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從動態角度看香港人口政策 

作者：張志剛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全國政協委員 

文章刊載於《明報》2023 年 1 月 26 日 

 

 

曾蔭權提出要把香港建成 1000 萬人口的城市，是 2007 年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

問時提出。在他任期之內，他領導的特區政府並沒有認真跟進，相信是有其原因。 

 

港與內地融合 已非孤立的 700 萬人口市場 

 

首先，一個現代化城市應該具備什麼人口規模，其實沒有國際的標準。看看全球的

城市人口排名，排在頭 20 位的，歐洲和美國的大城市無一入圍。排在榜首的是日

本東京；日本另一城市大阪，則排第 10。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

—共佔了 8 個位置，其餘 10 位，基本上都是亞非拉國家的首府或者商業城市。香

港最喜歡與之為伍的紐約和倫敦，兩個城市的人口都在 800 多萬這個水平。所以，

硬要把香港的人口目標定在 1000 萬，那是缺乏一個科學基礎。 

 

一個城市人口太少，可能會導致缺乏經濟效益，而令商品和服務價錢偏貴。但從香

港的經驗所得，香港人口達到 600 萬時，已經體現出高度的效率。以前反對派經常

用「大白象」來批評政府的工程；惟從事實來看，公共設施推出不久，使用量即近

飽和，尤其是在內地實施改革開放之後，香港市場快速與內地融合。資金和商品具

有高度的流動性，香港市場已經成為內地市場的一個合成部分，本身早已不是一個

孤立的 700 萬人口市場。 

 

香港應該以多少人口為目標，這本來就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而在全球新的城

市群發展模式下，就更需要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紐約市本身人口只有 800 萬

左右，但它周邊還有其他關係密切、互動頻繁的城市，一同組成一個逾 2000 萬人

口的「紐約都會區」。紐約市是這個都會區的核心，但其他橫跨 4 個州的 10 多個城

市，與紐約市唇齒相依、互為依靠。這個都會區內的人口高度流動，白天在紐約市

上班工作，下班即回到都會區內其他城市生活，而這些城市各自也有不同定位及角

色，服務和功能不必過分集中於紐約。 

 

談人口規模 絕不能只看香港本身 

 

日本也有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東京所在的「東京都市圈」，包括東京

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及埼玉縣，人口達到 3800 多萬。其中「東京都區部」（也就

是東京市區）有 900 多萬人口，整個「東京都」行政區域範圍內的人口也只有 1300

多萬，三分之二的人口是住在東京都以外，共同構成東京大都會區。 



 

所以討論香港本身的人口規模，絕對不能只是看香港本身，因為與香港為鄰的內地

城市快速發展，尤其是在大灣區的規劃出台之後，灣區未來就是朝着一個城市群方

向發展，故此更沒有需要執著如「1000 萬」這樣的人口規模。相反，香港必須非

常清楚界定自己的位置，進而吸收某一些特定的人才來港，去支撐和充實這些行業

的發展。高科技是未來發展的重點，如果香港可以吸引到 5 萬個高科技專才來港，

對整個香港所起的推動能量，已經難以估量。 

 

一個城市的人口和一個國家的人口，有不同含義。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跟其國家

安全息息相關，人口可以直接或間接體現一個國家的國力。新加坡對人口政策的考

量，與香港就有着根本性的分別。新加坡以「公民」為基礎，一旦遭遇到其他國家

的軍事威脅，國民就有責任保衛國家。但香港只是以一個城市，又或者一個特別行

政區來定位，國防由中央政府負責，在研究人口規模時，那就沒有國家安全、國力

體現的考慮。放在人口政策範疇來思考的，主要都是在經濟性和社會性的考慮。 

 

香港的人口結構，是以「永久性居民」為基礎。在本質上，「永久性居民」比「國

民」和「公民」都有更大的流動性。就算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其中已經有近 100 

萬人擁有外國國籍或居留權。國家對港政策，是不承認雙重國籍，但實際上擁有外

國護照和居留權的香港永久居民，除不能擔任某些公職之外，並不影響他們的其他

權利。除非他們主動辦理放棄中國國籍的手續，否則他國護照只被視同旅遊證件。

這固然可以理解為中央政府的寬大，惟同時也是以務實的態度，去面對香港本身具

有高度流動性的人口結構。 

 

隨着英國政府單方面改變其 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政策，令到近 300 萬

於 1997 年前在香港出生的市民，可以申請 BNO 簽證到英國本土工作和生活，而

在某程度上更可以伸延到這 300 萬人於 1997 年後出生的下一代。這一舉措，令本

來已經具有高度流動性的人口更添不確定性。 

 

吸引挽留人才 只能靠香港本身條件 

 

在現行的法律下， BNO 簽證和香港永久居留權高度重疊，而且近於與生俱來，不

但不能剝奪，甚至沒有永遠自行放棄的合適法律程序。所以只從身分去討論「香港

人口」，已經無甚意義；真正能夠吸引人才留在香港、移居香港，就只能靠香港本

身的生活和發展條件。 

 

過去內地人想盡辦法來港，甚至引發幾波社會和政治事件。但時至今日，內地居民

參與香港各項移居計劃的人數並不踴躍；就算內地生來港攻讀碩士課程，之後可以

留港工作這種變相移居的安排，也只有兩成左右的內地畢業生最終成為香港永久

居民，其中更有一些取得永久居民資格之後，即回內地生活工作，不再踏足香港。

這個計劃的成效，其實已經很大程度反映了香港對內地人才還有多大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