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開新篇─香港的改革與開放

香港開新篇： 

要改革，更要開放 *

回歸 25 年，新一屆特區政府要開局，行政長官

李家超先生提出要「同為香港開新篇」。他曾在競選

政綱中強調「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解

困」，未來施政將「以結果為目標」，帶給市民「會

做事、做成事」的政府，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奠

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這確實給市民帶來耳目一新

的感覺和對未來發展新的希望，筆者認為香港要開新

篇，必須要改革，更要開放。

在當前疫情陰霾籠罩、國際局勢錯綜複雜的形

勢下，香港首先要面對防控疫情和疫後重建。但是哪

怕恢復到修例風波和疫情以前的發展局勢，難道香港

就可以高枕無憂嗎？回歸後長期困擾我們的「深層次

矛盾」和發展乏力，難道就會消失了嗎？香港有很多

內部問題持續窒礙經濟、社會和創科產業的穩定和

發展。面對鄰近地區正在大步向前，香港若不想國際

金融中心及龍頭城市地位褪色，絕不能再像以往般故

步自封，也不能僅依靠中央政府「送大禮」。香港未

 *　 本章原載於 2022年 6月 20日《香港 01》港聞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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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1 章 • 香港開新篇：要改革，更要開放

來必須尋找新角色、新定位，從而推動香港真正重新

出發。

破除既得利益團體阻撓

從高鐵事件開始，到新界東北發展，再到修例風

波，可以看到特區政府現有的諮詢架構和市民參與模

式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相比內地不斷推進改革，

香港確實欠缺改革精神。探本溯源，不僅是由於特區

政府遲遲未能下決心清除體制的弊端，社會也未能凝

聚改革共識，相關利益團體更是對改革多加阻撓。例

如，尤其是隨着英商逐漸撤離、香港本地工業企業北

上中國內地發展，本地資源高度向極少數壟斷利益集

團尤其是地產商聚集，乃至這些集團成為橫跨地產、

電訊、港口、公共交通、燃氣、電力、零售等各個領

域的巨無霸。原本的行業協會組織如香港四大商會蚍

蜉撼樹，根本無力協調其利益。

更為嚴重的是，不少壟斷利益集團更擁有自己

的傳媒機構為自己發聲，建立智庫廣納英才，以資本

撬動話語槓桿，甚至資助政黨在立法機構制定遊戲

規則，左右特區政府施政。早在回歸前中英博弈的

特殊歷史時機中，壟斷商業集團的高層更跳過政府，

走「高層路線」進入中國內地的各級人大、政協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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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新篇─香港的改革與開放

治機構，並任職至今。可以說，今日港資壟斷商業集

團能量之大，影響力之深，早已非港英時代的怡和、

和記、太古等大洋行所能比擬。由於「有錢賺、有工

開、有飯吃、有房住」不再是香港民眾的必然，而且

在「餅」不斷縮水的時代，壟斷商業集團繼續對各行

業寸土必爭，鯨吞蠶食，中小企業失去立足之地，普

通民眾的發展空間愈來愈狹窄。難見出頭之日的民眾

對「官商勾結」愈趨難以容忍，特區政府的管治地位

開始動搖，管治危機初現。愈來愈多人開始要求特區

政府應當更加為民作主，改善乃至更改「大市場，

小政府」的管治模式，建立如歐美發達國家那樣在醫

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着重公平的高福利社會，

以保障民眾生活富足。1

結果就是香港改革延緩，社會、經濟、創科發

展都無法向前推進。那麼，該如何推動香港進行改革

呢？筆者認為，需要通過開放，以開放促進創新，以

創新倒逼改革。

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推動香港對外開放，

就是向全球尋找新的市場、技術、資本和管理等領域

的合作，通過引進新元素，與香港當前既有資源相結

合，帶來新的驅動力，打破舊有的秩序。

 1. 梁海明：《透視香港的「問題」人群》，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2020年 2月 25

日。https://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86445?archive （2022年 6月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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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1 章 • 香港開新篇：要改革，更要開放

況且，對香港而言，開放、改革並不是什麼新

鮮事物。上世紀 70 年代，時任港督麥理浩實施了一

系列對外開放的政策。麥理浩一方面向國際社會開放

金融業和工業，包括先後撤銷外匯管制、黃金交易

管制，取消自 1965 年以來停止向外資銀行發放牌照

的規定，又取消外幣存款利息預扣稅，以及降低港元

存款利息預扣稅等放寬外資銀行赴港開業的措施，以

此吸引美資、英資金融機構前往香港投資。為了提升

香港的工業技術水平，麥理浩還設立工業投資促進委

員會，以此吸引外資前來香港投資工業。2較少為人提

 2. 梁可欣編：《最後六任港督的聲音》（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頁 89。

圖 1.1　1970年代的香港在麥理浩治下高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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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新篇─香港的改革與開放

及的是，麥理浩其實也重視向中國內地開放，他在

1979 年應邀訪問北京等地，成為二戰後首位官式訪

問中國的港督，改善了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關係，並進

一步促進了兩地的交流與合作。

麥理浩對外開放，對內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最令外界記憶猶新的是，他在任內實施了十年建屋計

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推行九年免費教

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等重要改革措施。

麥理浩的開放、改革措施，並沒有引來「鯊魚」，而

是引來「鯰魚」，並產生「鯰魚效應」，通過內外部的

創新、改革，令香港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

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日後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

際大都會，奠定重要的基礎。

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要開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

提出要「同為香港開新篇」，並強調未來施政將「以

結果為目標」，帶給市民「會做事、做成事」的政府。

跳出「歐美化」國際視野

筆者認為，新一屆特區政府，在中央和新一屆立

法會的支持下，絕對可以比當年的麥理浩做得更好。

香港應該向國際社會進一步開放，也向中國內地進一

步開放，同時向人才開放，並在香港內部增強開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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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1 章 • 香港開新篇：要改革，更要開放

態、凝聚開放共識，無懼「引狼入室」，更要「與狼

共舞」，促使香港突破改革樽頸，推動香港再出發。

其一，在向國際社會進一步開放方面，香港應進

一步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開放。

過去，作為國際城市的香港，其國際化實際為

「歐美化」，多數港人對世界的認知僅僅集中於歐、

美、日及中東地區的少數幾國，且僅僅對上述國家中

能影響股市、匯市波動的事興致勃勃，沒有興趣全

面、深入到經濟、文化、社會及傳統等各個領域中

去。對其他的國家，港人往往興味索然，未能及時捕

捉到眾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日新月異的變化，令

香港喪失了不少發展機遇。當前，隨着世界經濟深刻

調整，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波

折，全球經貿秩序將面臨重大轉變，再加上中美關係

每況愈下，香港如繼續只重視「歐美化」，優勢將轉

為劣勢。

對此，香港可以把更多目光投向國際組織

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從中挖掘新機遇。除了

應盡快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 e g i o n a 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加強和

東盟國家的經貿、文化和教育等領域的合作，也可以

作為日韓企業進入大灣區的主要平台和跳板。同時，

香港應該改變出入境政策，對於 RCEP 國家主動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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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開新篇─香港的改革與開放

多種簽證，歡迎他們來港營商、投資、就學及通過香

港進入內地。

擴大對內地專業開放

其二，在向中國內地進一步開放方面，香港應向

內地開放醫療、教育等更多專業行業。

中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不少行業發展已經達到

甚至超過國際水平。儘管香港的經濟與內地企業和市

場關聯緊密，但與此同時，本地行業對內地的抗拒、

封閉心態也異常強勢，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累及自身

發展。以醫療行業為例，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內地醫

護原本可更大力援助香港，卻被本地醫療界視為洪水

猛獸；內地廉價的檢測資源和試劑，也一度被不同利

益集團極力抗拒，甚至橫加詆毀。到了第五波疫情嚴

重，在《緊急法》授權下，才接受一批內地派出的醫

護隊伍，而這些醫護對香港的疫情防控作出了很大的

貢獻。事實上，中國醫護人員曾對逾百個國家及世衞

組織、非洲聯盟等國際組織提供過緊急援助，其醫療

水平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內地的試劑，更是

早已在數億人的龐大樣本中被證實效用。況且，數十

萬名在內地工作、生活的港人，也已習慣於內地接受

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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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 1 章 • 香港開新篇：要改革，更要開放

讓筆者感到欣慰的是，《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

條例》通過後，持認可醫學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

如符合相關條件可申請特別註冊途徑來港，於公營醫

療機構（即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

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擔任醫生工作，並在服務一定年

期、取得認可專科資格及通過評核後獲得正式註冊在

港執業行醫。這是一個進步，但第一批公佈的 27 個

大學全部都是西方國家的大學，直至第二批名單才僅

有上海復旦大學入選，但其入選的課程亦是培訓國際

學生為主。而且計劃只限香港永久居民在外地培訓也

不理想。想想看，培養一個醫生要投入多少資源？如

果有內地甚至外國居民願意來香港做醫生，是對香港

圖 1.2　�2022年 3月，香港新冠疫情嚴重，行政長官抗疫記者會宣佈接受
一批內地派出的醫護隊伍，協助防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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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貢獻，根本應該把醫生列入專才優才計劃，讓香港

市民能夠享受到與這個城市匹配的醫生數量。

開放教育行業的意義則更為深遠。2021 年筆者

在全國人大提出的「爭取內地機構來港興辦中小學校

建議」，得到了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積極回饋。要引進

內地學制的中學，就需要引進內地的教育機構、人才

來港辦學、任教。2022年筆者再提出「關於鼓勵國家

頂尖高校在香港設立校區的建議」，早期可以先集中

設研究生院和研究院，也可以與相關大學的大灣區校

區聯合起來，讓學生可以在兩地修學分。同時建議特

區政府放寬私立大學對於境外本科學生限制的上限，

鼓勵大學針對東盟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招生。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政府缺乏吸引人才的政

策，即使推出「專才」、「優才」計劃吸引全球人才，

但實際上門檻甚高。

廣納全球優才追尋「香港夢」

其三，香港特區政府要加大對人才的開放政策。

長期以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政府不僅缺

乏吸引人才的政策，甚至存有不少「反人才」政策。

特區政府早期的入境條例，是以不影響本地就業為前

提，從而盡量刁難到香港工作的人才。雖然其後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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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逐漸改善這些「反人才」政策，推出「專才」、

「優才」計劃以吸引全球人才，但實際上門檻甚高。

直到 2018 年，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人才清單」，才

第一次提出在某些緊缺專業領域，可以毋須在來港

定居前，先獲得香港本地僱主聘任，但每年也僅有

1,000個名額可供申請。

反觀美國，在上一任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前，每

年都發放 85,000 萬個 H-1B 簽證，供全球人才申請。

其中 20,000 個簽證是給持有碩士或以上學位的人才

申請，其餘的則只需持有本科學位即可。事實上，要

發展經濟、創新產業，僅靠博士和博士後人才並不足

夠，同時也需大量來自全球的本科、碩士學位人才。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地區，無論大小，其人才儲備基

本都來源於國民，但美國的人才政策則可以從全世界

60 億的人口中，招募各類優秀人才為其所用，從而

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科技強國。

歐洲同樣有此類優秀案例，在丹麥和瑞典的交界

處、由厄勒海峽大橋連接在一起的「厄勒地區」，有

來自兩岸的九所大學，16.5 萬學生和 12,000 名研究

人員在此建立了聯繫、合作。大量研究項目得以跨越

地區界限，以更低廉的成本和更豐富的人力資源來開

展，瑞典不但獲得直通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新通道，

丹麥的哥本哈根機場作為北歐國家中最繁忙的國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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