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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委員長作為主管香港事務的國家最高層級的領導人，十八大後首次訪港，選擇

時機並非傳統的七一回歸紀念日之類的節慶日，而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這裏面

傳遞出來的強烈訊息是中央希望香港能夠切實把握住「一帶一路」帶來的歷史機遇。 

 

如果回顧兩個月前張德江在北京會見港區人大代表時的講話，更加可以理解領導人

對香港的期望和擔憂。張德江當時明確指出：「香港的地位來源於經濟，不應將經濟

問題泛政治化」，並特別提醒香港「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一個城市的發展「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自開埠以來，正是充分把握了一次次

寶貴的經濟發展機遇，才在國際舞台上獲得了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在內地經濟形勢變

化的過程中，香港始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通過發展「轉口港」、

扮演「窗口」角色，以及作為內地企業上市和「走出去」的重要平台，香港不僅贏得

了「亞洲四小龍」的美譽，更發展成為了國際性的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 

 

傳統優勢正在下降 

 

但應該看到，隨着世界格局的變化和內地的全面開放，香港的傳統優勢正在下降。香

港作為國際貿易中介的地位已經受到很大挑戰，航運業中傳統的貨櫃碼頭業務在世

界的排名不斷下滑，面臨很大的轉型壓力。就連香港最引以為傲的金融業，競爭對手

也愈來愈多。倫敦、新加坡和台灣都在積極爭取離岸人民幣業務。雖然香港尚能保持

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但其他幾個地方的增長速度要比香港快得多。 

 

加上近年香港社會瀰漫着愈來愈濃厚的泛政治化氣氛，導致社會撕裂。在一些政治人

物不理性的處理手段下，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議題失焦，特區政府以經濟發展和改

善民生為出發點的政策常常無法順利推行，白白浪費了香港寶貴的發展時機；在社會

層面，近年更是出現了包括「佔中」、旺角暴動在內政治活動，損害了香港社會引以

為傲的法治精神。 

 

香港未來的地位是進一步提升，還是沉淪下去，取決於香港在新的時代中能否把握住

自己的機會。而香港現在又面臨一個風雲變換的時代，這個時代正在見證國際經濟與

政治格局發生的深刻變革。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一帶一路」戰略正是中國謀劃

大格局的大手筆。 



 

縱觀過去兩百年，世界政經格局發生過幾次大的變化。從一八一五年維也納體系到二

戰之前，世界格局是西方多個列強相爭的時代。二戰後的世界格局逐漸發展為東西方

陣營的對立，後來又逐漸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但隨着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

影響力已然達到了「中國牽一發世界便要動全身」的程度。 

 

然而現有世界秩序格局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崛起的現實並不匹配。中國有

責任促進世界秩序的改革並有理由爭取符合其經濟發展地位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一帶一路」戰略正是中國施展領導力，推動世界管理體系變革和開啟新時代的一次

主動作為。 

 

「一帶一路」是國家當下最宏大的發展戰略，對全國以至世界均有劃時代的意義。香

港能不能把握住這個歷史機遇，關係到香港這個「東方之珠」能不能繼續煥發光彩。

如果抱着等「餵食送禮」的心態是不可能抓住機會的，必須拿出自己的方案主動對接

國家戰略。 

 

建設「知識科技人才基地」 

 

特首梁振英曾指出香港要在「一帶一路」上扮演好「超級連繫人」。要做好「超級連

繫人」這個角色，香港現階段要先從以下四方面搭好「戲台」。 

 

首先，國家推動「一帶一路」過程中，通過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銀行、金磚銀行、

上海合作組織銀行等機構，對各國的合作項目給予資金支持。香港應積極參與這些機

構的籌組與營運，爭取將有關資金運作、市場營運的部門落戶，發揮香港專業人才與

商業服務的優勢。 

 

第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股票市場發展蓬勃，但債券市場則未成熟。將來，「一

帶一路」區域投資巨大，中國對外投資須在國際市場融資，外國要與中國合作亦有融

資需要。香港可藉此機會爭取國家支持，成為沿綫項目的中外政府、企業的主要債券

發行地，優化目前「強股票、弱債券」的金融市場，同時可以藉此拓寬在港離岸人民

幣用途，壯大市場。 

 

第三，香港企業與專業人才，國際經驗豐富，熟悉很多國家的文化、經濟、投資貿易

情況，且有廣泛的人脈網絡，可藉「一帶一路」的機會在國際市場發揮才能。然而，

過往由於缺乏資訊交流，香港人才庫沒法跟國家戰略配對起來；未來有需要就此搭建

交流機制，將國家「一帶一路」的項目庫，企業「走出去」投資意向的訊息，與香港

企業、人才在對外投資經商的經驗、可提供的服務等方面的訊息配對。 

 

最後，香港可以「外向型高科技企業」為重點，以簡便的稅制、環境吸引國際高端科

技人才，同時配合珠三角現有眾多世界級高新科技公司的產業機制，以「產、學、研」



 

合作為模式建設「知識科技人才基地」。基地未來配合「一帶一路」走出去的戰略，

將可為本港創新科技人才帶來更宏大的發展空間。 

 

張德江此次訪港，體現了國家的香港的期望。負責謀劃「一帶一路」發改委、央行、

商務部、外交部高官也會在陪同前來為香港現場解劃國家戰略。「機不可失、失不再

來」。能不能把握就看香港自己了。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