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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香港支柱产业的演变

——对香港支柱产业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白永秀　李静霞

　　回顾与展望香港经济的发展, 我们不难看出香港的支柱产业经历了两次演变, 即将发生

第三次演变。第一次演变是进入 50 年代以后, 制造业逐渐取代转口贸易业, 在香港经济中辉

煌一时, 成为支柱业; 第二次演变是进入 80 年代以后, 随着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 制造业大

举内迁, 地位下降, 服务业则异军突起, 取代制造业而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产业; 第三次演

变是从 1997 年香港回归以后在服务业继续保持支柱产业地位的同时, 制造业再创辉煌, 将成

为香港经济发展的第二大支柱。香港经济将呈现出双支柱产业的状态: 主支柱为服务业, 辅

支柱为制造业。

第一次演变: 制造业取代转口贸易业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50 年代

初—70 年代末)

香港自开埠以来, 长期是一个以传统转口贸易为主的商埠, 特别是依赖对中国内地的转

口贸易来带动其经济发展。一直到 50 年代初, 香港制造业的基础不牢固, 可供出口的港产品

比重很低, 其主要经济活动就是利用自由港的优越地理位置进行转口贸易, 并以此推动经济

增长。据统计, 50 年代以前, 香港经济增长的 90% 以上来自于转口贸易收益, 转口贸易业成

为 50 年代以前香港经济的支柱产业, 香港亦以转口贸易港著称。但是到了 50 年代初, 香港

支柱产业出现了第一次历史性演变——从转口贸易业向制造业的演变。从 50 年代初到 70 年

代末的 20 多年时间里, 香港经济一直以制造业为支柱, 在此期间, 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大致经

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 制造业的蓬勃兴起阶段 (50 年代)

50 年代初,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 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封锁及禁运, 一向为香港经

济支柱的转口贸易业倍受打击, 地位一落千丈。在整个 50 年代, 香港的转口贸易额, 特别是

对中国大陆的转口贸易额直线下降。如 1951 年到 1959 年, 香港地区对内地的贸易总值由

24167 亿港元减少到 11140 亿港元, 下降了 55% , 占香港贸易总值的比重由 2515% 下降为

14%。这使得百年来以转口贸易为支柱的香港经济陷入困境。

由于 50 年代初期的环境所迫, 香港政府不得不转变发展经济的思路, 采取应变措施, 促

使香港经济向制造业的方向转变。同时香港具备了发展制造业的有利条件: 一是香港人口剧

增以及当时世界市场对轻纺工业制品的需求增加, 客观上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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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香港有来自内地的大量资本与制造业技术以及廉价的劳动力, 这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

相对充足的生产要素。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开始了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投入与产出, 中小型制

造业乘机崛起, 一大批纺织制衣、塑胶、玩具、小五金等制造业相继涌现。到 1959 年港产品出

口值首次超过转口贸易值, 在出口贸易总值中前者比重高达 69. 6%, 后者比重只占 30. 4%。

由此可见, 制造业取代转口贸易业在 50 年代初步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一阶段的

特点是: 转口贸易仍起一定作用, 但制造业发展迅速, 开始占据支柱地位。制造业的发展带

动了金融、商业、运输及其它服务业的发展, 故而香港经济柳暗花明。

21 制造业加速发展阶段 (60 年代)

60 年代香港经济进入了现代发展时期, 制造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 50 年代不同的是,

这一阶段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已逐步由环境所迫的推动变成内在发展的推动。在这一阶段港英

当局制定并颁布了有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组建了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

来指导和支持制造业的发展。这些措施的实施促进了香港制造业的加速发展。

在这一时期, 传统制造业, 如纺织业 (纺纱、织布、制衣等) 取得了较大发展。使香港

成为远东地区的纺织制衣工业中心。同时, 一些新兴制造业, 如电子、玩具、塑料等制造业

也开始兴起, 金融、贸易、建筑业也得到相应发展。1960 年至 1970 年, 香港工厂从 4 784 家

增至 16 507 家, 从业人员由 215 854 人增至 549 178 人, 分别增长 2. 45 倍和 1. 54 倍。1970

年香港制造业总产值占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 32. 9% , 居各行业之首。港产品出口值占香港出

口总值的比重高达 81%。受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影响, 香港经济在 60 年代出现了持续的高增

长, 年递增速度按当年价格计算超过了 13%。

可见, 在 50 年代由外部压力所迫而启动的制造业, 到 60 年代已转化为香港经济的内部

动力支持, 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它的加速发展使香港经济面貌有了历史性改观, 并为

香港经济的起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1 制造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阶段 (70 年代)

70 年代是香港经济成熟和全面起飞、多元化飞跃发展时期。这个时期, 香港充分利用美、

日、西欧国家提供的资金、科技和企业管理经验, 加速经济的发展。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 制

造业亦达到顶峰。

在这个时期, 香港制造业得到了全面发展, 在历史上留下了以下辉煌的业绩: 1972 年香

港玩具出口跃居世界第一位, 1973 年香港曾一度取代意大利成为世界上输出成衣最多的地

区, 1978 年香港手表出口量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一位。同时, 香港的电子制造业、仪器设

备制造业等亦获得长足发展, 在世界市场上倍受青睐。至 1980 年, 香港地区的工厂发展到

45 025家, 工人 947 643 人 (约占当年香港就业总人数的 42% 左右) , 分别比 1970 年增长1. 72

倍和 65%。这充分说明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至此, 香港制造业已完全

取代转口贸易业而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

第二次演变: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80 年代初至
今)

80 年代以后, 香港制造业直线下降, 服务业迅速发展, 香港经济进入转型期: 由制造业

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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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香港制造业逐渐萎缩, 无法继续充当支柱产业角色。据有关资料统计, 到 1993

年香港有 70～ 80% 的纺织业工序迁移到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 有 90% 的玩具业工序、80% 的

皮具业工序均先后内迁。目前, 香港电子业的 90%、成衣和钟表业的 80%、鞋类的 70% 都转

到了内地。由于大批制造业北迁, 香港本港的制造业地位下降, 整个制造业在香港生产总值

中的比重, 从 1970 年的 32. 9% 降到 1991 年的 15. 5% , 再降到 1994 年的 10% 左右, 所处

的地位由高居首位降到屈居第 6 位。香港地区制造业的从业人数则由 1980 年的 94 万多人

(占就业总人数的 42% ) 急跌至 1995 年底的 37. 58 万人, 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 12%。这充

分说明, 进入 80 年代以后, 制造业已不再是香港本地经济的独立支柱, 其不断萎缩的趋势是

不可否认的事实。

另一方面, 在制造业萎缩的同时, 贸易、航运、金融、信息服务业异军突起, 取代制造

业而居于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地位。80 年代是香港服务业迅速壮大的时期, 服务业在产值、就

业人数和机构数目等方面的发展速度均比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快。10 年中服务业创造的产值

年均增长 13. 8% , 而同期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7. 4%。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使之成为香港整体经济增长的支柱。至 1989 年, 约有 72% 的本地生产总值和 58% 的就业机

会是由服务业提供的。

90 年代以来, 香港服务业获得全方位、高效率的发展, 香港已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

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运输中心、旅游中心及信息中心。从金融中心看, 香港的股票、资本

市场名列世界第七位, 资金市场居于全球第三位, 而且香港还是四大国际银团贷款筹资的场

所, 外汇储备为世界第四位。从贸易中心来看, 香港虽是一个弹丸之地, 但对外贸易量名列

世界第八位、亚洲第一位。从运输中心来看, 香港是世界第七大港和十大国际空运中心之一,

是亚洲第一航运枢纽, 集装箱处理居全球之冠, 与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60 多个港口

均有业务关系。同时, 香港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航空货运中心。从旅游中心来看, 香港继 1992

年获世界长途旅游首选目的地之后, 1993 年再次荣登榜首, 1994 年来港旅游者突破 1 000 万

人 (次) 大关, 1995 年上升为 1 020 万人 (次) , 同年旅游收入达 750 亿港元。从信息中心来

看, 1994 年香港有电话 310 多万台, 平均每 2 人一部电话, 其它通讯设施水平也名列世界前

茅。

由于香港服务业全方位发展, 1994 年服务业在香港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高达 78. 4% , 居

于绝对优势地位; 就业人数也从 1980 年的 110 万人上升到 1992 年的 186 万人。1994 年香港

服务业的结构状况是: 批发、零售、进出口、饮食及酒店业占 27% , 居服务业的第一位; 金

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占 26. 1% , 居第二位; 社会、社区及个人服务占 15. 6% , 居

第三位。香港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服务出口收益可观, 如 1980—1994 年, 香港服

务出口年均增长 16. 6% , 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外汇收入。服务业的发展使整个 90 年代香港

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1990 年香港总产值增长 3% , 1991 年为 4% , 1992 年为 5% , 1993

年为 5. 5% , 1994 年为 6% , 大大高于同期西方国家的增长率。

另外, 90 年代以来香港服务业出现了向纵深发展的新趋势, 香港已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

亚太总部和采购中心。在这里不但出现了一大批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的服务业, 而且

涌现出一大批为服务业服务的项目和机构, 逐步形成了“服务业中的服务中心”。香港已开始

由一个制造业中心逐步转向一个以商贸、旅游、餐饮、运输、金融、信息等服务业为主的经

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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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80 年代至今, 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中的支柱地位逐渐被服务业所取代, 香港的支柱

产业已换位。产生这种支柱产业换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成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

11 香港制造业衰落的原因

首先, 香港地区的制造业未形成足够的规模。香港是“不设防的自由港”, 港英政府一向

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对香港制造业采取“不干预”政策, 放任厂商在竞争中求生存、求

发展, 未能及时将其引上规模经营的轨道。在香港企业结构中, 一直是中小企业居绝大多数。

据统计, 80 年代末制造业企业平均雇员 13 人左右, 拥有 100 人以上的工厂只占全部企业的

3% , 1 000 人以上的大企业不到企业总数的 0. 1%。这种企业结构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不利

于承担发展高科技的风险。因此, 制造业在产业升级换代方面的步伐明显滞后, 逐渐形成香

港制造业落后于亚洲其他新兴工业地区的状况。

其次, 对高新技术开发不足。80 年代是香港制造业升级换代的重要时期, 但由于港英政

府既未采取有效措施扶持, 又未投入足够资金开发高新技术, 使技术密集型企业比重很小, 产

品质量低。制造业企业人才、技术、产品质量等方面与其它国家的差距明显拉大。

再次, 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80 年代以来, 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而邻近地区包括台

湾、南韩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在欧美市场与香港的竞争加剧。这些地区由于技术水平高, 产品

成本低, 因而拓展北美、西欧的市场取得了很大进展。香港由于土地缺乏, 租金和地价昂贵,

技术水平低, 生产成本节节上升,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

所占的份额下降。如 1986 年香港产品输美增长率只有 10% , 而南韩与台湾的增长率高达

30%。

最后, 内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 吸引了香港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北移, 减弱了本地区

制造业发展的势头。

21 香港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 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服务性消费需求的增加成为香港服务业迅猛发展的动力

之一。由于香港地区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 客观上要求发展一批服务业, 为其生产经营服务;

同时, 香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消费需求中的服务性需求增加,

客观上要求提供更多的服务性消费品, 以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这些都成为服务业的发展需

求和发展条件。

其次, 香港所具有的国际金融地位及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香港在 70

年代就已经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的又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它促使服务性行业迅速发展。进

入 80 年代以后, 中国大陆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 一些外商竞相前往内地投资, 地处中国南大

门的香港扮演了替大陆筹资的跳板角色, 从而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由于香港优越的地

理位置, 它在大陆对外开放中充当了内地与海外的经贸中心, 特别是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

济, 为香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奠定了长期发展的稳固基础。这使得香港服务业

在整个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要比处于同一收入水平的其它国家和地区高得多。

最后, 香港经济结构迅速向以服务业为主的方向转变, 是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对香港经

济产生的最主要的影响之一。香港制造业大批转移到内地, 利用内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在

内地建立新的生产基地。据香港工业署统计, 至 1995 年, 约有 75% 的港商在内地设厂, 仅在

珠江三角洲就有 3 万多家, 雇工 300 多万人, 相当于香港制造业工人的 5 倍, 而平均工资仅

为香港的 1ö10, 仅此一项, 每年即可节约 1 700 亿港元。这样, 香港利用机会成本, 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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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和资源专注于金融、贸易、信息等服务业的发展。近年香港服务行业迅速发展, 已转

化为专业服务中心。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 形成了目前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经济支柱换位的现状。

第三次演变: 97 年回归以后香港将呈现出双支柱产业状态, 主支柱为服务业,

辅支柱为制造业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 其经济发展已进入一

个新的时期。香港经济稳定与繁荣, 经济发展呈现双支柱产业的状态: 主支柱——服务业, 辅

支柱——制造业。

11 服务业向高级化、多元化进军, 其支柱地位更为稳固

近年来, 香港服务行业迅猛发展。一方面传统服务行业, 如金融、保险、餐饮、航运等

经久不衰; 另一方面新兴行业, 如社区服务、旅游服务、房地产服务、咨询与信息服务、电

信服务等相继崛起, 创业资本不断涌现。这充分说明香港服务业仍充满活力, 正处于大展宏

图的时期。尤其是香港地区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香港社会已达到相当富裕的水平, 1992 年

香港的 GD P 按时价计算已达 952 亿美元, 人均为 16 381 美元, 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在此情况

下, 香港未来的消费潮流趋势必然是高级化、多元化, 它必将带动服务业快速发展。回归不

仅给香港服务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国内、国际发展环境, 而且成为其向高级化、多元化进军的

历史契机。香港服务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机会, 继续保持第一支柱产业的地位。

首先,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看, 那种完全靠管

制、开放、自由吸引资金交易的金融中心正在逐渐衰落, 只有以本国强大经济基础为依据的

市场, 如纽约、伦敦、东京, 才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回归祖国进一步促进香港金融

中心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以中国雄厚经济基础为后盾, 香港金融中心无须担心来自周边金融

市场的挑战, 新加坡金融市场发展潜力和余地有限, 而上海则是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金融市场,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尚不存在代替香港的问题。香港与内地进行技术性协调, 建立

与完善债券二级市场、内地银行同业市场向香港市场延伸或内地银行同业市场把香港市场容

纳进来等, 香港会更快地成为有规模、有实力的世界级金融市场。

其次, 香港的旅游服务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表现在: 首先, 中国大陆开放度的进一

步加大对以下三个方面人士产生吸引力: 一是前来投资兴业的工商业界人士及各类侨胞; 二

是回乡探亲游览的旅外同胞; 三是慕名川古迹而来的海外游客。而这三方面人士到中国内地

来, 大多数是取道香港入境, 或以香港为基地与内地发生联系。这时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无疑

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已有资料表明, 进入 80 年代以后, 以大陆为目的地而取道香港的游

客连年大幅度增加, 到 1990 年已超过香港游客总数的 35% (其中, 仅经香港来大陆的台湾游

客年均达 100 万人次以上)。其次, 大陆到香港地区旅游的人数会剧增, 因而中国内地香港旅

游业务会迅速发展。香港本为我之领土, 然而却为他人辖治 150 年, 如今, 香港“回家”了,

哪一个炎黄子孙不想亲眼看看“家人的模样”, 感受“家人的气息”。从统计数据来看, 在 1995

年香港 1 020 万游客中, 大陆赴港游客为 22515 万人 (次) , 比 1994 年增长 16% , 占全部入

港游客总数的 21%。香港回归后大陆赴港游客每年将会迅速增长。最后, 大量海外游客来港,

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据香港旅协提供的数据, 1995 年香港游客人数比 1994 年增长了 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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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了 17%。回归对香港旅游业来说是个绝妙的“天时”, 预计香港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

将以年均 15% 和 20% 的速度增长。

最后, 在香港贸易中心、运输中心及信息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的同时, 其它服务业也会

蓬勃发展。香港回归后, 内地与香港往来的一些原有限制有所改变, 彼此合作与互通有无的

领域将向深度和广度进军, 而且大陆将会进一步利用香港在对外贸易、经验交流等方面的中

介作用, 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关系。这必将进一步促进香港商贸中心、交通运输中心、信息

中心地位的提高, 并促进香港房地产服务业、饮食服务业及其它服务业的发展, 从而提高香

港整体服务业水平, 加速实现服务业的高级化、多元化进程。因此, 服务业在香港经济发展

中的比重将会有所提高, 其主导作用强劲, 其支柱地位稳固。

21 制造业升级转型不可逆转, 其基本作用不可替代

回顾过去, 我们认为香港制造业不断萎缩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展望未来, 我们认为香

港的制造业不是无限萎缩的, 也不应让其继续萎缩下去, 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

的。从目前看, 制造业的萎缩已在金融、就业、投资环境等方面形成了潜在的危机, 如原来

曾是“全民就业”和劳动力短缺的香港, 1995 年失业率达到 313% , 就业不足率达到 212%。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地区, 香港不能没有自身的工业作为基础。单凭转口贸易和金融等

服务行业很难使香港发展成为综合型国际经济中心。为此, 香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既是一

种必需, 也是一种必然, 它将继续为香港经济的繁荣作出自己必不可少的贡献。回归后香港

制造业的远景, 将会再创辉煌, 成为香港的第二支柱产业。其原因如下:

首先, 香港与内地的生产科技合作和资源互补将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内地在科技研究、拥

有的研究设施和人才等方面实力雄厚, 但一些基础研究的成果尚未能付诸商业用途。而香港

在技术的应用和开发方面占有优势。香港和内地彼此相辅相成,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

商品, 使两地工业都能受益。近年来, 内地科研人才在香港的工业发展中起到十分积极的作

用。例如电脑收音机, 原来是外货占领香港市场, 但现在却已是香港货的天下, 目前已推销

到日本东京的零售市场。同时, 两地在管理技术、职工培训、商业信息等资源, 以及相关物

质资源的互补上将发挥出更大潜力, 拓展出更广阔的空间, 促进香港制造业的发展。

其次, 大陆将加强对香港制造业的投资, 促进其发展。从过去的 10 多年看, 在港中资企

业发展迅速, 投资额不断增加, 经营业务多元化。截至 1989 年, 中资企业在香港投资总额 100

亿美元, 成为香港最大的外来投资者。进入 90 年代以后, 中资在香港的投资又有所增加, 累

计投资总额已达到 250 亿美元, 现在这种投资还在增加。首先, 大陆对香港制造业尤其是高

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投资份量会有所增加, 以中资企业的示范作用引导香港大财团投资

高科技产业, 促使香港财团打破对高科技产品的短视观点。其次, 驻港中资企业拥有良好内

地关系和了解香港社情的综合优势, 通过中资企业可与内地企业建立技术交流、信息交流、资

金交流、产品交流的“桥梁”, 促进香港地区制造业的发展。

最后, 作为香港工业品市场的内地将进一步开放, 为香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

在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 继续推出相关政策条例中, 内地会增加对香港工业产品的开放程度,

在有关方面会给予特殊优惠, 从而扶持香港本土工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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