民众熟知，受到
广泛青睐。随着时代乐章的起承转合，
台商们再一次抓住了机会。

“台商脚下是最大最好的市场”
本报记者 任成琦

香港：

从引资桥头堡到“超级联系人”

澳门：

配合国家所需，发挥自身所长

“伍先生，因为中国没有审批中外合资企业的先例，审批还需时日。
我们先握握手，一言为定。”听到时任中国民航局局长这番话，伍淑清的
父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相信邓小平先生宣布的改革开放政策。”
于是，双方握手为约。

1979年深秋的一天，伍淑清随父亲伍沾德从香港来到北京，经历了
这次“君子之约”。正是这次约定，催生了中国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北
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拉开了中国引进外资的大幕。

近40年过去，这家开创性的中外合资企业日益兴旺，中国的改革开
放事业更是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图为伍淑清介绍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时的情景。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今年11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
年访问团时强调，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和澳门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
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翻开历史的册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
直接投资者，是把外资引进内地的桥头堡。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
12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 417032个，实际使用港资 10093亿美元。港资占
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53.1%。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香港从未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