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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 2 月 9 日會議 文件編號 CSD/EC/2/2006 
 

 

策略發展委員會 

行政委員會 

 

“十一五＂時期内地發展為香港帶來的機遇和挑戰 

 

 

目的 

 

 本文件概述國家第十一個五年規劃所提的發展方向和

戰略�，分析國家未來發展帶給香港的機遇和挑戰，並提出一

些相關問題供委員討論。 

 

21 世紀初期的國家發展方向 

 

2. 中共十六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年規劃的建議》是一個標誌性文件。它顯

示了中央對改革和開放道路的新認識，也預示著未來 20 年中

國發展的方向。  

 

3. 就改革而言，中央提出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其中特

別強調兩個方面，一是全面發展，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民主等全面的目標，而不是單純的經濟發展指標；二是惠

及全體人民，特別是惠及廣大農村和低收入地區的人口。“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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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03）與長遠發展戰略》，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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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期間，黨和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將發生進一步的變化，

將 從 宏 觀 經 濟 的 “ 計 劃 者 ＂ 轉 變 爲 “ 指 導 者 ＂ 和 “ 規 劃

者＂。政府的工作重心將集中在逐步完善和建立國家的基本制

度，例如分配制度、社會保障制度、民主參與制度等，以此來

防止貧富兩極分化，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  

 

4. 就開放而言，中央已經逐漸認識到，開放是推動國家發

展的最強有力的因素。中國依靠開放，彌補了在資源、資金、

技術等方面的不足，並迅速成長和積累。未來中國經濟的優化

升級，會在積極參與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進行。例如，依靠國際

市場來彌補内地原材料、能源的不足；依靠從發達國家進口，

獲得產業升級所需要的高端設備、儀器和關鍵技術；依靠開拓

國際市場和參與國際分工，為大量勞動密集型的農產品和製造

業產品尋找出路。因此，未來中國開放的步伐會明顯加快，開

放程度也會高於人們的預期。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只是中國新一

輪對外開放的第一步，中國會更主動、更積極地融入世界經濟。 

 

5. 簡言之，未來内地將延續過去二十幾年改革開放的道

路。不過，新的改革是在制度層面上追求建設和諧、公平社會

的理想；新的開放是在體制上加快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體系的

融合。 

 

“十一五＂期間國家的發展戰略 

 

6. 在新的改革和開放的方針指導下，“十一五＂及其後的

十年裏，内地將實施的發展戰略，主要包括下列五項： 

 

(一) 經濟全球化戰略 

 目標是使中國更加主動地參與國際專業化分工

和全球一體化。主要舉措有四方面：第一，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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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 － 徹底放棄進口替代政策和保護主義

政策，促進和強化國内競爭和國際競爭，取消各

種貿易障礙，吸引國外資金，加速技術引進、轉

移和擴散；第二，投資自由化 － 進一步放鬆外

資進入的限制，便於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商品市場

和服務市場；第三，加快經濟體制國際化進

程 － 盡快做到遊戲規則與國際接軌，包括制定

市場競爭規則，完善中國的知識產權、銀行監

管、勞動保護、匯率制度等相關制度；第四，加

快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使之成爲中國全面參與

全球經濟的基本途徑。 

 

(二) 人力資源開發戰略 

 目標是建設全民學習型社會、全民健康型社會和

人力資源強國。主要舉措也有四方面：第一，千

方百計擴大就業；第二，建立一個全面的多層次

的就業培訓體系，對不同人群提供有針對性的教

育服務；第三，強化政府對義務教育的基本職能

和義務；第四，重新界定政府在醫療衛生領域的

作用和干預的内容，調整衛生支出的投放方向；

重點支持和發展新型農業合作醫療制度。 

 

(三) 知識發展戰略 

 目標是建立一個普遍應用技術和勇於創新的社

會。主要舉措有三：第一，在全國實現基本知識

服務均等化，建立覆蓋全部人口的培訓和終生教

育體系；第二，盡快提高利用全球知識的能力，

加快促進知識的普遍應用；第三，調整財政支出

結構，提高政府對研究和發展的投入，增強總體

知識創新和技術創新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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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綠色發展戰略 

 目標是建立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主要

舉措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調整產業結構，大

力發展現代服務業、勞動密集型產業、環境友好

型產業；第二，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在循環經濟

的創新中，走出經濟增長的“第三條道路＂；第

三，按照生態系統功能發展多元化和多樣化的農

牧林業，發展高附加值的綠色食品和綠色藥品；

第四，參與國際環境事務，開放内地的環保市

場，鼓勵綠色貿易，提高中國治理污染能力。  

 

(五) 區域發展戰略 

 目標是發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統籌發展，縮小

地區差距。主要舉措有二：第一，在“面＂的佈

局上，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北，中部崛起

和東部加快發展＂的區域協調戰略；第二，是

“點＂的部署，即天津濱海新區、上海浦東和深

圳特區的發展戰略，從而形成區域發展戰略的點

面結合的立體化體系。 

 

國家未來發展帶給香港的機遇和挑戰 

 

7. 從全國的角度看，香港的地位非常獨特。香港是中國真

正意義上的國際性都市，是最發達的服務業中心，也是連接内

地與世界的橋樑。在内地正努力邁向現代化的今天，香港是中

國境内最先完成現代化的城市。  

 

8. “十一五＂的建議中將香港定位為中國的國際金融、貿

易、航運中心，香港在此三方面的優勢自不待言。未來内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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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改革開放可讓香港更充分發揮其優勢，為其提供更爲廣

闊的腹地和更加多樣的機遇。當然，内地的快速發展，亦會為

香港帶來一些挑戰。 

 

9. 可見的機遇包括： 

 

• 内地的經濟全球化戰略的實施，將更進一步提升香

港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香港可以其豐富的經驗

和完善的制度，協助内地完成貿易和投資自由化，

加快各項經濟和金融制度的建設，協助内地熟悉遊

戲規則，並參與新規則的制定。 

 

• 香港地域雖小，但人才濟濟，教育院校衆多。自改

革開放以來，香港為内地培訓了衆多的商業、專業

和行政人員。在未來内地大力開發人才資源和知識

發展的戰略中，香港仍可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為

内地主要城市培養、培訓更多的專業人員和高級管

理人才。香港亦有條件協助周邊城市展開多種方式

辦學，介紹民間辦學的經驗，成爲内地和國際聯合

辦學的中介。 

 

• 内地的綠色發展戰略就是要用新思路加快現代服務

業的發展，切實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這些都將為香

港的服務業和科技研發提供更廣闊的合作空間。香

港可以利用信息通暢和廣泛的國際聯繫等優勢，借

内地產業提升的機遇，開拓高增值的新興產業，達

到自身競爭力的提高和結構的轉型。 

 

• 新時期區域戰略的要點並非是優惠政策，而是通過

制度設計及市場力量，形成發展必不可少的人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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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流、資金流和信息流。内地愈開放，愈需依靠市

場的力量，就會愈有利香港施展所長，同時也愈發

凸顯香港在珠三角區域的中心地位。   

 

10. 會出現的挑戰包括： 

 

• 香港與内地在經濟體制和經濟傳統方面的不同，將

在一定程度上影響香港對内地發展所帶來的機遇的

把握，也將限制兩地更進一步的合作。最典型的例

子是區域協調戰略的實施。内地的區域協調在一定

程度上仍然是政府行爲。香港奉行積極不干預政策

和“大市塲、小政府＂的施政方針，再加上“一國

兩制＂的因素，在未來區域快速變化的佈局中，香

港的定位未必能恰如其分，同鄰近城市的協調發展

也非水到渠成般容易。 

 

• 内地愈來愈開放，並且展現出很強的學習能力，長

遠而言，會削弱香港的優勢。如果香港定位不準，

有可能喪失其中介的角色，被内地其他大城市邊緣

化。 

 

• 周邊和區内城市迅速的發展，凸顯香港營運成本高

企不下、競爭力相對下降等一系列的問題。與此相

關，人才和人口流動不暢也會削弱香港未來發展的

競爭力。 

 

11. 以下是一些值得思考和討論的問題: 

 

• 香港如何保持“十一五＂規劃下作爲國家國際金

融、貿易和航運中心的優勢？ 如何強化香港對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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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功能？ 長遠而言，在國家迅速開放和發展的

背景下，香港是否需要重新定位？ 

 

• 在與内地經濟更進一步融合的過程中，香港如何在

制度設計上既保持現有優越性，又能表現出足夠的

靈活性和主動性來把握機遇？ 

 

• 香港特區政府和專業服務界應採取怎樣的措施來協

助内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從而成爲中國走向世界

的專業服務中心？ 在衆多的選擇中（如國際金融中

心、專業服務中心、國際總部中心、財富管理中心、

教育輸出中心等），是否應有發展的優先次序？ 

 

• 香港應採取怎樣的措施，與周邊城市協商，達致香

港各個層次人力資源與内地更暢快的流動，以鞏固

香港作爲世界商業網絡聚集中心和商貿平台的地

位？ 

 

• 在區域層次上，香港如何在深圳重新定位、廣東及

周邊省份產業提升、轉型的過程中，以新的思維拓

展業務，尋找新的合作模式，穩定香港在區内的領

先地位？ 

 

• 香港應該如何協助内地在更大的範圍、更寬的領域

和更高的層次參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從而

也提升自身的競爭力和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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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見 

 

12. 請委員就本文件所作的分析和帶出的問題，進行討論和

提供意見。 

 

 

 

 

策略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2006 年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