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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经济增长迎来新动力

12月10日，香港会展中心。香港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专题研讨会
上，上千名各界精英齐聚。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动情回顾，意味深
长：“40年的改革开放，香港既是贡献
者也是受惠者，香港与国家一同发
展，共享繁荣。”

颜宝铃与丈夫颜禧强对此感触
颇深。

上世纪 80年代，香港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逐渐式微，彼时广东丰厚充足
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为香港制造业
带来新出路。不少港商带着资金和技
术跨越罗湖桥，奔赴珠三角寻找机
遇。颜宝铃与颜禧强也于1988年在深
圳开设制帽厂，凭借改革开放对港商
的优惠政策，他们的帽品业务稳步发
展。至2000年，他们的公司在香港成
功上市。近年，他们又紧抓国家“一
带一路”机遇，将公司密集型加工的业
务转移至孟加拉。经过30余年的发展，
公司从一个只有夫妻俩经营的小公司，
发展成为全球最具规模的休闲帽品制造
商之一。“改革开放给了港商千载难逢
的发展机遇，让公司迅速发展。现在我
在 孟 加 拉 设 厂 ， 公 司 发 展 再 创 高
峰。” 颜宝铃说。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前局长谭志源回忆，随着国家改革开
放的不断推进，国家在政策上也大力
支持香港的发展。自2003年开始，中
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订了 《内地
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CEPA） 及多个补充协议，逐步
加大对香港开放的力度，让香港的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及专业服务享受优
惠待遇，发展越来越好。

香港金融市场也在改革开放进程
中获益良多。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
12月，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有1051
家，总市值约2.9万亿美元，占市场总
值 66%。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伦表
示，因着国企的上市，香港吸引了国
际资金的注目，因而扩大了市场的深
度及广度，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2014 年 11月17日，上海和香港交
易所同时鸣锣开市，启动了内地与香港
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首次尝试——“沪
港通”，随后，“深港通”“基金互认安
排”“债券通”陆续实施。史美伦说，这

不仅成功为内地市场引入国际资金，也
活跃了香港市场。

近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下，科创行
业逐渐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风
口”，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弭永利成为第一
波“吃螃蟹的人”。“落户这里一年，我们
试验的第一瓶离子液体就问世了。” 弭永
利2014年带着他的企业广东惠州大亚湾
艾利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大亚湾后，
发现产品从研发到投产的速度，都远超自
己的想象，正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给他和
公司提供了最好的环境。他说，新的机
遇就蕴藏在这片广阔的腹地之中。

今后香港发展的路怎么走？香港
恒通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香
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施荣
怀是个“乐观派”。他认为，持续深入
参与改革开放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没
有香港企业在内地投资设厂带来大量
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国家的改
革开放之路、国际化发展之路不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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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2008年的国际金
融危机，还是如今的中美贸易战，从
来没有动摇过他的这份信心。

“我经常叫醒一些正在‘睡觉’的
香港厂商，拉着他们到内地，跟着内
地的企业一起‘走出去’。”施荣怀
说，从人民币国际化到“一带一路”
倡议，香港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将
成为内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
超级联系人。过去的经验明明白白告
诉他，搭上国家发展的列车，必将行
稳致远。

澳门：
共享发展伟大荣光，
社会民生开创新局面

“澳门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澳门的
发展从来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这绝不
是客套话。” 69岁的归国华侨黎振强
幼年随父母从印尼到澳门定居，高中
毕业后便进入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从
普通员工做起，一步步成为副总经
理。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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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等都得到极大提高，
澳门人既是见证者，更是受益者。

40年间，澳门最大的变化，莫过
于回归祖国怀抱，成立特区，真正落
实“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澳门人从此当家做主。回归之

后，澳门社会安定，在博彩业开放的
同时，旅游业、餐饮业、零售业、会
展业迅速发展。特别是2003年开放内
地居民赴澳个人游后，澳门经济活力
更旺，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社会
福利体系不断完善。统计数据显示，
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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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旅游学院院长黄竹君对此深
表认同。“内地企业在把澳门塑造为旅
游目的地方面出了很多力。”改革开放
后，内地企业“走出来”参与澳门的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填海区、机场、
码头等，极大改善了澳门的基础设施
和旅游条件。澳门的陆地面积，从上
世纪 80 年代的 16 平方公里拓展到现
在的 32 平方公里。在个人游开放之
前，澳门的酒店入住率一度停滞在个
位数。放开内地居民赴澳个人游后，
旅游业为澳门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每年3000多万游客中，超过六成来自
内地，现在的酒店入住率保持在九成
以上。“澳门的旅游业简直翻了一个
天，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内地游客不
会 来 这 么 多 ， 购 买 力 也 不 会 那 么
强。” 她说。

“ 澳 门 富 起 来 ， 不 仅 仅 表 现 在

GDP 增长，也是丰富的‘富’。过去
澳门是单一产业，而如今不仅传统优
势产业继续发展，也有中医药、特色
金融、会展这些新兴产业，让澳门经
济可以更加丰富、多元。” 澳门特区
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回忆，在
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对澳门的优惠政
策不断，《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出台、粤
澳合作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横琴新
区建设，不仅助推内地经济起飞，也
让澳门分享发展机遇，促进澳门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现在澳门的定位是“一个中心”
“一个平台”，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
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平台。越来越
多的葡语系国家都看重澳门作为中葡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随着中国
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
繁，中葡论坛、中葡合作发展基金、
葡语国家产品及服务展等机构和平台
纷纷落户澳门，澳门的桥梁作用也越
来越明显。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如火
如荼展开。梁维特说，在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过程中，澳门将按照“国家所
需、澳门所长”的原则，携手推动重
大跨境基建，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打
造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
的优质生活圈。

回望港澳台近 40 年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在其中具有重要影响力。香
港传统制造业得以转型升级，澳门由
单一博彩业向国际休闲之都迈进，爱
拼会赢的台商获得了广阔的发展天
地，港澳与内地、海峡两岸人民来往
密切日益融合。“国家好，香港好”

“两岸关系好，台湾好”，成为大多数
港澳台同胞的感同身受。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出台各项政策
打消港澳台同胞顾虑，热情欢迎港澳台同
胞投资兴业、探亲旅游。随着时间的推
移，国家不断循序推出鼓励港澳台企业投
资的优惠政策和不断完善保障港澳台企业
合法权益的政策法规。可以说，改革开放
的每一步都拓展了港澳台的空间。上世纪80
年代初，香港苦于传统密集型制造业走入
瓶颈，此时内地以珠三角为首承接了香港
的传统制造业，香港有机会向服务业转
型，成就了今天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
中心。如今，“一带一路”，令香港“桥
梁”作用的金字招牌再次闪光，澳门作为
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
用日益重要；台湾中小企业把握“一带一
路”机遇拓展新的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让港澳融入珠三角城市群，资源共
享，合理分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除了政策保障、权益保护，在港澳
遭遇困难之际，国家伸出援手、纾困解
难。1997年，香港遭受金融危机的沉重打
击，股市狂泻，楼市爆跌，这意味着股民
血本无归，贷款买房者房不抵债。此时，
中央政府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要求在港
中资机构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护盘”，成
为香港战胜金融风暴的强大后盾。在非
典沉重打击港澳旅游业时，中央政府开放
内地自由行，令港澳经济迅速止损。笔者几年前采访时任香港
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时，她的一番话令我记忆深刻：“谁是朋
友，谁是在困难时雪中送炭的，我们看到了。”

民族情同胞义也是港澳台的软实力。澳门特首崔世
安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澳门的今天。内地企业在改
革开放中做大做强，承担建设澳门机场、码头、旅游基础设
施。“宁断自己炊，不断澳门水”的内地生活物资保障令澳门
无供应之忧。惠台31条措施、取消在大陆就业许可、台胞大
陆居住证一一落实，这一切都缘于我们是同胞，是一家人。

今天，港珠澳大桥连通港澳与内地，“一小时生活
圈”成型；“宝岛眼镜”“捷安特”、“鼎泰丰”“呷哺呷哺”
等台湾品牌融入大陆人的生活。这是改革开放为港澳台拓展
的发展空间，也是给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带来
的红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港澳台同胞将迎来
更多的机遇更大的红利，共担民族大义，共享祖国荣光！

40年改革开放，春风化雨，造福两岸，惠
及了一代又一代台胞。早在1988年，国务院就
颁布了 《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在
改革开放进程中，大陆方面始终支持、鼓励台
商发展，大陆这片生机勃勃的热土吸引着台商
不断扩大产业布局，也让“爱拼才会赢”的台
商精神广为人知。

“大陆关心、服务台商是真心实意的，各地
在土地、税收、人力等方面都提供优惠政策。”
在成都、桂林、济南等地都有投资的台湾商业
总会理事长赖正镒说，台商获得长足发展，与
大陆各级政府创造的良好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

重庆元创汽车的创始人陈振丰来自台湾高
雄，今年 65 岁。他说，自 2000 年在重庆投资
创业以来，企业营业额已增长数倍，其中的关
键因素是顺应大陆发展及时转型升级。现在陈
振丰又在谋求新的转型。“‘一带一路’建设

为企业再次转型升级提供了绝佳契机。”他
说，“一带一路”沿线存在很大市场空间，这
是企业今年业绩逆势上扬的重要保证。未来将
沿着“一带一路”开拓海外市场，为企业发展
找到新的空间。

“大陆对台商台胞一直很照顾，而且每个
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方式。” 全国台企联常
务副会长叶惠德表示，不仅对台企，大陆对台
胞、台干都有照顾，例如春节包机直航，还有
最近出台的“31条”惠台措施，这些都吸引更
多台湾同胞来大陆发展。

全国台联副会长、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
学院副院长卢丽安20多年前“登陆”拼搏，见
证大陆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直言“我很幸运，
生逢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因为在高校任职，
卢丽安观察到，“31 条”惠台措施出台后，台
籍教师可以申请社科基金，不仅职称评定的障

碍得以排除，还可以极大地提高台籍教师的科
研能力，大大优化台胞人才施展身手的条件和
氛围。

近年来，为了帮助更多台湾青年赴大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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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的“31条”惠台措施和各省区市推出的具有当
地特色的落地办法，更是让台青创客们意气风
发，锁定大陆就是那个“梦开始的地方”。

3 年前，台湾青年简子复参加了北京大学
创业训练营，其后便投入“实战”，很快摸到
大陆互联网产业腾飞带来的商机。如今，他带
领团队在中关村运营一款互联网产品，已与今
日头条、优酷等大陆知名互联网企业有过合
作。“大陆跟台湾没有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障
碍，更适合台湾年轻人来闯一闯。”简子复说。

四十年，国家成就港澳繁荣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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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内地迈出改革开
放的脚步，架设在深圳河上的
罗湖桥，自此见证了改革开放
以来内地的发展历程，见证了
深港两地的巨大变迁。如今，
香港已壮大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和贸易、航运、商业枢纽，澳
门正发展成世界旅游休闲中
心。港澳在带给改革开放以经
验和资源的同时，也实现了自
身发展和结构转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以来，中国快速成长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从一艘小船变成
巨轮，正开启波澜壮阔的新征
程。而香港和澳门凭借改革开
放的时代东风，背靠内地广阔
的市场蓝海，在国家的支持和
引领下，实现了稳定繁荣的华
丽变身。

“大陆关心服务台商台胞是真心实意的”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左上图：改革开放 40年，香港精耕国家金融“试验田”。
图为市民从香港中环一家银行的沪港通广告牌前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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