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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改革開放政策 

第三章：改革開放中的香港發揮的作用 

 

考前筆記 
  



 

一、香港所發揮的作用 

-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城市，在改革開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外資進入內地投資市場、以領頭羊身份率先到內地投資等， 

- 同時是內地學習及借鑒城市規劃、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經驗的對象。 

 

二、率先進入內地 

- 改革開放初期，內地投資環境差、政策不完善、投資前景不明朗，令外資持觀望態度。 

- 港商率先到內地投資設厰，起到示範作用，成為行業的引領者。 

- 1978年，港商在東莞開辦中國第一家來料加工厰。 

- 1980年，港商伍沾德於北京開辦中國第一家合資企業。 

- 1983年，香港商人霍英東投資興建的白天鵝賓館在廣州建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家五星級酒店。 

- 內地向港商提供很多優惠政策，以吸引投資。 

- 1984年港商投資內地為十數億美元，1988年已超過 30億美元。 

- 1992年，港商投資內地為 112.9億美元，佔全部外商投資總額 68%。 

- 1978年至 1996年，外商投資內地累計總額是 1772億美元，香港對內地的投資達 1010億美元。 

- 至 2017年底，香港投資累計總額為 10093億美元，佔外商投資累計總額的 53.1% 

- 香港對內地投資的行業由最初的製造業，發展為房地產、金融、交通等。 

- 香港對內地投資的地域由珠江三角洲及東南沿海地區擴展至內陸中西部地區。 

- 香港曾多次與中央政府簽署 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使港資在內地的投資領域不斷拓寬。 

 

三、前鋪後厰 

- 1980年代，香港製造業開始大規模北移，尤其是向廣東珠江三角洲遷移。 

- 香港與內地的生產與資源重新配置，形成「前鋪後厰」的分工形式。 

- 香港以資金、技術、設備、市場管理等方面優勢，負責業務洽談、生產計劃等「前鋪」工作。內地則提供廉價豐富的土地及

勞動力，專職生產製造的「後厰」工作。 



- 1980年代，佔香港出口總值三分之一的產品均在內地製造。 

- 1980年，加工貿易只佔中國外貿的 10%，但到 1997年它已成為中國外貿的最重要部分，佔總外貿 52.3%（達 1869億美

元）。 

- 1995年，珠江三角洲地區，有 300萬以上工人受僱於港商。 

- 單以廣東省，港商的合資經營企業有 23000家，加工工厰有 80000家。 

- 香港的投資設厰，令珠三角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先驅，造就「世界工廠」。 

- 前鋪後厰分工模式，提升了香港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亦促進內地工業化程度，解決大量農村多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加快內

地城市化發展。 

 

四、對外窗口 

- 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成立深圳、珠海、汕頭及厦門四個特區。 

- 深圳特區對應香港及世界企業；珠海特區對應澳門及葡語世界；汕頭與厦門對應台灣企業。 

- 香港再次成為中國通往世界市場的主要渠道。 

- 香港法規完善，多數外國企業在香港設立分行，作為進駐內地的踏板。 

 

4.1 貨物出口 

- 中國超過一半的海外出口是經香港轉口。 

- 1991年，內地經香港轉口海外的貿易額較前一年增長 38.2% 

- 1996年，內地貨品經香港轉口海外之貨值達 6840億港元。 

 

4.2 市場集資 

- 香港是內地在海外籌措銀團貸款的主要地點。 

- 內地在海外獲得的銀團貸款中，約 70%是通過香港獲得。 

- 內地在港之中資銀行對香港金融機構負債由 1979年的 59億元增至 1984年的 658億元，增幅達 11倍。 

- 1993年，青島啤酒成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國企，香港成為內地企業境外集資最主要國際市場。 

- 1997年，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有 28家，總市值 447億港元。 



- 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超過 1000家，首發和增發的總集資額超過 5.8萬億港元，佔香港市場總市值的 66%。 

 

五、觀念與技術更新 

- 香港為內地改革開放輸入了許多先進的發展理念、經營方式和管理經驗。 

- 香港經驗促進了觀念更新，為內地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示範和借鑒。 

-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缺乏優良的交通配套，香港港鐵公司參與建設及營運北京、深圳市 和杭州地鐵部分線路，為內地帶來了

許多領域觀念的更新。 

- 1997年 7月 1 日，由香港合和公司與中方合作興建廣深高速公路。 

- 內地以往計劃經濟時代下各行業管理方式和思路已不合改革開放之要求。來自香港的經驗，轉變了內地的不少觀念以適應市

場經濟的引入。 

- 香港商人出資於內地興辦教育，例如寧波大學、汕頭大學，培養國家現代化所需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