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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省市的一把手，他們其中一個最重要任務就是招商引資。各省市最希望當然是

取得中央給予的支持政策；但就算得到這些政策，也要為外來投資提供有利環境，

甚至把中央給予的有利政策再進一步提升整合，優化其競爭力。他們的概念都是一

致，簡而言之就是「築巢引鳳」：把有利投資的硬件和軟件都首先做好，有了這些

條件，再配合積極的招商計劃，吸引有前景的投資後，其他相關資源就蜂擁而至。 

 

去年與一位曾在西部地區主政的省部級官員座談，個人向他請教，西部地區投資條

件相對落後，他用什麼辦法可在短短 10 多年間，就發展成一個電子產品生產基地：

最高產值時，全世界每賣出 3 部筆記本電腦，就有 1 部是由中國西部地區生產。 

 

這位先生講述這些經歷時，只是輕描淡寫。首先，中央對西部開發有一套完整政策，

這些政策對外資有很大吸引力。他當年就召集全球四大筆記本電腦生產商，向他們

解釋，這些政策下可給予他們最大限度的優惠條件，再聽取外商意見和要求。當時

這些電腦生產商對那些優惠政策也很滿意，就只是關注如何把產品運往世界各地。

地方政府建議加強長江到上海的江運效率，及完善西部機場飛機貨運這兩大物流

渠道；第三招就是開建中歐班列，把電子產品由重慶以鐵路運往歐洲。有了海陸空

三路物流措施後，四大電腦生產商就成功落戶。 

 

當時個人好奇追問：電腦零部件繁雜眾多，西部地區如何可同時吸引這麼多企業一

同進駐西部地區。這位先生的答案也是簡簡單單一句：四大電腦生產商落戶的消息

一出，所有零部件生產商、貿易商馬上聞風而至，緊貼大企業進駐重慶和西部其他

地區；政府構成了有利條件，之後就可把後續工作交給市場；市場無形之手接力後，

就把全國資源指向西部地區，人才算是最有價值的資源，也從中國各省移入重慶和

周邊的西部地區。 

 

人才跟着機會走 

 

周前本欄介紹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時，就特別指出對東北地區最大威脅的是人口流

失，尤其是年輕工作人口離開原居地。這些人流向何方？那當然是發展機會多的地

區。以前有一句順口溜：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廣東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投

資機會最多，就業機會也最多，想發財的都湧到廣東。看看廣東和深圳的戶籍人口

與常住人口之間有巨額差距（圖 1），那就可知道有多少外省人士沒有取得廣東戶

籍，但都到廣東發財。 



 

 
 

剛才提到的西部地區，就以重慶為例：2005 年人口只有 2800 萬，到去年底人口升

到近 3200 萬，升幅達 14%。而另一個西南地區省份貴州，2000 年人口有 3756 萬，

之後一直下跌，到 2010 年不足 3500 萬；但後來中央政策支持數據中心落戶貴州，

連帶相關的數字科技產業也興旺起來，人口馬上止跌回升，到 2023 年就升到 3865

萬，比 2010 年升了 11%。若只看省會貴陽，那升幅更驚人：用去年人口 640 萬計

算，比 2000 年 337 萬人升了足足九成（圖 2）。原因就是得力於數據中心和數字經

濟帶動，人才跟着機會走。 

 

 



 

討論人口政策前 更重要是制訂產業政策 

 

所以討論人口政策，不能只看人口。事實上，沒有一個客觀指標確認一個城市的最

理想規模。另外兩個金融中心紐約和倫敦，人口也是在 800 萬到 900 萬之間；就算

與國家相比，瑞士人口 870 萬左右，新加坡不足 600 萬，但都幹得有聲有色，因為

人才都是用得其所，人口不必多，足夠支撐這個地方的核心產業即可。所以在討論

香港人口政策前，更重要的是制訂本港產業政策：我們要發展哪些核心產業、這些

產業的定位是否合適、它們的競爭力是否足夠，之後才輪到人口政策和輸入人才的

政策。「十四五」規劃就香港提出「八大中心」，另外教育和醫療也可發展成為樞紐。

建構好這些中心和樞紐的核心競爭力，人才自然到位。 

 

正如上周本欄解釋，香港對商業人才入境工作的條件並不嚴苛，走既定程序而已。

而這些程序甚至可進一步放鬆。「高才通」和其他輸入專才計劃的最大分別，就是

「高才通」可先來港，再找工作；其他的就要先有聘用證明，再取得居留簽注。但

就算次序互易，最終還是要找到工作。所以產業政策應該先行，築巢引鳳之後，自

然水到渠成。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