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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的实施促使汕港

经济合作向深层次发展

孔淑红

　　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影响
作用。合理的投资产业结构必须根据产业结构的演
化规律来安排, 既要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又要
扶持一定阶段新兴产业、主导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
成熟。对投资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包括内资, 也应
该包括外资。本文以汕港经济合作为例就引进外资
的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引进外资应向优化产业结构转化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 引进外资始终是对外开

放的重要一环。1979-1996 年外资直接投资以年均
40% 的速度增长, 至 1996 年我国的外资直接投资累
计达 1755 亿美元。其中香港在内地的投资占到近
60%。①外资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是制造业, 特别是
加工工业, 占到投资的 80% 以上。房地产在外资直
接投资中所占比重曾一度上升, 但近年有所下降。而
其他经济部门的外资投资相对较少, 特别是基础设
施、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 (见表 1)。

　　表 1　　　　 　　　1994 年我国外商投资按行业分类表

类

别

数

据

行 业

外商投资
项目数(个)

占总数的
比重(% )

协议
(亿美元)

占外商投资
金额总数的
比重(% )

农林牧渔业 1 062 2.2 9.72 1.2

工业 33 241 69.9 439.52 53.2

建筑业 1 531 3.2 23.94 2.9

交通运输业 474 1.0 20.30 2.5

商业服务业 3 117 6.6 39.22 4.7

房地产业 5 180 10.9 238.62 28.9

卫生体育事业 193 0.4 19.79 2.4

教育文化艺术 284 0.6 6.08 0.7

科研和技术服务 468 0.98 2.74 0.3

金融业 29 0.1 4.63 0.5

其他行业 1 969 4.1 22.51 2.7

合计 47 549 1 000 826.80 100.0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经济年鉴》(1995)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

此外外资投资还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 投资过于
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 第二, 投资过于集中在
加工工业部门, 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以及农业部
门的投资较少; 第三, 投资于第三产业的外资规模都
比较小。这种投资结构不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

从汕头的外资投资情况来看, 也是类似的情况。
汕头 1993-1997 年实际利用外资 4315 亿美元, 其
中香港投资占到 80%。1993 年实际利用外资 8186

亿美元, 第一产业占 114%, 第二产业占 78%, 第三
产业占 2016%。第二产业中又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
工业为主②。

根据外资投资的产业布局, 结合我国的产业政
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我国在 1995 年公布了《指
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对鼓励、限制、禁止外资投入的产业部门进行了
明确的规定,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对外资的投向进行
原则性的指导。这对于我国引导外资的合理流向具
有积极重要的作用。汕头在“八五”期间就开始引导
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高技术产业, 并利用
侨乡优势把汕港经济合作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基
础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到 1996 年, 汕头市实际利用
外资 9187 亿美元, 第一产业占 1211%, 第二产业占
4413%, 第三产业占 4316% ③。由于大量港资投向交
通、能源部门, 并建成投产, 初见成效, 使汕港经济合
作中的投资结构与 1993 年相比有了明显的优化。说
明“九七”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实施, 推动了汕港
经济合作向深层次发展。

　　二、汕港经济合作的新领
域——交通、能源

随着汕头经济的迅速发展,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
业发展滞后日益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约束条件。
过去汕头电力长期供应不足, 工厂经常轮流停电, 无
法正常生产, 居民生活用电无法保障, 城市公共设施
缺电造成晚上漆黑一团, 缺电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交通不发达, 使汕头与外界的经贸往来极为不便, 外
地客商只能靠等级不高的广汕公路到汕头, 途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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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倍受旅途之苦。港商来汕
考察投资, 也为汕头的交通陡生畏惧, 交通也成为汕
头经济进一步发展急待解决的大问题。汕头市委市
政府对此两项事关汕头投资环境的瓶颈产业狠抓特
抓, 多方筹集资金。乘着“一国两制”香港回归祖国的
东风, 利用汕头的侨乡优势争取到潮汕赤子李嘉诚
先生的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来汕投资。长江实业集团
先后投资 40 亿元人民币, 参加建设深汕高速公路、
海湾大桥、国际集装箱码头等。下面简单介绍交通、
能源两大产业的汕港投资合作概况。

(一)汕港在交通领域的成功合作
11 深汕高速公路东段工程。深汕高速公路全长

286 公里, 全线按一级汽车专用公路标准设计和建
设。路基宽度为 2415 米, 双向四车道、全封闭、全立
交, 设计时速为 100 公里。东段从陆丰潭西至达濠葛
洲长达 140117 公里, 由汕头市参与承建。建设资金
25 亿元人民币, 由四家股东参加: 一是李嘉诚先生
的长江实业下属的“中国基建总公司”(投资 30% ) ,
二是深圳新峰 (香港) 银行 (投资 30% ) , 三是广东省
高速公路公司投资 (30% ) , 四是汕头市和揭阳市政
府 (共投资 10% )。④深汕高速公路东段工程于 1993
年 11 月开工, 到 1996 年 11 月 18 日建成通车。

21 汕头海湾大桥工程。汕头海湾大桥位于汕头
经济特区汕头港东部入海口妈屿岛海域处, 南接深
汕高速公路, 北连汕汾高速公路 (汕头至厦门高速公
路的一部分)。它是深汕高速公路东端的一座跨海大
桥, 也是我国第一座大跨度悬索桥。全长 2500 米,
主跨 452 米, 通航净高 46 米, 可通过 5 万吨级船舶。
大桥南北两岸配套有引道, 通过互通立交桥与地方
道路相接。设计资金 715 亿元人民币, 实际投资大概
要 10 亿元人民币。投资由四家股东组成: 一是李嘉
诚长江实业集团公司 (投资 30% ) , 二是广东省高速
公路公司 (投资 30% ) , 三是新峰 (香港) 企业有限公
司 (投资 30% ) , 四是汕头高速公路公司 (投资
10% ) ⑤。汕头海湾大桥于 1992 年开工, 到 1995 年
12 月 28 日建成通车。它的配套工程于 1997 年 11 月
18 日完成。

31 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工程。汕头国际集装箱
码头位于汕头港珠池深水港区西端, 龙湖沟东面。面
积 (填海造地) 4215729 万平方米, 设计码头长度 460

米, 前沿水深 1117 米, 可靠泊二艘 215 万吨集装箱
船。港区堆场、道路面积达 35 万平方米, 生产、生活
配套辅助设施约 2 万平方米。主要装卸设备有 41 吨
集装桥吊 3 台,41 吨轮胎式龙门吊 9 台, 及其它设
备 70 多台 (套) , 年吞吐能力 40 万标准箱, 发展可达
50 万标准箱。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总投资 9000 万
美元。由两个股东组成: 一是李嘉诚先生旗下香港和
记黄埔所属国际货柜码头汕头有限公司 (出资
70% ) , 二是汕头港务局 (出资 30% ) ⑥。本项目于
1993 年 11 月立项,1994 年 4 月开工建设, 到 1997
年 11 月 18 日建成投产, 其配套设施将在 1998 年底

完成。
(二)汕港在能源电力领域的成功合作
11 长浦、长海、长潮电厂工程。这三个电厂总投

资 116 亿美元, 由两家股东组成: 一是香港长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 60% ) , 二是汕头市电力开发公
司 (投资 40% ) ⑦。双方合股建立柴油机组发电厂。此
项目于 1993 年开工, 到 1994 年全部建成投产。发电
能力为 11143 亿千瓦时。

21 汕头特区燃机电厂工程。这个电厂总投资
712 亿人民币, 由两家公司合资: 一是香港润汕贸易
有限公司 (出资 113 亿元人民币) , 二是汕头燃机电
厂有限公司 (出资 519 亿元人民币) ⑧。本项目于
1991 年 9 月开始兴建, 到 1994 年 8 月建成投产, 发
电能力为 5 亿千瓦时。

31 松山火力发电有限公司。这个电厂总投资
217 亿元人民币, 由香港悦富集团有限公司独资在
汕头投资建立。本项目于 1993 年开始兴建, 到 1994
年 1 月建成投产, 发电能力为 215 亿千瓦时。⑨

以上项目的建成投产从根本上改变了汕头的投
资环境。深汕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 不仅解决了汕头
市区南北两岸的交通问题, 而且成为连接珠海、深
圳、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纽带和我国沿海高速
公路上的一个重要通道。汕头五个电厂的建成投产,
不仅解决了汕头的供电问题, 而且还有剩余输往其
它周边地区。

　　三、汕港在能源交通领域
经济合作的效益分析

(一)目前经济效益分析
11 深汕高速公路开通一年多, 已经有投资收

益, 这些收益继续投入配套设施的建设。深汕高速公
路的设计每天通过能力为 5 万辆, 现在实际每天通
过量为 1 万辆左右。远没有达到设计通过能力的水
平。主要原因是: (1)配套设施尚未建立起来, 影响了
车辆的通过量。 (2)深汕高速公路偏离 324 国道, 加
之我们对深汕高速公路的宣传力度不够, 大部分车
辆还习惯于行驶 324 国道; (3) 汕头至厦门的高速公
路还未建成通车, 影响了深汕高速公路向厦门延伸
的车辆通过量。到目前为止, 深汕高速公路的经济效
益还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

21 汕头海湾大桥开通一年多来, 也已经有纯收
入 1000 万元人民币, βκ各股东已按股分红。但这个
收益水平也是较低的。原因是: (1) 受深汕高速公路
的影响, 收益处于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 (2) 汕头市
南北两岸的过往车辆, 由于走汕头海湾大桥要绕行
10 公里左右, 大部分车辆还是从渡口过海以图省
时, 这也减少了市区车辆对大桥的通过量。

31 国际集装箱码头因 1997 年 11 月 18 日才投
入运营, 经济效益还无法准确统计。1998 年的吞吐
量约 36 万标准箱, 比设计的 50 万标准箱少, 但从长
期发展来看完全可以达到 50 万标准箱的水平。

41 汕港合作的五个发电厂目前正处于电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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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求, 电厂严重开工不足的状况, 使电厂经济效益
远未达到设计水平。其原因是: (1) 汕头工业发展速
度还没有上来, 工业用电量较少; (2) 由于过去汕头
长期缺电, 有很多单位和农村用小柴油机发电, 以至
到现代化的发电厂建成后, 他们还习惯性地使用小
柴油机发电, 不仅浪费能源, 还致使汕头的电力需求
不足; (3) 在电力供求中还没有引入市场机制, 供求
双方的竞争意识都不强, 供给一方不能竞价上网, 成
本高电价也高, 需求一方又因电价太高增加成本而
无法接受。这种状况使得电厂的发电能力平均只能
发挥 50% 左右。长浦、长海、长潮电厂的发电能力为
11143 亿千瓦时, 实际利用为 712 千瓦时, 只占发电
能力的 6913%。1997 年纯利润为 710 万美元。βλ松山
电厂的发电能力为 215 亿千瓦时, 实际利用 1175 千
瓦时, 只占发电能力的 70%。汕特燃机电厂的发电
能力为 5 亿千瓦时, 实际利用 1 亿千瓦时, 只占发电
能力的 20%, 基本上是亏本经营, 每年大约亏损
5000 万元人民币。βµ其原因是为确保其它四个汕港
合资和港资独资的发电厂的销售量, 即为了信守合
同, 只好停掉主要股东为中方的汕特燃机电厂。

(二)未来经济效益分析
11 深汕高速公路包括港湾大桥未来的经济效

益是乐观的。原因如下: (1)深汕高速公路处于我国
两纵两横高速公路主干道网上。两纵中的其中一纵
从黑龙江的同江市到海南的三亚市, 被称为国道同
三线, 深汕高速公路就是其中的南海岸线的一段。另
一纵是从北京到珠海高速公路叫国道京珠线。随着
我国两纵两横的国道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 深汕高
速公路的车流量将会大幅增加。(2)随着汕头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 市区与达濠、广澳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
密, 而海湾大桥就成为一市两区之间的重要连接通
道。另外随着潮阳、普宁等市县经济的迅速发展, 都
需要由汕头为出海口, 必然与汕头的经济联系更密
切, 大量的车辆将从深汕高速公路东段入汕。 (3) 随
着汕头港口的建成投产, 以及汕头到厦门的高速公
路建成通车, 将使其形成深、汕、厦三个经济特区的
交通大动脉, 并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高等级公路主骨
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促进深、汕、厦三个经济特区
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各市县的经济建设和发展
将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价值。大量的货运、客运将通
过深、汕、厦高速公路或往深圳, 或往汕头, 或往厦门
寻找出海口。从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深汕高
速公路的经济效益会随着国家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
发展而大幅度上升。

21 国际集装箱码头的未来经济效益也是很乐
观的。其原因如下: (1)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是粤东
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管理最科学、生产效率
最高的集装箱专业码头, 又处于两岸三地的重要地
理位置, 可发挥其国际优势, 向国际集装箱运输中转
港发展。而且汕头背靠着粤东、闽西、赣南地区, 它又
可成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出海口; (2) 京九铁路和

广梅汕铁路的建成通车, 使京九线从龙川分别向九
龙和汕头延伸, 使汕头成为京九铁路大动脉在华南
又一重要的出海口。为发挥铁、海大通道的联系功
能, 提高港口吞吐能力, 汕头市与广梅汕铁路总公司
合作修建汕头火车站到深水港 612 公里的铁路专用
线, 货物可在火车货站与码头之间直接转运。汕头
客、货两站都是广梅汕铁路线上最大的客、货运站,
1996 年客运站完成旅客吞吐量为 89 万人次, 货运
站完成货物吞吐量 141 万吨βν。随着经济的发展, 汕
头客、货两站的运量还会大幅度增长。这必然增加汕
头港口的运量。(3)汕头外砂机场从 1996 年 10 月开
始进行改建扩建, 现已投入使用, 年吞吐能力为 300
万人次。目前已开始开通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线 42

条, 通航城市 44 个。有一大部分旅客和货物也要在
汕头转入海运, 这也为汕头港口增加了运量。(4)深、
汕、厦高速公路可将粤东、闽西、赣南乃至更远的内
地货物运往汕头出海。随着国家经济特别是东部经
济、京九沿线经济的发展, 这一地区运量将会大幅度
增加, 从而增加汕头港口的运量。从以上四方面可以
看出, 未来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的设计年吞吐量 50
万标箱的水平是很快就可望达到的, 所以我们有理
由说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未来的经济效益是很可观
的。

31 五个电厂未来的经济效益也不足为虑。虽然
目前汕头的电力供过于求, 但这与我们的管理不善,

电价非市场化有关。“九五”期间汕头市能源办开始
加快电力工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 重点解决电力供
求不平衡问题。提出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产结构, 优
化电网结构, 努力扩大市场的改革。首先狠抓“禁柴”
工作, 严格禁止小柴油机自行发电, 浪费能源的现
象; 其次提出竞价上岗, 实现同网、同质、同价; 三是
千方百计拓展市场, 解决电力的供求矛盾; 四是加速
“优化资本结构”, 对效益差、设备落后的小型机组实
现兼并重组, 实现低成本扩张, 以降低发电成本; 五
是对用电大户实行优惠价格, 鼓励用电; 六是大力开
拓外地电力市场。如果这些工作都抓好了, 电力的供
求将趋于平衡, 电厂预期经济效益可望实现。

四、深化汕港经济合作的前景广阔
(一)“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更

加紧密
在“九七”香港回归前后,“中国因素”越来越成

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力量。第一, 香港成为内
地吸收境外资金更大的来源和融资基地。最近 10 多
年来, 香港对内地的实际投资已达 800 多亿美元, 占
内地吸引外资总额的近 60%。第二, 香港经济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 因为内
地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香港最大的投资者
之一。1979-1995 年底, 大陆对香港的投资累计达
250 亿美元βο。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在香港的累计投资
额。除英国外中国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外来投资者。
第三, 内地经济的发展成为香港经济繁荣与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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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后盾。中国内地经济经过三年多的宏观调控, 已
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平稳
增长的阶段。 1996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
917%, 通胀率下降到 7%, 整体经济状况良好。中共
十五大明确指出内地将致力于金融及经济改革, 特
别是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 将经济增长率
保持在 8% 的水平。中国经济保持着很好的增长势
头。第四, 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已形成一定规模, 中
银集团已成为香港第二大银行集团。第五, 在香港上
市的内地企业已成为香港股票市场上交投量最为活
跃的成分。目前在香港上市的H 股公司共 30 家, 集
资超过 50 亿美元, 还有 50 多家有中资背景的红筹
股公司, 这些股票的总市值超过 5000 亿港元, 占香
港股市总市值的 13% 以上。第六, 香港国际金融中
心的形成与发展以内地高速发展的经济为依托。内
地作为香港背靠着的广阔腹地, 政治稳定, 经济保持
高速发展, 这些成为香港经济繁荣、金融稳定的保
障。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港元受到冲击, 而“内地
因素”为香港渡过危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 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坚定承诺, 是香港
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信心的重要因素。信心是
这次港汇风暴中最大的保证, 而中国政府落实“一国
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一系列政策, 香港
顺利实现平稳过渡。政局稳定, 增强了港人对香港的
信心, 也增强了外国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第二, 回
归后的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 大大增强
了香港抗击国际投机者的能力。随着内地经济的稳
定增长, 保证了香港在内地投资的安全性, 使香港经
济实力得到增强, 香港作为中国离岸金融中心的地
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所以, 国际投机者打击香港
就是打击中国, 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都
责无旁贷、同力协作, 击退国际投机者。第三, 中国内
地经济的稳定增长是香港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当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金融市场表明全球通货紧缩
即将发生时, 最安全的投资方法是与全球最廉价的
劳工联系起来。显然内地为香港提供了获得全球最
廉价劳动力的机会。中国经济的繁荣为香港金融稳
定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更促使
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趋于一体化。第四, 中央政府在港
元联系汇率捍卫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十分重
视香港经济, 十分重视港元的稳定。中国人民银行与
香港金融管理局签定了美国国库券的回购协议。这
就使受汇市投机者冲击的一方可以及时向对方拆借
大量的美元现金, 反击投机活动。中国拥有近 12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作为“政治稳定资本”将随时向
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美元支持, 以稳定港元联系汇
率, 保证香港金融的稳定。内地和香港拥有的 2000

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这次港汇风暴中起了稳定投
资者信心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及时采取调低人
民币利率的措施, 以抵消港币加息所带来的成本上
升。同时中央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这些稳健的金
融举措对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予以有力的支持, 也
充分表现了中国作为香港经济稳定的保护屏障的重
要作用。

(三)汕头的投资环境已经得到根本性改变
第一, 汕头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汕港经济合作奠

定了基础。汕头从 1981 年创办特区以来, 经过 16 年
的努力,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4 年汕头特区
成为全国 55 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
的地区。βπ汕头外向型经济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79-1996 年全市出口总值累计达 170 亿美元, 批
准成立外商投资企业 4657 家, 实际利用外资累计
达 4319 亿美元。目前汕头与世界上 123 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经贸关系βθ。第二, 为改善投资硬环境, 到
1997 年 11 月 18 日第九届潮团联谊年会前, 汕头完
成了 40 多项“献礼工程”。主要有: 汕头科技馆、海滨
路东沿工程、海滨华侨公园、疏港铁路、汕头国际集
装箱码头、泰山路、火车客运站综合大楼及站前广
场、外砂机场改造工程、外砂立交桥、东区高速公路
工程、南滨路工程、汕头卫校、汕头博物馆、汕头图书
馆、汕头潮剧艺术中心、汕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汕
头青少年活动中心、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正大万客
隆购物中心等βρ。第三, 汕头市政府还正在积极改善
投资的软环境。汕头作为国际港口城市已初具雏型。
这些都使汕头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特别
是香港的外资来汕投资。

基于以上三点,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汕港今后的
经济深层次合作的前景是极为广阔的。

注释:
①③张方方、苏小方:《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 部门结
构及对策思考》, 载《国际经济合作》1998 (1)。

②汕头经济特区年鉴编撰委员会《汕头经济特区统计
年鉴》(1994-1997 年)。

④⑤⑥βκ数据由汕头市交通委员会提供。
⑦⑧⑨βλβµ数据由汕头市能源办公室提供。
βν 汕头市交通委员会编:《面向新世纪, 构筑大格局

——汕头市交通通信概况及发展规划》,1996 。
βο王晋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中国因素”》, 载《社
会科学战线》,1993 (3)。

βπβθ《汕头经济信息》,1997 (32)。
βρ《汕头经济信息》,199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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