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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0 年上海世博專題新聞發佈會上，上海市環保局局長張全向傳媒介紹世

博的綠色工作。 

 

 
(圖 2) 2011 年上海文化月，文化中心外的大型海報。 

  



 

 
(圖 3) 2012 年上海律師參政議政新聞發佈會上，人大代表金永紅律師回答記者提

問，包括涉及律師行業和民生的熱點問題。 

  

 

 

 
(圖 4) 2012 年美國台裔籃球員林書豪抵達上海，不少球迷到來支持。 

 

  



 

 
(圖 5) 外號「金蛋」的香港科學園地標於 2010 年正式命名為「高錕會議中心」，

向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先生致敬。 

 

 
(圖 6) 新政府總部於 2011 年 8 月開始逐步投入使用。 



 

 

(圖 7) 2012 年梁振英成功當選香港特首。 

 

 

(圖 8) 香港單車手李慧詩在 2012 倫敦奧運女子場地單車凱林賽勇奪銅牌，為香

港奪得歷來第三面奧運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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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所長的話 

本刊的出版，見證了由復旦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的滬港發展聯合研究

所已經進入了第十三個年頭。在 2010 到 2012 三年間，滬港合作隨著「十二五規

劃」進入了另一個新紀元，香港以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作定位，而上海的目

標則定為全球在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此規劃使兩地須要更多溝通和互相合作，透

過人民幣國際化為滬港兩地帶來雙贏。這段期間，滬港研究所亦配合經濟發展形

勢，優化了未來五年的工作藍圖，務求以嶄新的視野和展望，繼續加強復旦大學

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合作，為兩地的發展作出貢獻。 

上海自由貿易區於 2013 年秋啟動，帶領中國新一波的改革開放，亦為滬港

的競爭合作帶來新的挑戰。上海自貿區的啟動，屬於下一期《滬港年刋》的範疇。

至於本期年刋，則集中論述滬港雙城於 2010 至 2012 年間的發展。 

上海世界博覽會於 2010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在中國上海順利舉行，此

世博會共有 256 個國家參加，吸引了超過 7308 萬來至世界各地的遊客參觀。是

次世博是史上投資金額最大的一次，見證著上海舉辦大型活動的能力和城市發展

的質素己逹世界級水平。另外，滬寧城際鐵路亦正式於 2010 年通車，標誌著上

海鐵路真正進入高速鐵路時代。這些經濟活動為 2010 年的上海帶來了 15%的經

濟增長。 

香港在 2010 的經濟發展亦不遑多讓。香港於 2010 年的出口強勁，其中三

月份的總出口量比去年同期上升 32.1%，數量驚人。香港全年的失業率回落至

4.2%，為金融海嘯以來新低，實際經濟增長逹 6.8%，見證經濟有復甦跡象。令

人鼓舞的是標準普爾在 2010 年上調香港長期信貸評級，由以往的「AA+」調整

到最高的「AAA」級別，顯示香港的金融發展穩健，進一步確立其「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 

2011 年，上海維持高質素經濟發展，上海市全年生產總值上升 8.2%，但固

定資產投資錄得負增長，證明上海成功減少依賴重工業和房地產，朝向第三產業

的經濟發展，同時間上海的跨境人民幣結算量突破 3300 億美元。此外，青草沙

水源地原水工程完工、京滬高鐵亦通車，第十四屆國際泳聯世界錦標賽成功於上

海舉辦，引證著上海於此年邁向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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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的香港在經濟上創出不少新里程碑。香港全年出口繼續強勁，總出

口量上升 10.1%，全年實際經濟增長逹 4.9%，失業率繼續回落到 3.3%新低水平。

此外，特區政府在 2011 推出不少經濟措施，例如向每位香港居民派發 6000 港元

以還富於民，定立最低工資為時薪 28 港元和推出通脹掛鈎債卷（iBond），這些

措施分別得到不少香港居民支持。除此之外，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11

的報告指出香港的競爭力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而世界經濟論壇（WEF）亦

評定香港的金融發展指數由 2010 年第四位升至 2011 年第一位，可見 2011 年是

香港經濟發展上收獲豐盛的一年。 

兩地的發展在 2012 年都面對新一輪的考驗。上海市在 2012 年的生產總值

為 20100 億人民幣，經濟增長放緩至 7.5%。但對外貿易的發展表現還是當相可

觀，上海簽訂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金額逹 223 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到位金額

逹 152 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分別上升 11.1%和 20.5%。另外，台灣在大陸的第一

個經貿辦事機構，台灣貿易中心上海代表處，正式於 12 月 18 日在上海成立，標

誌著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順利發展。 

香港於 2012 年的經濟增長則回落到 1.5%的水平，通脹繼續維持高水平，

港府在經濟政策上面對不少新挑戰，但在其他經濟領域上則有不同的成就。美國

傳統基金會發表的《經濟自由指數》指香港 18 年來一直保持全球經濟最自由的

地位，而英國《經濟學人》的「全球最宜居城市」報告中，香港更首次奪得首位，

報告指除了經濟發展外，香港的綠色空間比率和效野公園數量是香港宜居的關鍵。

另外，香港人民幣存款量在 2012 年持續下跌，反映人民幣在港已由屯積變為雙

向流動的時代，顯示香港正向著全球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的目標邁進。 

在過去一年，滬港所的工作亦一直進行。第十一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

會已於 2012 年底在上海順利舉行，在未來的日子，本研究所將會邁進一個新方

向，重點打造更高層次的滬港發展論壇和建設滬港發展研究團隊。 

在此，本會感謝各政界、商界和學界對滬港發展所作的貢獻，並希望復旦

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兩校繼續雙劍合壁，為滬港合作雙贏之路作出深入的分析，

提出獨到的見解和詳盡的建議。 

 

陳詩一  宋恩榮 

201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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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簡介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成立於 2001 年 1 月，透過舉辦各種學術活動及出版不同類

型刊物，冀能達到以下 4 項目標： 

 

 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聯合研究重大戰略性、前膽性、緊迫性課題，以科

學的方法和態度，及新觀點和新視野，向政府部門和企業機構等提供政策

性建議，為地區和國家整體謀求更大的福利，提升大學對政府決策的影響

力。 

 提高復旦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這兩所綜合性大學的研究水準，進一步發揮

兩校在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方式和成長環境方面的典範作用，積累大學服務

社會的經驗。 

 利用聯合研究所這樣的民間智囊組織和多學科聯合攻關機制，將專業研究

和綜合研究相結合，為上海和香港經濟持續繁榮和社會和諧進步作出貢

獻。  

 立足於上海、香港這兩個國際大都市，聯合研究長三角、珠三角這兩個大

型城市群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基本經驗、問題和未來走向，借

鑒國際上先進城市和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的經驗，拓展和深化區域研究，為

城市群的持續發展與高效治理，提供理論和經驗支援。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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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委員會成員 

顧問委員會主席 

楊玉良 

復旦大學校長、 

中科院院士 

沈祖堯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 

 

管理委員會 

主任 

林尚立 

復旦大學副校長、長江學者特聘教

授 

鄭振耀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委員 

陳詩一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宋恩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朱疇文 

復旦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暨

外事處處長 

黃  詠 

香港中文大學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

處長 

 

學術委員會成員 

主任 

劉遵義 

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

學講座教授、中投國際（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長 

張  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長

江學者特聘教授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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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范博宏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及財務系教授 

黃德尊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姜義華 

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李少南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教授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學

講座教授 

廖柏偉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所

長、經濟學講座教授 

莫理斯 

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諾貝

爾經濟學獎得獎人 

彭希哲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

長、教授 

孫立堅 

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孫笑俠 

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 

王紹光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

任、講座教授 

吳心伯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

長，教授 

徐以汎 

復旦大學上海物流研究所所長、教

授 

袁志剛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張俊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研究所架構 

現任所長  

陳詩一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宋恩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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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所長 

錢世正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杜巨瀾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 

沈建法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源管理學系

教授 

 

 

辦公室主任  

 

辦公室副主任  

 

  

張怡 

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學術服務中

心主任 

 

莊輝 

復旦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項目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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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研究專題 

 中國加盟世界貿易組織與滬港發展 

 中國西部開發與滬港發展 

 滬港文化的連繫、互動和發展 

 中國教育改革與人力資源開發 

 

未來五年預計之成果 

I. 建立政策諮詢系列產品 

產品包括年刊、 政策報告、 論文、 研究文集(或專論)、網站及資料

庫等, 為滬港兩地政府和中央提供資政報告, 並為兩地社會和企業提

供諮詢服務。 

II. 品牌性打造“滬港發展論壇” 

滬港所計劃重點打造高層次的“滬港發展論壇”, 一年一度於香港和

上海輪流舉辨, 通過發佈年度研究主題報告和發展思路思想交流, 將

該論壇打造成滬港兩地政界、  業界和學界高端交流研討的品牌論

壇。  

III. 通過「上海論壇」推動國際精英關注滬港發展  

目前「上海論壇」為綜合性論壇, 並不專門關注滬港兩地發展。滬港

所將推動每年一度的「上海論壇」, 設立專門討論滬港發展的分論壇, 

通過薈萃學界、 政界、 商界三方精英的「上海論壇」, 推動國際精

英關注滬港發展。 

IV. 建設滬港發展研究團隊, 打造國際性的智庫 

高質量的研究和政策諮詢報告要靠扎實的基礎研究和國際精英的交

流。 滬港所將薈萃兩地的專家學者, 建設滬港研究團隊, 並通過國際

性的會議, 例如「上海論壇」及「滬港發展論壇」, 建設國際性的交

流平台, 打造國際性的智庫。 

  

研究方向與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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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於香港舉辦題為「入世後中華經濟圈的機遇與挑戰」之研討會，專

書於 2002 年出版。 

 2002 年於昆明舉行題為「中國西部開發與周邊國家」之研討會，專書於

2003 年出版。 

 2003 年在香港舉行題為「滬港雙城之文化交流與互動」之研討會，專書於

2005 年出版。 

 2004 年在上海舉行關於教育改革與人力資源開發的會議，論文於中大教育

期刋刋登。 

 2005-2007 年，每年舉辦《滬港發展趨勢論壇》，並於會後出版專書。 

 2008 年在上海舉行第九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 

 2009 年在香港舉行第十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 

 2012 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第十一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 

 

  

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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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報告 

第十一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 

2012 年 12 月 15-16 日，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港中大-復旦）聯合復旦大學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和復旦大學可持續發展政策實驗室在復旦大學

召開了主題為“滬港發展與中國未來可持續增長”的年度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

學者結合歐美經濟復蘇乏力和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背景，對上海和香港如何競合

發展、長三角和珠三角如何實施區域協調發展，以及中國經濟如何切實提高增長

品質以獲得未來發展的可持續性等熱點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為期兩天的學術研討會主要分三個版塊進行。第一部分由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院長劉志彪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李宏彬教授、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副院

長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

管理學系沈建法教授進行本研討會主題的主旨演講；第二部分由十多位專家學者

從不同的視角對滬港聯合發展和長三角珠三角區域協調發展進行圓桌討論；第三

部分則是對城市經濟、區域經濟和我國可持續發展主題進行學術專題研討。 

劉志彪教授演講的題目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經濟全球化戰略升級”，主

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關於中國需要從第一輪出口導向型全球化向新一輪

擴大內需全球化轉型的基本背景和前提，二是對這兩輪全球化的認識和比較分析，

三是新一輪全球化對滬港甚至長三角珠三角發展的影響以及相應的政策建議。中

國是世界第一輪全球化當中最大的受益者，但在第二輪全球化的戰略必需轉變成

首先從全球價值鏈轉換為國內的價值鏈，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通過開放，形成全球

化的創新鏈。但是在全球價值鏈條件下，中國被發達國家鎖定在低端，升級非常

困難。剛好香港是一個全球創新城市，也可以在大陸充當全球創新鏈的主體，在

中國整個擴大內需中抓住這個機遇。 

李宏彬教授演講的題目是“人口挑戰與經濟發展”，他從各國的人口演化特

徵和人口轉型的視角來討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對於上海、香港來說，兩個

城市面臨同樣的問題：生育率低、人口老化，其中北京、上海出生率都低於香港。

他指出在制定政策時有三個很重要的考慮方向：創新、人才、教育。創新方面，

最重要是如何保護和激勵企業家、個人去創新，因為世界上主要的創新不是大企

業研發，而是由中小企業做出來的。人才方面，上海、香港面臨的全球人才競爭，

一定要有好政策吸引人才。教育方面，他認為現在的教育不能培養出創新人才，

或者人才的創新、批判性思維、好奇心都在小學、中學被扼殺了，創造出是一模

一樣思想的人，不光是上海、北京、香港，可能整個大中華地區都有這樣的問題，

如何改變我們教育，培養獨立思考創新人才成了非常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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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教授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與上海的定位”，他從需求

驅動還是供給驅動、短期波動和長期潛在增長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

經濟學家在進行跨國比較的時候，比如一個國家的消費占比，他提出採用印度大

學一個基於購買力評價來公佈的一個跨國資料庫世界表格：佩恩表，因為該表格

是用 PPP（購買力）來評價。2010 年中國官方公佈的消費率只有 47.4%，而如果

改為以佩恩表算則是是 61%，如果跟東亞很多經濟區比較的話，例如亞洲四小龍，

在他們高速發展的階段，消費率基本也是 60%左右。如果看 20 年前的情況，中

國消費率大概 58.9，而官方資料是 62.5%，即 20 年前也大約是 60%，表示中國

的消費力在20年裡面沒有大的變化，這個60%跟四小龍在當年的水準差不多的。

由此，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增長的表現，增長的源泉還是由快速的資本積累、

技術進步、持續的結構變化的結果導致的結構效應，這三個才是真正的解讀中國

經濟快速增長 20 年的原因。現在的解讀更多偏向總需求、出口、消費、投資怎

麼樣，其實那個只是非常短期的情況。張教授總結時指出，中國經濟如果能夠把

握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發展機遇，總體上經濟平穩發展還是有保障的。 

沈建法教授演講的題目是“香港的城市發展與人口問題”，他主要介紹了香

港的人口基本特徵，香港 97 年回歸，96 年底人口 644 萬，經過 15 年以後，人

口大概增加了 60 萬左右，是緩慢的增長。香港人的平均壽命是世界最長，而生

育率是全球最低的，是兩極化的情況。香港在 60、70 年代出生率比較高，人口

增長得很快，而近年出生率下降，以致年齡中位數慢慢上升，年齡大的人在增長，

小孩的數目在下降，而且下降非常快，說明人口存在很大的危機。那麼將來香港

應該怎麼應對人口問題？他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順利地把生育率提高，因

為養小孩成本上升，人民不敢生育，新加坡等國家的鼓勵生育措施亦未能把生育

率提高至理想水平。要有效提高出生率，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用移民的方式。現

在很多西方國家也在考慮吸納更多移民，他們認為將來中國是他們的依靠對象，

加拿大特別是對中國人口有興趣。香港如果生育率不能提高到 2.1，肯定是需要

移民進來的。 

錢世政教授、周偉林教授、張學良研究員、陳詩一教授等近二十位專家學者

也從不同的視角對滬港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進行了演講。整個研討會氣氛熱烈、

互動頻繁、觀點激蕩，不少報刊媒體包括新華 08 網、人民網、國際金融報等都

進行了相關報導，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達到了預期研討目標。滬港發展聯合

研究所陳詩一所長、錢世政副所長和沈建法副所長分別主持了研討會。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報告  11 

 

 

 

  



滬港年刊 2010-2012  12 

  

滬港前瞻 

 

關於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幾點建議 

陳詩一 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聯席所長 

 

2020 年上海市全面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是中央政府立

足全域作出的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國家戰略決策，而金融中心建設可謂四

個中心建設中的核心環節。其實，自從上個世紀 90 年代初對上海浦東進行開發

之時，中央就已經決定將上海發展成為幫助中國重歸世界強國之林的金融跳板，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金融業目前已經成為了上海的核心產業，為上海總體商業

環境吸引力作出了重要貢獻。 

2011 年倫敦金融城公佈的“第九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對全球 75 個城市

作為金融中心所具備的競爭力比較顯示，上海排在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之

後，和東京並列第 5（2007 年上海排名第 24）。前 6 大金融中心中有 4 個中心

來自亞洲，這表明了世界經濟實力繼續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的事實，上海的重要性

尤其得到提升，這也表現為在所有被調查城市中，只有上海市位居所有分類指數

的前 10 位。作為中國的主要資本市場，上海承擔著國內全部融資的大約四分之

一。2010 年，上海證交所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三，上市公司市值位列全球第六，

銀行間市場債券託管餘額位居全球第五。上海期貨交易成交合約數量位居全球第

二，並成為全球三大有色金屬特別是銅的全球定價中心之一。上海黃金交易所黃

金現貨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一。2012 年 1 月底國家發改委與上海市政府聯合制定

並發佈了《“十二五”時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規劃》，標誌著上海建設國際

金融中心的步伐開始加快。 

然而，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上述資料還只是總量成績和硬體成就，是

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前期相對容易摘取的低懸果實，離建成名副其實的國際中心還

有巨大差距。比如，與全球領先的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占全球金融市場的比重大

大落後於實體經濟比重，上海浦東金融中心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還遠遠沒有達

到倫敦金融城或者紐約曼哈頓的那種密集程度。上海期貨市場一些品種交易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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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居於全球前列，但參與者仍以國內為主，市場比較封閉，其國際影響與其全球

排名尚不相稱，離成為國際定價中心還有很大距離。上海金融人才也十分缺乏。

據統計，目前紐約擁有 77 萬金融人才，倫敦在 25 至 30 萬左右，香港則有 35 萬

人，而上海目前只有十幾萬。世界上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10％以上的人口從事

金融業，目前上海只有 1％的比率。上海金融人才隊伍的結構也不均衡，60%集

中在銀行，13%集中在證券，10%分佈在保險。發達國家直接融資比例高達 50-70%，

中國只有 20%左右，上海情況雖然稍好，但以間接融資為主的結構仍急需改觀。 

為此，我們認為，在“十二五”規劃期間，上海應該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來

大力建設國際金融中心。 

一、完善金融市場，打造金融自由和金融監管的雙輪驅動機制 

上海目前處於金融市場發展前期階段，自由比監管相對更為重要，金融自

由伴隨而來的是創新活動，這是金融市場發展壯大的生命力所在。因此，上海在

現階段要有建設金融自由環境的魄力，充分發展由各種金融產品、金融機構和金

融創新所代表的市場力量，在逐步放鬆金融監管以刺激金融創新的過程中，加強

金融監管對金融創新的引領與拓展，努力打造“創新→監管→創新”的雙輪驅動螺

旋式上升機制。 

二、發展貨幣市場，提升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上海定價權 

沒有一個國際性的貨幣，就沒有國際性的金融中心。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

基本限制了中國市場所發出的價格信號在更廣泛國際市場的傳播，極大降低了國

際金融體系的上海定價權和話語權。為此，要根據發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確定的規

劃，到 2015 年首先基本確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幣產品交易、創新、管理、定價

和清算中心地位，上海未來應該成為人民幣走出去的橋頭堡，這是上海成為全球

國際金融中心的首要前提。 

三、培育和吸引金融人才，使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人才聚集地 

無論是金融創新還是高水準的金融監管，都離不開高端的金融人才隊伍。

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能夠長期維持其地位的重要基礎條件就是大量集聚的專業

人才。上海金融人才隊伍建設雖然有了可喜的進步，但是其聚集度離建設國際金

融中心還有很大差距。因此，加強金融人才的培養和引進應該成為上海人才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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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當務之急。上海市已經規劃，到 2015 年，上海金融從業人員力爭達到 32

萬人左右，使得國際化高端金融人才和新興金融領域的人才明顯增加，讓上海逐

步成為國際金融人才聚集地。 

四、爭取國家金融立法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支援 

由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先於全國市場，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也先發生，

對立法的需求往往也先於全國，但上海享有的地方立法權有限，在金融市場立法

上自主權較小。因此，上海要發揮金融市場集聚和金融實踐活躍的優勢，加強金

融立法的理論和實踐研究，積極向中央政府要政策，在金融市場建設方面爭取一

些特別政策。這是因為，不同於紐約和倫敦市場主導型中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和新興中心香港和新加坡一樣屬於政府主導型，即通過人為設計而使金融市場超

前產生並發揮對經濟發展的先導作用，因此，單憑上海地方立法遠遠不夠，應該

爭取國家金融立法予以合理法制支持，以解決金融創新中面臨的制度障礙。在這

種框架下，國家立法必須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闖出一條新的路徑來。可喜的

是，2013 年 7 月初，國務院通過了上海關於成立自由貿易園區的方案，金融自

由化是其中最重要改革創新內容，這必將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起到極大的推

動作用。 

五、上海和香港：建設各具特色、互為補充的國際金融中心 

最後還要強調的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應體現區域特色。以上海和

香港為例，香港已經吸引了超過 3800 家跨國企業設立地區總部，是目前上海的

10 倍之多，85%的大陸對外直接投資通過香港離岸金融中心而非上海流向最終投

資目的地。香港顯然有比上海更有優勢的地方，上海應該學其所長，但是不應該

採取簡單競爭姿態和重複建設方法。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最近的研究

發現，上海和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實具有強烈的行業和地域集群性，這暗示

了這兩個金融中心之間更為互補而非競爭性的關係。因此，上海今後應該針對區

域職能專業化來提升自己的地位，努力通過改善企業經營容易程度來提高相對優

勢，在協調發展中提升各自地位。上海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一個繁榮發展的中國

的雄心，上海當發奮自強，以其區域中心的影響力為全國其他城市探索出未來的

發展模式，做好中國雁陣經濟發展的領頭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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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業的優勢與人民幣國際化 

宋恩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教授、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聯席所長 

 

香港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便開始發展成為國際金融心中心。倫敦金融城自

2007 年開始編制的全球金融指數(GFCI)，評價世界約八十個金融中心的實力。根

據此指數，香港在全球的金融中心一直位列第三或第四，與新加坡不相伯仲，僅

次於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倫敦和紐約。 

2008 年底世界金融海嘯以後，歐美經濟大受打擊，中國與亞洲區經濟卻繼

續快速增長。中國與亞洲區的金融中心的評分因此大幅躍升。從 GFCI 2009 年 3

月的調查到 2011 年 9 月的調查，香港的評分躍升了 86 分，上海的評分更躍升了

141 分。香港的評分直逼倫敦和紐約，與排名第一的倫敦祇差 4 分，與排名第二

的紐約祇差 3 分，不少國際傳媒都認為香港可與紐約和倫教並列為世界三個「環

球金融中心」之一。上海的排名更從第 35 位躍升至第五位。 

不過自 2012 年開始，中國地方債務的問題開始浮現，從 2011年 9 月到 2013

年 3 月，上海和北京的評分都明顯下降。上海的評分下降了 50 分，其排名從第

5 位下跌至 24 位，北京的評分下降了 33 分，其排名從第 19 位下跌至 58 位，在

同期間，香港的評分祇微跌 9 分，仍然維持全球第三的排名。香港評分與排名穩

定，說明香港是個較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 

在眾多國際金融中心的排名中，香港總是名列前茅，在世界經濟論壇(WEF)

金融發展報名的排名，更從 2010 年的全球第四位躍升至 2011 及 2012 年連續兩

年的全球首位。眾多國際金融中心的排名，都證實香港在金融業有巨大的優勢。 

中央也倚重香港金融業的優勢來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國家於 2011 年公佈的

「十二五」規劃，首次將香港和澳門區特區的內容單獨成章(《專章》)，重點有

三： 

(一) 支持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地位，包括發

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二) 支持香港發展六項優勢產業； 

(三) 支持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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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章》涵蓋香港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更放在首

位，明顯是重中之重，說明中央十分重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金融

業發展眾多領域中，《專章》更突出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說明中

央重視香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作用。 

近年中央逐步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已成為國際金融界的熱點。

中國崛起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可是人民幣在全球跨境支付比重極低，與中國經

濟實力不相稱。在 2011 年，中國 GDP 和對外貿易都佔全球總額 10%以上，可是

人民幣在全球支付總額祇佔 0.24%，說明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潛力極為巨大。隨

着中國逐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跨境支付增長極迅速，從 2010 年 10 月到

2011 年 6 月的短短八個月，跨境支付增長差不多九倍，其中約七、八成經香港

進行，香港已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香港與上海在金融業務的競爭，一直是傳媒關心的課題。上海是全國在岸

人民幣業務中心，而香港則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因為人民幣未能自由兌換，

是以在岸市場與離岸市場有明顯分隔。 

人民幣自由兌換雖然未有明確時間表，可是肯定會逐步實施。香港傳媒一

直担心，一旦人民幣自由兌換，離岸人民幣業務將會消失，這種担憂其實並沒有

根據。 

離岸美元市場發展的經驗說明，離岸市場不會因貨幣自由兌換而消失。美

元一直是自由兌換的貨幣，而離岸美元業務卻能同時蓬勃發展。離岸美元一直未

有被在岸美元取代，主要原因是離岸美元與在岸美元是兩種不同的產品：在岸美

元市場受美國聯儲備局的監管，而離岸美元則不受其監管。兩個市場面對的監管

不同，其政策風險也不相同。祇要香港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不受中國人民銀行的監

管,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便有蓬勃發展的空間。 

人民幣的自由兌換，肯定對人民幣國際化有利，將大力推動人民幣跨境支

付業務的發展，連帶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自由兌換對人民幣離岸業務是

利好而非利淡的因素。 

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空間巨大，可容納眾多競爭者，除了倫敦、星架坡和

台灣之外，還會出現其他競爭者。因為香港有先行者的優勢，又發展了多樣化的

人民幣產品(包括點心債、基金、ETF 等)，香港不應害怕其他競爭對手的出現。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報告  17 

 

上海的國際金融業務，一直因全國制度性的制約而未能順利發展。這些制

約，包括資本賬兌換的限制、稅率、利率、信息自由的限制、法律對產權保護不

完善、銀行監管等等。 

2013 年 7 月，國務院通過上海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方案，細則將於年底

公報。上海自貿區目標不限於促進自由貿易和設立大量免稅商店，更着眼於金融

創新，開放利率，促進人民幣資本賬自由兌換，及開拓人民幣離岸業務。上海自

貿區的設立，相信是中國下一階段改革開放的嘗試。如前所述，在全球離岸人民

幣交易中，香港的市場分額一直高達七成以上。在 2012 年 8 月，香港的市場分

額為 73%,而中國大陸的分額祇有 5%，相信其中大部分於上海進行，在上海自貿

區設立後，上海的分額應該顯著上升，與香港直接競爭。 

上海的國際金融業務，受多種全國制度性的制約。自貿區的設立，可以放

寬部分制約(如資本賬兌換管制、利率管制、對銀行的行政管制)，卻難以消除一

些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制約，如法律体系不完善和信息自由的限制。此外，資本賬

的兌換和對銀行的行政管制，雖然可以在自貿區放寬，卻仍然難以完全開放，是

以香港仍有制度上的競爭優勢。任何國際金中心都要面對全球性的競爭，香港必

努力改進本身的競爭力，以迎接來自上海和其他金融中心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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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滬港大事年記 

上海 

一月 

 本市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增加城鎮企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 

 上海房地財政近千億元，占財政總收入 25%. 

 上海市人大十三屆三次會議於 1 月 26 日－31 日召開。聽取和審議上海市政

府工作報告；審查和批准上海市 2009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

與 201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草案報告，批准上海市 2010 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計畫等。 

 政協上海市十一屆三次會議於 1 月 25 日－30 日召開。會議聽取和審議市政

協十一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聽取和審議市政協十一屆委員會常務

委員會關於十一屆二次會議以來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列席市人大十三屆三

次會議，選舉市政協十一屆委員會常務委員，審議通過市政協十一屆三次會

議決議。 

 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 09 年 GDP 增長率 8.2%，10 年預計增長率 8%。 

 市教委 2010 年工作要點:申城將新增 50 所幼稚園。 

 1 月 11 日，中國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國際金融盛會——2010 首屆沃特金融

峰會于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正式啟動。 

 1 月 20 日，2010 節能產業發展交流峰會在滬舉辦。 

 本市工業生產快速增長。1 月份，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完成工業總產值

2234.61 億元，比去年同月增長 46%，日均產值為 74.49 億元，增長 31.4%。 

二月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0 年 2 月 25 日參與發行了上海閔行中小

企業 2010 年度第一期集合票據，本期集合票據將於 2013 年 2 月 26 日兌付

本金及利息。 

 亞洲豪華旅遊博覽 2010 已接受登記。 

 美國航空成為 2010 年上海世博會美國館官方贊助商。 

 大上海時代廣場 2010 精彩迭出喜迎新春。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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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電子資訊產業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2010 上海國際資訊化博覽會”

於 3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 

 上海調整中考先進獎勵加分 2010 年中考政策發佈。 

 美大陸航空蟬聯《財富》雜誌 2010 年度美國最受推崇航空公司。 

 2010 春季美國教育展暨面談會上海首展成功舉辦。 

四月 

 4 月 30 日，上海世博會開幕式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隆重舉行，胡錦濤致辭。 

 2010 上海時裝周秋冬發佈會精彩落幕。 

 香港佳士得 2010 年春拍將呈現逾兩千件珍品於上海舉行預展。 

 2010 上海國際“精彩世博”攝影大賽啟動。 

 2010 國際時尚美容節開幕。 

 2010 年:上海義務教育教師收入標準統一。 

 4 月 8 日，熱身 2010F1 上海站大獎賽，F1 賽車陸續抵滬。 

 “2010 南非世界盃中國球童選拔”活動在上海正式啟動。 

 崇明、長興兩島修造船業 2010 年第一季度超 09 年年平均值 26.7％。 

 4 月起上海進入 2010 醫保年度 三項支付標準不做調整。 

 2010 上海國際珠寶首飾展覽會 4 月 9 日上演。 

 市民積極評價迎世博 8 項民生工程。出行條件改善讓百姓受惠，公眾滿意度

排名第一。 

五月 

 5 月 1 日上午，世博會開園儀式在上海世博中心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出席開園儀式，並同國際展覽局主席藍峰一道為上海世

博會開園。 

 2010 上海市環境狀況:空氣品質優良率首次超九成。 

 “2010 長三角城市居民居住環境調查”在滬啟動。 

 2010 上海之春閉幕  英國 BBC 交響樂團登台獻演。 

 上海科技節的品牌項目“2010 上海國際科學與藝術展”於 5 月 26 日至 31 日

在上海浦東展覽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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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國際自行車聯盟女子公路世界盃賽 5 月 9 日結束。 

 5 月 21 日-6 月 5 日——第 14 屆世界游泳錦標賽在中國上海舉行。 

六月 

 6 月 12 日-6 月 20 日第十三屆上海國際電影節。 

 6 月 22 日上海金融國資整合定調市場化開放 試點即啟。 

 法國夏至音樂節移師上海，給上海世博會錦上添花。 

 國家發改委發佈長江三角洲區域規劃全文，明確長三角地區將定位成為亞太

地區重要國際門戶、全球重要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中心、及具有較強

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歐特克技術峰會 2010”在上海舉行。 

 “塘橋杯”中意藝術家繪畫展暨 2010 浦東金融文化創新論壇舉行。 

 2010 年上海節能宣傳週啟動，力爭單位 GDP 降耗 3.6%。 

 2010 中國國際物聯網大會 6 月在上海舉行。 

七月 

 7 月 20 日上海國資第三輪重組漸入佳境 200 億元國資證券化。 

 總部經濟發揮“大腦”型調度功能，跨國公司核心業務向上海集聚。上海市 7

月 23 日向矢崎、迅達、馬自達、普利司通等 25 家跨國公司頒發了地區總部

證書，至此累計落戶上海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達 174 家、投資性公司 156 家、

外資研發中心 204 家，跨國公司銷售、資金管理、研發、共用服務和管理五

大核心業務功能已開始向上海集聚。 

 7 月 1 日滬甯高鐵打開長三角 1 小時都市圈；時速 350 公里的滬寧城際、滬

杭客專和虹橋站部分設施在世博會期間相繼建成投入運營，這也標誌著上海

鐵路局真正進入高速鐵路時代。 

 “2010 中國十大最具投資價值城市”發佈活動在滬舉辦 。 

 《2010 中國奢華品報告》在上海發佈 。 

 2010 中國數字媒體峰會在滬舉行。 

 ELLE2010 風尚大典上海舉行，張梓琳高貴助陣。 

 新動 2010 中國新能源汽車盛典在位於上海市嘉定區的上海汽車會展中心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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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長興兩島 2010 年上半年新建船舶出口量同比翻倍。 

八月 

 2010 射箭世界盃上海站開賽。 

 “獻禮世博•藝術到家” 2010 上海大學生藝術展。 

 2010 臺灣風情嘉年華登陸上海。 

 “中國童書嘉年華·2010·上海站”開幕。 

 2010 第二屆中國仿古工藝品及技術展覽會 8 月在上海舉行。 

九月 

 上海規定非滬籍大學生士兵退役後可直接落戶。 

 9 月，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牽頭成立了上海行業情報發展聯盟，同時正

式開通了“上海行業情報服務網”網站。 

 2010 年，上海大型居住社區計畫繼續推進。第二批 23 個大型居住社區確定。 

 2010 快速消費品中期報告發佈。 

 上海 2010 年公開選拔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領導幹部公告。 

 走低碳之路，建生態城市——2010 全國節能環保高峰論壇在上海召開。 

 2010 上海購物節 9 月 11 日開幕。 

十月 

 10 月 16 日，上海世博會單日入園觀眾達 103.27 萬人次，刷新 1970 年大阪

世博會所創造的歷史紀錄。熱門場館石油館排隊時間超 12 小時，沙特館排

隊時間需 8 小時。因為客流遠超 60 萬人次設計極限，官方首次勸退遊客。 

 中新網 10 月 31 日電 10 月 31 日晚 20 時 30 分許，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宣

佈，中國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閉幕。為期 184 天的上海世博會大幕落下。 

 2010 上海國際專業燈光音響展覽會 10 月 12 日開幕。 

 上海出台轨道交通长期规划，计划二十年建 420 公里軌交。市民出門 500 米

以內有地鐵。 

 10月7日，上海出台被稱為“滬十二條”的房地產調控細則。一方面採取“限

購”、提高個人信貸門檻等手段抑制投資投機需求；另一方面，從加大土地

供應和推動保障性住房建設增加有效供應。 

 10 月 3 日起，上海市正式實施《上海市經濟適用住房申請、供應和售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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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細則》。創新資產審查系統。 

十一月 

 上海申迪（集團）有限公司與美國迪士尼公司 11 月 5 日在上海簽署上海迪

士尼樂園項目合作協定。上海迪士尼樂園項目 11 月 5 日正式簽約。 

 上海迪士尼 107 平方公里千億級投入，引發連環投資。 

 上海市委九屆十三次全會閉幕，上海“十二五”發展戰略初定。 

 11 月 15 日 14 時許，發生于上海市靜安區膠州路 728 弄 1 號一幢 28 層的公

寓大樓的一宗特別重大火災。據官方媒體報導，火災共造成 58 人死亡，受

傷人數 71 人。 

 上海證券市場發佈上證 380 指數，滬市多層次藍籌股市場指數體系形成。 

 11 月 15 日，京滬高速鐵路全線鋪通，這是京滬高鐵建設取得的又一重大階

段性成果。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時為標準時點進行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 

 上海物價上漲猛如虎。上海物價全面超過香港。 

 1月-11月，上海商品住宅成交面積僅1452萬平方米，比去年同期下降46.4%。

成交均價為 21890 元/平方米，同比上漲 42.3%。 

十二月 

 上海房地產市場運行呈現“一快、一慢、一降”趨勢：房地產投資增速加快、

新建住宅銷售價格上漲趨緩、商品房銷售面積有所下降。 

 上海市基本生態網路規劃公示，野生動物有望“環圍”上海。 

 2010 年電力與能量系統會議，計畫於北京召開，調整在 2010 年 12 月 25 日

-26 日在上海召開。 

 2010 統計上海城鄉居民均增收逾 10%。 

 2010 年房價前三甲：杭州、北京、上海。 

 2010 年本市居民出國境人數大幅增長。全市出入境管理部門共簽發護照近六

十萬證次，比 2009 年增長了 30%。 

 自 12 月起，上海部分區域開展戶籍人員居住地服務和管理試點工作，將按

照現居住地，作為享受就學入託、優撫、就業服務、醫療衛生服務和待遇的

依據，不再和“戶籍所在地”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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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一月 

 研究資助局公布「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金」審批結果，局方從 12 份大學研

究申請書中選出 4 間院校的研究申請，並批出 930 萬元資助，集中研究本

地創意工業打進珠三角市場的前景。 

 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香港整體僱員收入中位數，由 1997 年的 9600 元上

升至 08 年的 10500 元，增加 9.4％。唯若以年齡組別分類，年輕人的收入

中位數卻不升反跌。有學者分析，年輕人學歷普遍提升，但收入卻減少，反

映教育政策及經濟發展錯配。 

 香港旅遊發展局公布，去年全年訪港旅客共 2959 萬人次，不僅沒原先預計

出現下跌，反而錄得 0.3％的輕微增長。訪客數字較預計理想，主要是靠內

地旅客的強勁增長。 

 金融管理局公布，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外滙儲備為 2,558 億美元，較 2008

年同期的 1,825 億美元，增長 733 億美元或 40%，增長以百分比計，是各主

要儲備國/地區之首。 

 特首曾蔭權強調，政府不會承認五區請辭是「公投運動」，並指社會主流意

見，也不認同這項請辭行動。 

 中大一項研究發現，港人創業意慾大幅下降，新成立的企業比例只得 3.6%，

在全球排行「尾三」。 

 國際測量師行萊坊最新發表一份統計報告指出，去年香港住宅樓價累積升幅

達 33%，屬全球之冠，較第二位以色列年內樓價上升 22%，升幅更顯著，故

擔心香港或面對資產泡沫情況。 

 食物及衛生局指出，2009 年本港約有 4.2 萬名新生嬰兒，當中一萬名屬非

本地孕婦所生。 

 統計處昨去年 10 月至 12 月份最新失業率為 4.9%，較上次公布的 5.1%，下

跌 0.2 個百分點，跌幅是 07 年底以來最大。 

 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公布環球「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

連續第 16 年成為世界上經濟自由度最高的經濟體系，整體評分為 89.7 分，

比 2009 年輕微下降 0.3 分。 

 跨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 Hudson 去年 11 月於內地、新加坡及香港三地進行就

業調查，結果發現 53%受訪港企計劃增聘人手，較去年第四季的 35%大幅上

升，招聘比率重返 07 年的好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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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爾森公布最新全球消費者信心指數，香港去年第四季指數，較第三季升 7

點至 100，升幅為受訪地區中最大，並有 73%受訪者認為，本港已步出經濟

衰退。 

二月 

 信用保險及信用管理服務機構科法斯於去年 10 至 12 月，進行買家付款表現

調查，發現去年第四季有逾 4.5%本港企業曾遇買家拖欠貨款，錄得自 08 年

信用危機爆發以來新低。 

 工聯會引用統計處數據指出，愈來愈多高學歷人士「向下流」，跌入低收入

組群。1999 年至 2009 年第一季 10 年間，具大專學歷的低收入人士比例增

加一倍， 由 6.9％急增至 12.3％。 

 金管局向銀行發出通函，宣布在現有的人民幣業務政策框架下，擴闊債券、

貸款及跨境貿易結算的業務。非中國機構可在香港自由發行人民幣債券，以

及申請人民幣貸款。 

 美國阿卡邁科技公司（Akamai Technologies）一項調查顯示，香港於全球平

均上網速度排第 3， 有 7.6Mbps。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公布最新的全球最適合居住城市排名，2010 年冬

季奧運主辦城市溫哥華蟬聯榜首。本港在兩岸三地中排名最高，位列 31 名。 

 機場管理局公布香港國際機場上月份營運數據。今年 1 月份貨運量為 30.1 

萬公噸，按年大幅上升 43.3％。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去年底最新公布的全球人口壽命排名，香港無論男、女壽

命均位列全球第二，男人預期壽命 79.6 歲，女人 85.3 歲。 

 旅發局主席田北俊昨表示，年初三創下內地旅客單日訪港達 10.28 萬人次的

新高，今年 1 月至 2 月中訪港旅客達 450 萬人次，亦是同期歷史新高。 

 國際房地產顧問公司 Cushman & Wakefield Inc（高緯物業），發表最新全球

甲廈租務開支排名，結果發現全球租金開支最高的地區為日本東京，呎租為

105.9 元，位列全球首位。 

 花旗銀行委託城市大學專業顧問進行百萬富翁調查，據此估計去年本港擁有

百萬元以上流動資產的富翁人數達 39.4 萬人，較 08 年的 34.8 萬人顯著回

升。 

 港大於預算案公布當晚進行的民調顯示，市民對曾俊華今次的第 3 份預算案

的滿意度，較去年增加 17 個百分點至 47%，評分亦上升 6 分至 60.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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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為向 2009 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光纖之父」高錕致敬，香港科學園將

地標建築物「金蛋」命名為「高錕會議中心」，並舉行命名儀式。 

 證監會刊發「提高淡倉透明度」諮詢總結，建議引入淡倉申報機制，任何人

手持相當於上市公司股本 0.02％以上淡倉，或是淡倉市值超過 3000 萬元（以

較低者為準），便要向證監會申報。 

 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2009 年寫字樓的整體使用量掉頭回落， 佔用樓面面

積減少 10.1 萬方米，是自 1980 年有紀錄以來，29 年來寫字樓首次出現負

使用量。 

 跨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 Manpower 今年 1 月訪問全球 36 地區共 6.1 萬僱主。

結果發現 17%本港僱主擬來季增聘人手，比率與今季相同，計劃裁員企業比

例有 2%，較今季跌 2 個百分點。 

 福布斯統計，2010 年全球逾千位富豪中，香港佔了 25 位，長實李嘉誠穩坐

華人首富，是全球第 14 位最有錢的人，身家有 210 億美元。 

 香港出口指數兩年來首次出現連續兩季上升，香港貿發局公布今年首季的指

數為 55.1，較上季的 53 理想，反映港商出口信心普遍傾向樂觀。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一項調查顯示，今年第一季僱主招聘意欲增強，近八

成受訪僱主表示會增聘人手，當中以零售、銀行/保險及房地產計劃增聘人手

比例較多。 

 最新一季失業率為 4.6%，失業率回落至 13 個月以來最低。 

 一個國際研究指出，香港的空氣污染於亞洲區最差，令香港在海外專才最理

想居住城市的亞洲排名榜，今年跌 1 級至第 5 位。 

 受去年基數效應影響，香港 2 月出口勁升 28.5%，是自去年 11 月以來連續第

4 個月錄得升幅，1 月至 2 月（包括農曆新年）共升 22.8%。 

 國際版權保護協會公布 2008 年本地影視業經濟效益調查，共研究 1170 間

公司，結果指該行業為香港帶來 330 億元經濟效益，人均產量在亞洲首屈一

指。 

四月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今天簽署，負責港澳事務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親自

出席見證。 

 跨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 Towers Watson 的調查發現，僅 9%本港受訪僱員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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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有歸屬感，比率排名全球尾三，逾 5 成上班族有意或計劃跳槽，或影響企

業拓展業務。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訪問結果發現，今年初已加薪的企業，平均加幅 1.5

至 1.6%，較學會去年底預計的平均 1.8%為少，但與僱主聯會進行的調查相

近。 

 統計處公布最新 1 月至 3 月失業率為 4.4%，較上次下跌 0.2 個百分點，亦是

自 08 年第四季以來低位。 

 香港 3 月出口大升 32.1%，是 2005 年 2 月以來最高，較 2 月升 3.6 個百分點，

而今年首季整體出口貨值升 26%。 

 旅遊發展局公布，去年訪港旅客「與入境旅遊相關總開支」達 1628.9 億元， 

較 08 年增加 3.2% ， 主要靠內地旅客帶動。 

 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House）公布年度新聞自由報告，香港

排名由去年的 75 位升至 72 位。 

五月 

 旅遊發展局公布，3 天五一黃金周錄得近 25 萬內地旅客訪港，較去年同期增

40.3%；當中，以個人遊簽注來港的近 18 萬，較去年增 45.5%。 

 主題公園業內權威排行榜 TEA （Themed EntertainmentAssociation），公布

2009 年全球主題公園的入場人次，海洋公園在亞洲區的入場人次，與 07/08 

年度一樣繼續排第 5。 

 特首曾蔭權在答問大會上首度承諾，香港會跟隨中央的目標為氣候變化減排，

即在 2005 年的水平上，於 2020 年降低碳強度 45%。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於今年一月的調查發現，逾 9 成受訪企業決定加薪，平均

幅度為 1.7%，當中以建築業最高，加幅達 3.2%，企業平均發放 1.17 個月花

紅，創 04 年以來最高。 

 港府公布首季經濟數據，本地生產總值（GDP）按年增長達 8.2%，為 06 年

首季以來最強勁增幅，按季增長亦達 2.4%。 

 機場管理局公布，基於主要出口市場持續復蘇，4 月份香港國際機場的貨運

量連續 7 個月上升，同比增長 38%至 35.4 萬公噸。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公布 2010 年世界競爭力排名，香港排名亞

軍，首次超前美國。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 2 至 4 月經季度調整的失業率為 4.4％，與 1 至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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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繼續保持自 2008 年第四季以來最低水平。 

六月 

 本港人民幣存款量創新高。根據金管局的最新數字，截至 4 月底本港的人民

幣存款，達 809 億元，為新高紀錄，按月增幅有 14.3％。 

 福布斯（Forbes）雜誌公布全球十大最繁忙港口榜單，香港排行第三。 

 中大亞太研究所公布第三輪政制發展意見調查，發現市民對政改方案的支持

每况愈下，支持率首次不過半，僅得 46.9%，反對率卻急升至 41.9%。 

 貿發局修訂今年本港出口增長預測，由原來的 5%調升至 12%；另該局調查

顯示，本港第二季出口指數升至 59.1，較上季升 4 點，連續第三季高於 50

收縮擴張分界綫。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訪問了 1005 間企業，結果有 56％贊成設標準工時。 

 美林財富管理的調查顯示，去年本地百萬富翁數目按年激增逾倍至 7.55 萬名，

增幅冠絕全球。 

 中國社會科學院昨日發表《2009—2010 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 在綜合競

爭力排名榜上，香港進入頭十大，排第十位，較兩年前的排名躍升 16 位。 

 顧問公司美世（Mercer）一項調查顯示，本港生活費水平位列全球第 8。 

七月 

 自政府調高煙草稅稅率 50%後，去年 3 月至今年 4 月期間，完稅香煙數量和

之前一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23% 。 

 被航空運輸學會（Air Transport Research Society）發表《全球機場評比報告》，

而香港就在大型機場（1,500 萬人次以上）組別中脫穎而出，成為亞太區最

具效率機場。 

 廣管局接獲城市電訊、有線的奇妙電視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申請免

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中文大學公布內地招生結果，取錄了 270 名內地「尖子」，其中 17 名是「高

考狀元」，佔內地約 70 名高考狀元的逾兩成。 

 第 51 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大賽結束，本港派出 6 名學生代表，獲得 1 金 2 

銀 3 銅成績，較去年多 1 面銅牌，世界排名第 20 位。 

 即將升讀科技大學數學系的中七生戴煒銘，提交予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委員會

（奧數）的數學難題，獲選為本年比賽試題之一，有關試題向來主要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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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或大學生草擬，此乃首次有本港中學生設計的考題獲選。 

 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最新全球城市競爭力排名，香港排名第 10，較去年微升

1 位，是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城市。 

 本港最新失業率站穩在 4.6%，總就業人數則自去年底以來，首次回升，反映

近期外圍情況略為穩定，企業招聘意慾稍見好轉。 

 在上海訪問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明，如果有需要，政府可能會再加推措施，

增加賣樓透明度，讓置業人士在更多信息下，作出決定。 

八月 

 統計處長馮興宏表示，雖然本港人口持續老化，但將來不少長者皆有一定學

歷，建議將退休年齡延至 65 歲，估計可令本港約增 13％人力。 

 為加強控煙，政府開始禁帶免稅煙入境，入境者最多只可帶 19 枝煙，其餘

每枝煙徵稅及牌費 3.2 元。 

 調查發現，香港青年擁有手機比率為 11個受訪亞洲地區中最高，平均有 87%，

比 08 年升 5 個百分點。 

 商務旅遊公司 Hogg RobinsonGroup 調查發現，香港酒店全球第 3 貴，僅次莫

斯科、日內瓦，一日房價平均要 2446 元。 

 菲律賓發生港人 8 死 7 傷世紀慘劇，港府下半旗致哀，並即時對菲律賓發出

最高級別的黑色外遊警示。 

九月 

 第六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完成各項議程落下帷幕。

“九加二”省區共簽署十個合作框架協議或備忘錄，金額逾十四億元。 

 台灣移民署宣布港澳赴台的簽證簡化措施：港澳出生、曾赴台的特區護照持

有人，可於網上免費申請台灣入境簽證。 

 學者批評政府拖慢收緊空氣質素指標，製造假象誤導市民，恐忽略污染對健

康威脅。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日前就最低工資水平達成共識，為時薪 28 元。 

 胡錦濤向李嘉誠提出「四大任務」，希望李運用影響力，在粵港及深港合作、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揮更大作用。 

 聯合國國際電訊聯盟（ITU）發表的最新報告，比較各國及地區寬頻上網開

支與家庭收入關係，其中香港排第 3，上網費用遠低於全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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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在全球競爭力排行榜連續三年位列 11，於亞洲排第 3，僅次於新加坡和

日本。 

 香港的個人破產申請降至半年來最少，上月有 765 宗，較前月少 68 宗，減

幅 8%。 

 智庫 Z/Yen Group 公布半年一度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香港續為亞

洲之首，排名第三，直逼英美的金融領導地位。 

 港大民調發現，市民對港府信任度，較 3 個月前飈升 12%，53%受訪者表示

信任港府，表示不信任的只有 16%，較 3 個月前大跌 15%。 

 在亞洲強勁需求帶動下，8 月本港整體出口貨值升 36%，較 7 月的 23.3%升

幅明顯增加。 

十月 

 香港人民幣存款在 8 月錄得 25.8%的顯著增長，達到 1,304 億元。 

 本港 8 月份零售銷貨值升 16.9%，其中靠遊客支撑的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

禮物，較去年同期升 37.2%。 

 旅遊業刊物《TTG Asia》一年一度頒發的旅遊大獎，香港國際機場 8 連冠，

再度榮獲「最佳機場」美譽。 

 統計處公布最新失業率，連續兩個月維持 4.2%水平，其中金融、保險、地產

等行業失業人數，較去年同期跌 12%。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調查，亦指本地樓價較合理值高出 58.1%，僅次澳洲，

成全球第二樓價過高地區。 

十一月 

 調查發現，明年本港企業的中高層加薪幅度為 3.5%，加幅雖較去年高，但扣

除通脹後，實際只是 0.5%，比率是亞太區內倒數第二，有人力顧問稱，僱主

傾向以發放花紅取代一次性加幅。 

 世界經濟論壇（WEF）發表報告，就全球 57 個主要金融市場的發展情況進

行排名，香港成功躋身三甲，由去年的第 5 位連升兩級至第 3 位。 

 行政會議審議全港首個最低工資水平，行政長官曾蔭權及行會成員通過時薪

定在 28 元。 

 貿發局與美國海外商務署推出「太平洋商貿合作計劃」，鼓勵美國公司利用

香港的商貿平台，進軍中國及亞洲市場，從而為兩地企業創造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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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10 月份整體出口貨值升 13.9%，升幅連續兩個月放緩。政府發言人指，

滙率波動性加劇及保護主義升溫，將為本港外貿帶來更多變數，短期內將有

賴亞洲市場支橕。 

 港隊於廣州亞運創出佳績，勇奪 40 面獎牌，包括 8 面金牌，15 面銀牌和 17

面銅牌，創下歷屆亞運會最佳的紀錄，獎牌榜排名第 11 位。 

十二月 

 港大民調顯示，認為政府最需要處理房屋問題的市民，比去年大幅上升14%，

認為最需要處理經濟問題的人數，則大幅下跌 14%。 

 《全球零售商舖市場觀察》報告指，香港核心區舖位平均呎租高達 720 元，

全球排名第 3。 

 跨國人力資源機構 ECA 於 9 月調查全球 400 多個城市，發現香港生活指數

急升，全球排名由去年 52 位升至今年 32 位。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去年研究全球 65 國家或地區 15 歲學生的能

力，結果港生閱讀力排第 4，數學和科學排第 3，分別與 3 年前相同或微跌 1

位。 

 標準普爾上調中港長期信貸評級，香港評級由「AA+」上調至「AAA」，終

獲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給予最高信貸評級，評級展望為「穩定」。 

 香港失業率進一步下跌至 4.1%，創 08 年金融海嘯以來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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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滬港大事年記 

上海 

一月 

 市十三屆人大四次會議勝利閉幕。 

 1 月 22 日，2011 城鎮居民醫保政策調整，去一二級醫院可多報銷 5%。 

 上海歡樂谷 2011 新春歡樂盛典即將炫世推出。 

 花旗發佈“2011 中國經濟與市場展望”報告。 

 世界健康博覽會 2011 年“落戶”浦東臨港新城。 

 1 月 2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頒佈的《上海市開展對部分個人住房徵收房產稅

試點的暫行辦法》正式實施。 

二月 

 惠普在上海舉辦 2011 年策略及新品發佈會。 

 2011 國際太陽能產業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覽會將開幕。 

 2 月 1 日“滬九條”出台，從限購政策、稅收政策、信貸政策等多方面強化房

地產調控。 

 《世界教育資訊》（2012 年第 2 期）公佈了“2011 年度中國教育國際化十大

事件”，上海紐約大學奠基入選。 

 浦發銀行張江科技型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發行。 

三月 

 上海通用汽車 2011 年 3 月銷量 101580 輛，創歷史新高。 

 韓正主持市政府常務會議，研究 2011 年政府資訊公開工作。 

 3 月 17 日，2011 上海國際資訊化博覽會登滬，主題是創新低碳。 

 上海市 2011 年“百名法學家百場報告會”在東方醫院拉開序幕。 

 2011 年上海市僑法宣傳月啟動。  

 上海 2011 年新開工和籌措保障性住房為 1500 萬平方米。  

 3 月 2 日，上海正式發佈了《上海市經濟適用住房價格管理試行辦法》，上

海經適房採用共有產權。 



滬港年刊 2010-2012  32 

  

 3 月 9 日-11 日第十七屆上海國際服裝紡織品貿易博覽會舉行。 

四月 

 上海從 4 月 1 日起調整一系列民生保障待遇標準，多項標準被提高。涉及最

低工資標準、居民低保標準、居民社保繳費基數等諸多惠民政策 4 月集中推

出。 

 長江商學院新能源行業高峰論壇舉辦。 

 2011 IDEA Forum 首屆中國數字創意行銷高峰論壇在滬舉行。 

 上海動物園舉行 2011 慶祝世界地球日活動。 

 伊頓攜最新綠色科技亮相 2011 上海國際車展。 

 上海 2011 年度保障房住宅用地計畫公佈。 

 2011 上海國際汽車展開幕。 

 2011，上海擬向海內外招聘醫學人才。 

五月 

 上海移動 WLAN 網路信號將覆蓋至全市各大高校，全球最火 4G(TD-LTE)

技術將覆蓋全市，形成“2G、3G、WLAN、4G”，“3G 4G 跑得快、2G 載得

多、WLAN 實惠省錢”四網集約打造無線城市、智慧城市。 

 5 月 3 日，上海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資料公報。 

 5 月 6 日，上海市發改委在官網發佈公告稱，將於近期召開調整計程車運價

和完善運價油價聯動機制聽證會。 

 2011 上海國際海上風電展下月舉行，規模較上屆大增。 

 中國保險學會 2011 年學術年會在滬舉行。 

 2011 陸家嘴金融論壇正式開幕，俞正聲出席並致辭。 

 “合贏市場 智創未來”-2011 金蝶製造業管理高峰論壇在上海舉行。  

 “2011 中國軟體測試與分析高峰論壇”在滬舉行。 

 2011 年上海市老齡委全體（擴大）會議召開。  

 2011年 5月 13日胡潤財富白皮書發佈，上海每 175人中就有 1個千萬富豪。 

 百度 2011 行銷中國行移師上海，破解中小企業成長迷局。 

 中華號角—2011 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管樂藝術節在楊浦區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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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京滬高速鐵路 2011 年完工，4 小時實現京滬直達。 

 上海 6 月 8 日召開會議，宣佈盧灣、黃浦兩區行政區劃調整方案已獲國務院

正式批復，黃浦區、盧灣區兩區建制撤銷，將設立新的黃浦區。調整後，新

的黃浦區面積達 20.5 平方公里，戶籍人口 90.9 萬。 

 2011 中國長三角區域創業投資峰會暨投融資洽談會在滬舉行。 

 “2011 中國國際物聯網大會暨展覽會”在上海舉辦。 

 “2011 上海國際海上風電及風電產業鏈大會暨展覽會”在滬舉辦。 

 2011 年上海西郊國際特色農副產品端午巡迴展首日迎客。 

 2011 中國國際模展 6 月在新國際博覽中心開展。 

七月 

 上海計程車 7 月 9 日起開始調價，起步價提高一元，城區計程車起步價由 3

公里 12 元調整為 3 公里 13 元。另外每車次增加一元燃油附加費。 

 NBA 籃球巨星姚明 7 月 20 日宣佈正式退役。 

 “2011 富世峰會•中國投資者年會”大幕漸開。 

 2011 年捐一元·獻愛心·送營養上海站活動啟動。 

 2011 年世界碳科學大會在上海召開。 

八月 

 2011 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周活動展開。 

 8 月 9 日，“2010 新滬商 TOP500”榜單正式發佈。 

 2011 年上海“誠信興商宣傳月”啟動。 

 2011 上海七人制橄欖球邀請賽圓滿落幕。 

 8 月 24 日，長三角僑商青年峰會（2011）在滬舉行。 

 8 月 31 日，2010 年度上海市市長品質獎頒發。 

 2011 上海書展閉幕。 

 2011 東方爵士音樂節啟動。  

九月 

 今年上海購物節將於 9 月 9 日至 10 月 7 日舉行，共有 2000 多家商業企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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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2 萬多個網點參與，最終呈現各類主題活動 500 多項，其中重點活動有

90 余項。 

 09 月 27 日下午兩點半左右，上海地鐵 10 號線採用人工調度，導致豫園路站

兩輛列車相撞。 

 “2011 電子商務產業（秋季）峰會”在滬舉行 

 “2011 上海購物節”9 月 9 日至 10 月 7 日舉行，購物節的開幕式 9 月 9 日晚在

楊浦區五角場下沉式廣場舉行，閉幕式則於 10 月 7 日晚在日月光中心廣場

舉行。 

 2011 年 9 月 26 日，上海中小企業金融洽談會開幕。 

 “2011 上海日本文化週”在上外松江校區開幕。 

 “2011 國際環保形象大使中國上海分賽區選拔賽”啟動。 

 2011 上海中小企業金融洽談會開幕。截至目前，本次參展的金融機構已達

150 餘家，幾乎涵蓋了上海各類金融服務部門和機構。  

 2011 中國（上海）國際跨國採購大會圓滿閉幕。 

 2011 中國最佳商業領袖獎評選在滬啟動。 

 “2011 中國國際跨采大會”9 月在滬舉辦。 

十月 

 “2011 上海軟體外包國際峰會”21 日至 22 日舉辦。 

 10 月 31 日，“脈動江東”2011 浦東文化藝術節圓滿閉幕。 

 2011 中國最佳商業領袖獎”在滬隆重揭曉。 

 BP 2011 國際駕駛錦標賽中國區賽在滬舉行。 

 2011 中國時尚產業論壇在滬舉行。 

 “全球語境與中國價值”--2011 中國時尚產業論壇在滬舉行。 

 2011 上海時裝周秀演活動精彩紛呈現。 

 大上海時代廣場舉行 2011 義大利風情展。 

 2011 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周舉行總結表彰大會。 

 惟面唯肖——2011“上海面人趙”藝術傳承展開幕。  

 IC China 2011 將於十月在上海世博主題館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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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上海多個樓盤陸續降價促銷，降幅超過 20%，引發退房潮。 

十一月 

 上海市府新聞辦政務微博上線，旨在及時發佈權威的上海政務資訊，努力提

供涉滬實用資訊，積極與網友開展互動，回應群眾關切。 

 上海有更多樓盤預期降價。隨著越來越多的開發商加入降價隊伍和一些新盤

的低價入市，11 月最後兩周，滬上新房成交量可能保持穩步回升態勢。上海

樓市正緩慢走出 8 月以來的成交穀底，量變必將引來質變，房價下跌的底部

也將很快形成。市中心一些豪宅的價格可能會因報價過高，出現超過 30%的

下跌。 

 2011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於 11 月 1 日-5 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 

 上海 11 月 10 日將召開 2008—2010 年度全市人民調解工作表彰大會。 

 2011 上海金融博覽會閉幕，信而富開拓理財“新方向”。 

 “2011 國際環保形象大使中國賽區選拔賽上海分賽區初賽”在滬拉開序幕。 

 2011 上海青年創意匯 11 月 14 日圓滿結束。 

 11 月 18 日，歌詩達郵輪集團宣佈成立中國首家外商獨資郵輪船務公司。新

成立的歌詩達郵輪船務（上海）有限公司將落戶上海北外灘。  

 2011 上海國際創意產業活動周舉行。 

 11 月 22 日， 上海雲海資料中心落戶浦東。 

十二月 

 2011 年上海金麒麟論壇開幕。 

 2011 年 12 月 12 日起，京滬高鐵將增加運力，高峰期每日開行動車組列車

92 對。 

 上海市地方稅務局發佈房產稅徵收細則的有關公告。納稅人應當在每年的 12

月 31 日前，憑有效身份證明原件自行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清當年度應納

稅款。沒有按時足額繳納的，逾期繳納的稅款從次年 1 月 1 日起按日加收滯

納稅款萬分之五的滯納金。 

 上海按期完成保障房開建目標。 

 2011 年上海能耗指標公佈 上海萬元 GDP 能耗降 5.32%。 

 2011 年上海文化創意產業快速發展 增幅超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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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上海電影票房超 10 億元 排名全國第 3。 

 2011 年上海戶籍人口期望壽命達 82.51 歲 創歷史新高。 

 2011 年上海市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同比增 13.8％。 

 2011 年上海地區跨境人民幣業務結算量突破 3300 億元。 

 2011 年上海口岸進出口貨物總額首次突破 1 萬億美元. 

 2011 年全年上海第三產業引領發展 對外貿易繼續增長。 

 12 月 7 日，2011 上海航運交易論壇在滬召開。 

 12 月 31 日，京滬港成 2011 年度中國最具投資潛力城市 50 強前三。 

 2011 年度上海市政府實事項目全面完成。 

 2011 實力傳播中國區數字媒體投資回報研討會在滬舉行。 

 12 月，星河灣集團宣佈旗下上海星河灣和浦東星河灣兩個項目下調售價，上

述兩項目打折後降至 7000 元至 15000 元/平方米不等，同時表示將拿出超過

6 億元對前期老業主進行價差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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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一月 

 聖誕及新年旺季的訪港內地旅客逾 60 萬人次，按年升近 2 成。 

 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報告指出香港連續 17 年成為全球「經

濟自由度指數」第一。港府發言人對香港榮膺全球經濟自由度榜首表示歡

迎。 

 就有議員擔心，美元貶值會加劇通脹，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立法會上強調，港

元現時沒有條件與美元脫鈎，亦不能研究脫鈎。 

 香港政府申辦二○二三年亞運六十億元撥款申請，在立法會財委會中，以十

四票贊成、四十票反對大比數否決。 

 城大公布的消費者信心調查，發現港人對物價和生活消費的信心下跌。 

 美國一間顧問公司調查報告指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城市中，香港居首位，

本港樓價中位數相當於全年家庭入息中位數的 11.4 倍，達極難負擔的水平。 

二月 

 香港人民幣存款在去年12月顯著增加12.6%，於月底達到3,149億元人民幣，

全年增長 2,522 億元人民幣。 

 香港影業協會公布，除夕至年初三期間（即 2 月 2 日至 5 日），中西電影票

房總收入達 4,418.42 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4,334.97 萬元升約 2%，顯示本港

電影市道旺盛。 

 人力資源顧問公司 Hays 調查發現，逾 5 成受訪企業今年計劃增聘人手，以

前綫銷售及財務會計人員最搶手，而企業今年計劃平均加薪 3 至 6%。 

 香港舉辦首次「日本留學考試」，獲發成績後，只需在港郵寄入學申請給有

興趣報考的日本大學，學校取錄後便能申請學生簽證，全程毋須赴日。 

 港府決定檢討旅遊業監管工作並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其中包括將旅遊業議會

升格為公共機構、成立全新獨立監管架構，或由政府收回監管權。 

 香港盛事「渣打馬拉松」有破紀錄的 5.5 萬人參賽，天公造美更令受傷及入

院人數大減，僅 12 人要入院、1 人需留醫。 

 職場持續暢旺，統計處公布去年 11 月至今年 1 月的失業率，較上月下跌 0.2

個百分點至 3.8%，創 2008 年 8 至 10 月以來最低。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本港 5 項核心社會指標（即安定、繁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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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由、法治）中，「法治指標」的評分升至 07 年以來新高，相信與法

院審理陳振聰及包致金姪女案件有關。 

 財政師師長曾俊華推出新財政預算案，他表示，財政預算案是經過深思熟慮，

需要平衡各方面。 

 為協助市民抗通脹，政府計劃發行 50 億至 100 億港元「通脹掛鈎債券」

（iBond），供本地居民認購。 

 本港 1 月份整體出口貨值按年升 27.6%；有經濟師指受季節性因素影響，數

據較市場預期高，並料本港首季升幅將按年放緩至 14%。 

 70 多部私家車由九龍灣遊行至政府總部，抗議政府建議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

稅 15%。 

三月 

 金管局公布本港最新人民幣存款數字，截至 1 月底，達到 3,706 億元，按月

上升 17.7%；而跨境貿易結算總額亦持續上升，達到 1,080 億元。 

 《中國省域經濟競爭力發展報告（2009─2010）》顯示，內地 31 個省區市

和港澳台地區的競爭力排名中，香港拔得頭籌，台灣緊隨其後。 

 財政師師長曾俊華在與建制派議員會面後宣佈修訂預算案，包括全民派錢

6,000 元及退稅 75％。 

 葡萄酒業研究報告 IWSR 2010，估計去年香港人均年消耗葡萄酒量達 4.3 公

升，該機構預期至 2014年將再有 51%的增長至 6.5公升，升勢會是全球最高。 

 香港樓價並未受政府多次出招影響，樓價直闖高峰，CCL 最新報 94.81 點，

創 13 年半新高。 

 花旗銀行的《百萬富翁調查報告》顯示，而本港百萬富翁人數在去年創歷史

新高達 55.8 萬人，平均每十個成年人就有一個是百萬富翁。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聯同港大公共衞生與護理學院，於政府總部門外舉行

靜坐，支持加煙草稅，約 200 名市民參與。 

 僱主聯會加薪調查發現，2011 年企業平均加薪達 4.3%，創 08 年金融海嘯後

新高。 

 環境局評估報告發現，旺角逾 7 成檢測點的光污染超標，逾 7 成市民認為本

港有光污染問題，當局擬推出自願性指引，包括規管戶外燈光開關時間及設

計。 

 調查發現，亞洲區去年有 6 成房地產專才獲加薪，比率為全球之冠，加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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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達 10.5%。 

四月 

 港大 3 月底進行的最新民調顯示，市民對整體社會滿意度的評分為 53.5 分，

比 2 月底預算案公布後，微升 0.6 分，對社會狀況感到憤怒的市民僅 17%，

下跌 9 個百分點。 

 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近 1 個月，本港天文台首次檢測到空氣樣本含有放射性

元素銫 137，濃度為每立方米含 67 微貝可，學者指不會影響健康。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任命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張舉能為高等法院首

席法官。特首、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律政司對任命表示歡迎。 

 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的環評被東涌居民提出司法覆核，高院判居民勝訴。

環保署回應表示，會研究判詞，並就下一步行動徵詢法律意見。 

 本港職場持續強勢，最新失業率跌至 3.4%，創下 08 年 6 至 8 月、金融海嘯

爆發前以來的最低位，經濟學者相信，本港失業率可能已見底。 

 政府統計處公布，繼 2 月錄得 24.9%升幅後，3 月整體出口貨值亦錄得 2,815

億元，按年升 21.5%。 

 旅發局公布今年 1 至 3 月，來自各地長、短途的入境旅客總共有 9,707,971

人次，當中 650 萬人是來自內地，比去年同期增加 17.5%。 

五月 

 Google 報告發現，09 年互聯網為本港經濟貢獻 960 億港元，佔本地生產總

值 5.9%，預計 2015 年達 1,460 億。 

 中國社科院發表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香港的綜合競爭力繼續領先，但與內

地城市的距離收窄。 

 受惠於出口強勁及消費強勁，本港今年第一季經濟增長高達 7.2%，遠較市場

普遍預期的 5.2%為高，顯著高於過去 10 年平均增長。 

 港府提出「餘額替補機制」方案，議員辭職或因其他情況而出缺的議席，建

議由上次換屆選舉中，獲最大餘數得票候選人名單的首名未當選候選人填補，

以此作為替補安排。 

 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指政府新修訂替補機制方案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

要求撤回。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2011 年全球競爭力年鑑》，比較 59 個主

要經濟體系，香港首次榮升第 1 位，與美國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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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泰晤士報》列出全球最富有的 200 人或家族，3 人香港人位列全球

50 大，包括長實主席李嘉誠、新地郭氏家族和恒地主席李兆基。 

六月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撰文，直指港元將被人民幣替代之說是言過其實。 

 本港 4 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估計為 320 億元，較去年同期升 27.7%，銷貨量

升 21.9%，其中食品類貨值升，貨量跌幅續擴大，顯示通脹壓力持續。 

 金鐘指標商廈遠東金融中心，最新呎價高達 2.98 萬元，打破中環皇后大道中

9 號呎價 2.75 萬元的紀錄，創本港商廈呎價新高。 

 金管局公布，2011 年 5 月底止官方外滙儲備資產為 2,759 億美元，較 4 月下

跌 10 億美元，全球排名跌至第 10 位。 

 滙豐的退休生活調查顯示， 54%的香港人認為退休時將較父母有錢，港人向

上流的信心於全球排第五。 

 統計處最新數字，今年 2 至 4 月每月收入高達 10 萬元的上班族有 6.2 萬人，

較去年同期的 4.3 萬人，上升 44%。 

 調查顯示，去年本港商貿展數目、到訪人次及參展商數目等均錄增長，其中

外地買家到訪人次逾 64.8 萬，按年升 13%，當中以歐美買家升幅最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表明，全面支持港交所重設收市競價、收窄買

賣差價及「隱名交易」等各項交易機制改革，以及進一步延長交易時間。 

 發局公布，五月訪港旅客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14.7%，達約 323 萬人次，當

中內地客約佔三分之二。 

 本港上半年新股集資額創 10 年新高，總集資額按年增長 2.6 倍至高達 1,822

億元，僅次於美國紐約證交所的約 1,900 億元，排名全球第二。 

七月 

 中大亞太研究所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施政最不滿的，以房屋

政策為首，不滿當局房屋政策的市民，高達 61.5%，是有關同類調查 11 年來

創新高。 

 經濟學人信息部（EIU）公布全球生活指數排名，受累美元疲弱，本港排名

較 09 年的調查下跌 11 位至 22 位，但物價仍高踞亞洲第 4；經濟學者表示，

物價下跌有助提升本港競爭力。 

 2011 年「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報告中，香港排名不變，居

第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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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首次發行的通脹掛鈎債券（iBond）正式接受認購，共獲得 15 萬散戶支

持，認購金額達 130 億元。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6 月的民調顯示，市民對立法會議員整體表現的滿意率，

跌至 10%，是自 98 年調查以來的新低，不滿度則是 51%，與上次調查相若。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推行學額回撥，令教育界擔心非主流學科被淘

汰。 

 5 名代表香港參加於泰國舉行的 42 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的中學生，奪得 3 面

金牌及 2 面銀牌，是香港自 04 年參加以來，第 6 度奪金。 

 Google 調查發現，香港智能手機滲透率約 35%，亞太區中排行第三。 

八月 

 終極普選聯盟（普選聯）公布民意調查，約 8 成市民贊成盡快實現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雙普選，又要求政府以立法形式，一次過制定雙普選路綫圖。 

 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世界級城市指數，指香港住宅樓價最貴，遠遠領先於倫

敦、東京等大城市。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撰文指，聯繫滙率制度是本港金融和貨幣穩定的基石，港

府無意改變，而且港元若改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反而會失去透明度和運作簡

單等優點。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抵達香港，展開為期 3 天的訪問行程。 

 統計處公布最新失業率回落至 3.4%，屬今年初以來的低位。 

 本港多間大學的學生會，昨下午聯同學生組織及政黨代表近 200 人發起遊行，

要求港府撤回推行國民教育。 

 今年上半年香港市場整體廣告支出較去年同期增 16%，當中旅遊業增長最為

突出，升幅達 31%。 

 代訂酒店網站 Hotel.com 訪問了 5,000 名國際旅客的的士服務，全球最貴的

倫敦的士獲選為全球最佳的士，而剛剛加了價的香港的士和東京的士並列第

三。 

九月 

 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 2011 至 2012 年度全球競爭力排名，在全球 142

個國家中，香港居第 11 位，與去年不變。 

 調查發現，本港各區街市物價差距有收窄迹象。今年首 3 季街市物價上升近



滬港年刊 2010-2012  42 

  

12%，而被視為物價較低的深水埗，食材價格漲幅竟在 18 區中名列第二位。 

 去年住家港男的人數創 20 年新高，顯示「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觀

念正在改變。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發表世界經濟自由 2011 年度報告，香

港力壓新加坡，繼續蟬聯榜首。 

 港府昨日公布最新失業率下跌至 3.2%，創近 14 年以來最低水平。 

 花旗銀行進行「香港市民置業意向調查」，發現近五成受訪者覺得政府有責

任幫助市民上車，比去年 42%為多。 

 旅發局公布，今年 8 月的訪港旅客創歷來單月新高，達 406 萬人次，以內地

市場升幅最大達 23%。 

 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政府反敗為勝，確立港珠澳大橋已獲批的環評報告

有效。 

十月 

 美聯物業資料，2 年內購入物業單位再轉售個案亦按年大減 7 成，反映政府

額外印花稅（SSD）政策見效。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今年首次發布不同國家或地區榜上有名學府數量

及 GDP 比率的排行榜，香港名列全球第一。 

 署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梁鳳儀表示，雖然標準普爾將美國國家主權信貸

評級調低，但仍相信美國國債違約機會非常低，暫無意調整外滙基金內美元

資產的比例。 

 瑞信研究院發表 2011 年度《全球財富報告》顯示，香港百萬美元富翁數目

增至 8.9 萬人，佔全港人口 1.25%。瑞信預測，香港富豪在 5 年內將增加 64%，

至 14.6 萬人。 

 政府續與內地簽訂 3 年東江水輸港協議，水價按年加價 5.8%，高於通脹，但

政府不加水費，要納稅人年年補貼多 2 億元。 

 由多個公私營醫生團體組成的「聯席香港醫療水平關注組」，表示反對醫管

局招聘海外醫生，稱將影響本港醫療質素。若聘用與本港醫生一樣要經過執

業試過關，聯席則無任歡迎。 

十一月 

 調查顯示，今年第 3 季本地消費者信心指數按季跌 3 點至 104，顯示香港市

民消費意慾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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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美國訪問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香港的銀行體系持有意大利或有關的

債券和資產，相信少於 1%；至於香港的借貸情況，暫時沒有問題，流動資

金足夠。 

 最低工資實施半年，政府數據顯示，本港收入最低的 1 成打工仔，其薪金於

今年第 3 季按年飈 13%。 

 政府修訂《版權條例》，網民恐收窄網上創作空間，促豁免「惡搞」等二次

創作刑責，但當局表明暫不加設相關條文，須先修例、後分拆處理。 

 世界衞生組織公布全球 565 個城市微細懸浮粒子排行榜，發現本港排尾 8，

環團及人力顧問均呼籲當局要大力改善本港的空氣質素，因為空氣差影響外

國專才來港意慾。 

十二月 

 香港人民幣存款於 10 月底微跌 0.6%至 6,185 億元人民幣，是 2 年以來首次

錄得下跌。 

 反貪機構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 2011 年廉潔指數排名，

香港今年微升 1 級至 12 位。 

 貿發局與美國商務部於去年底推出「太平洋商貿合作計劃」，協助美國公司

利用香港商貿平台，發展內地及其他亞洲市場，計劃推出 1 年已見成績，在

港設立總部的美企數目按年升 5%。 

 世界經濟論壇（WEF）昨公布金融發展報告，本港的金融業發展指數由去年

的第四位晉升至第一位。 

 港人的快樂指數持續上升，青年的快樂程度更創 05 年以來新高，負責研究

的大學認為，結果反映市民的抗逆能力提升。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公布，綜合各城市在經濟、社會、環境及文化四方面，

香港繼續是中國今年最具競爭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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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一月 

 2012 年１月１日，上海正式啟動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首輪試點選擇交通

運輸業及部分現代服務業。 

 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的《“十二五”時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建設規劃》正式對社會公佈。 

 2012 年市政府 11 件、24 項實事今天公佈。其中不但涉及照顧更多老弱病殘

孕群體，也將解決市民吃早餐、買小菜、健身強身、創業就業，以及居民區

消防和垃圾分類問題。 

 2012 年，上海將啟動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試點工作，強化污染減排目標管

理責任制，完成主要污染物年度減排目標。認真做好 PM2.5 監測與治理相關

工作，力爭列為國家首批發佈的城市之一。 

 上海舉行國際生物製藥、醫藥衛生、醫療機構人才招聘會。 

 上海迪士尼專案去年先後啟動“4+1”建設，包括 1 個場地形成的項目，還

有 4 個項目是中心湖、圍場河和兩條道路，共完成投資 40 億元人民幣。上

海迪士尼樂園專案地處浦東，2011 年 4 月 8 日破土動工，是中國內地首個、

世界第六個迪士尼主題樂園，度假區一期投資約 245 億元人民幣，規模約 3.9

平方公里，預計 2015 年建成開園。 

 普陀區今年將繼續加快舊區改造，基本完成棉紡新村、真北村二期等“2+3”

地塊改造，實施 20 萬平方米舊住房修繕改造。同時，繼續推進保障性住房

建設，金光二期專案、滬嘉北 A 項目交付使用，並籌措建設 1565 套公共租

賃房。 

 虹口區將加快推進虹鎮老街、北外灘地區舊區改造，計畫完成舊住房綜合整

治 300 萬平方米。今年將實施舊住房綜合整治 70 萬平方米，完成虹鎮老街

地區 2 號、3 號、9 號、10 號和 166 號地塊，開展 1 號、7 號地塊舊改。 

 上海市教育局表示 2012 年上海教育投入預計總投入將超 600 億元。 

 新春黃金周，上海共接待遊客 314.2 萬人次，旅遊收入 29.64 億元，來滬遊

客人均消費 943 元，同比增長 7%，其中購物消費占 44%。整個春節假期，

虹橋和浦東兩大機場共起降航班 10170架次，同比增長6.88%；運送旅客127.1

萬人次，同比增長 7.29%。 



  2012 年滬港大事年記  45 

 

二月 

 市政府召開 2012 年上海市旅遊工作會議。會議透露，2011 年本市國內遊客

數達 2.31 億人次，較上年增長 2.9%；國內旅遊收入達 2786.54 億元，較上年

同比增長 9.6%；入境遊客數達 817.57 萬人次，持續保持高位；旅遊收入達

3231.15 億元，較上年同比增長 5.8%。預計 2012 年全年旅遊收入達 3400 億

元左右，較上年同比增長約 10%。其中，旅遊外匯收入達 65 億美元左右，

較上年同比增長約 8%。本市接待國內遊人數達 2.5 億人次左右，較上年同比

增長約 6%；接待入境旅遊人數達 825 萬人次左右，較上年同比增長約 3%，

其中入境過夜遊客人數達 685 萬人次左右，較上年同比增長約 2%。 

 上海全年全社會研發（R&D）投入預計達 660 億元，占 GDP 比重從 2008 年

的 2.58%提升到 3.16%。 

 經過全國旅遊景區品質等級評定委員會評定，上海環球金融中心觀光廳被批

准為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這是觀光廳自 2009 年被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為

“最高觀光廳”後所獲得的又一重要榮譽。 

 全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積今年以來首次突破了 20 萬平方米，各大仲介公司都

反映 2 月份業務量環比大幅增長，估計總成交量可能達到 1 萬套。 

 臺灣中小企銀行申請匯出人民幣 1 億元，在上海成立臺灣中小企銀分行。 

 2 月 CPI 同比漲幅回落到 3.2%左右，是近年第一次 CPI 降至 4%以下。 

 國家工業和資訊化部正式授牌上海臨港裝備產業區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

示範基地》（裝備製造），授牌上海市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

（航空產業）。 

 上海占江浙滬三省經濟總量進一步下降，其製造業對長三角的帶動力逐漸減

弱，對長三角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將更多體現在其服務業上。 

三月 

 中國銀行上海人民幣交易業務總部在滬成立，成為四大國有銀行中首家在滬

設立“第二總部”的銀行。 

 2012 短道速滑世界錦標賽將在上海東方體育中心正式打響。 

 上海工業旅遊“十二五”總體佈局確定將以建設全國著名工業旅遊目的地

為目標，建成一個工業旅遊示範帶，八大現代工業旅遊基地。據悉，全市工

業旅遊景點總數將達到 300 個，打造 20 個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工業旅遊景點，

打造 30 條工業旅遊精品線路，年接待旅遊參觀人數達到 2000 萬人次，帶動

相關產業產值達到 7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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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的《“十二五”時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建設規劃》正式對社會公佈。規劃不僅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明確了目標，

更為各項工作指明了方向，可謂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的指南針。 

 首批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獲准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 

 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 31 日在博鼇發佈“中國大陸區域對外開放指數研

究報告”，首次公佈對中國大陸地區 31 個省市區對外開放度得分和排名。

根據總指標排名，上海、北京、廣東位居榜首。 

四月 

 從 2012 年 4 月 1 日起，本市月最低工資標準將從 1280 元調整到 1450 元，

增加 170 元，增加額高於去年；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從 11 元調整到 12.5 元。

同時調整城鄉低保標準，調整金額是本市低保制度建立以來最多的一次。 

 4 月 8 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區正式開工建設。 

 第七屆投資理財金融博覽會在上海光大會展中心開幕。 

 臺灣貿易中心與上海市政府共同主辦了 2012 上海臺灣名品博覽會，800 家臺

灣廠商、2000 個攤位展出了 4 萬餘項商品，4 天共吸引了 25.2 萬人次參觀，

達成採購意向 5.4 億美元。 

 F1 瑞銀中國大獎賽於 4 月 13 日在上海奧迪國際賽車場舉辦。 

 2012 上海汽車文化節”於 4 月 15 日在上海國際賽車場開幕。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建設場地移交儀式”在建設現場舉行。上海申迪建設

有限公司完成場地形成工程，將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兩大重要地塊施工現場移

交給上海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主題樂園主體工程建設也將隨之啟動。 

 上海擬試行階梯式電價，每千瓦時分三檔逐級遞增。 

五月 

 上海市檢察院發佈首部《年度上海金融檢察白皮書》。2012 年申城金融犯罪

案件大幅上升，信用卡詐騙犯罪居首位，跨境金融犯罪頻發；同時，金融機

構從業人員犯罪上升，2011 年有 30 名金融從業人員受刑事處罰。 

 2012 年 5 月 10 日，長三角校長高峰論壇在上海舉行。復旦大學，上海交通

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全國重點大學校長出席。 

 5 月 22 日，十屆上海市委一次全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市委常委會。 

 上海品牌發展研究中心與上海東方品牌文化發展促進中心發佈了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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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十大品牌”和“十大品牌領軍人物”，展示了一批具有全國影響乃至

全球影響力的上海自主品牌。 

 上海市浦東新區智慧財產權局、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協會主辦的“2012 長三角

智慧財產權調解文化之道”專家論壇暨“長三角智慧財產權維權聯盟”首次工

作會議在滬隆重舉行。 

六月 

 6 月 1 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推出人民幣對日元直接交易，市場反應積極，運

行平穩。 

 6 月 5 日，第十七屆上海國際冶金工業展覽會和第五屆寶鋼學術年會在上海

同期同地拉開帷幕。 

 2012 陸家嘴論壇拉開大幕。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作開幕主題演講，“一行三

會”負責人周小川、尚福林、郭樹清、項俊波作主旨演講。 

 國際會議與大會協會（ICCA）發佈了 2011 年度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度報告。

2011年上海舉辦國際協會會議 72個，位列世界排名第 24位。據不完全統計，

2011 年上海共舉辦各類國際會議 745 個。其中，公司會議和協會會議同 2010

年相比均有增長，2011 年上海共舉辦公司會議 256 個，較 2010 年同比增長

20.8％；舉辦協會會議 247 個，較 2010 年同比增長 1.6％。 

 6 月 26 日，臺灣聯新國際醫療集團在大陸地區的旗艦醫院——上海禾新醫院

正式開業，這是海峽兩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在大陸

核準設立的第一家臺資獨資醫院。 

 6 月 26 日，上海銀行與市臺辦共同簽署《支援臺資企業發展金融合作協議》。

根據協議，上海銀行將在今後兩年內為上海地區臺資企業意向性提供總額不

低於等值人民幣 200 億元的綜合授信支援，重點培育與臺資企業相關聯的優

質中小企業客戶群。 

 6 月 27 日，主題為“高效、集約、低碳，促進城市物流發展”的第四屆長三角

城市論壇在上海隆重舉行。 

 《上海市臨港產業區管理辦法》公佈。 

 中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啟動第三次股改。 

 上海開始發佈 PM2.5 環境監測指標。 

七月 

 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上海證券交易所舉行上海市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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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合作意向書簽署儀式，上海證券交易所參與上海股權託管交易市場建設。 

 2012 上半年上海商品房新開工面積與銷售面積大幅下降，地方財政收入增幅

同比回落 22.4 個百分點，房地產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從 5.3%下降到

4.4%。 

 7 月 19 日，上海市最新發佈的《上海智慧財產權戰略綱要（2011-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力爭把上海建設成為“創新要素集聚、保護制度完備、服

務體系健全、高端人才彙聚”的亞洲太平洋地區智慧財產權中心。到去年底

為止，通過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相關個人、相關企業獲得融資總量將近 3.6

億元。 

 7 月 20 日，上海市、聖彼德堡市旅遊部門在聖彼德堡市政廳簽署《旅遊合作

備忘錄》，雙方將通過簡化旅遊手續，開闢新的旅遊線路和產品，增加雙方

旅遊者的往來，上海市副市長趙雯、聖彼德堡副市長瑪律克夫出席簽約儀式。

據悉，今年 11 月，中國“俄羅斯旅遊年”閉幕式將 11 月 14 日在上海舉行。 

 DHL耗資 1.75億美元的北亞樞紐於本月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正式啟動。DHL

表示，該樞紐是亞洲最大的快遞轉運中心，同時公司計畫在未來兩年內再投

資 1.32 億美元（1 億歐元），以新增 8 架 DHL 專機，執飛上海往返北亞、

歐洲和美國的國際航線，滿足強勁且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 

 2012 年 6 月底，鐵道部在京滬高鐵開通一周年時對外宣佈，年運送旅客達到

5260萬人次，但並未披露具體財務資料。目前京滬高鐵的收入情況超出預期，

在其開通的第一年，收入即可覆蓋運營與貸款利息支出，現金流已為正。據

財新記者此前瞭解，自 2011 年 6 月 30 日通車，京滬高鐵運營半年後的客票

收入已達 70 億元，而 2012 年 7 月份一個月的收入就有 18.6 億元，運營第一

年收入當已超過百億元。 

 上海證券交易所發佈《上海證券交易所風險警示板股票交易暫行辦法》並公

開徵求意見。 

 上海國有資產證券化率達到 35.24%。 

 據上海社會科學院發佈的最新報告，2012 年長三角地區經濟總量突破 11 萬

億元，產業結構中的二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已平分秋色。 

八月 

 浦發銀行與矽谷銀行的合資銀行浦發矽谷銀行正式開業。 

 應臺北市長郝龍斌邀請，姜平副市長受韓正市長的委託，率上海市政府代表

團赴臺參加“2012 臺北—上海城市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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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上海中小企業金融洽談會”將於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開幕。在東亞

展覽館舉辦“2012 上海中小企業金融洽談會”，預計近萬名金融機構、中小

企業負責人參會洽談。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將以週期性大展——2012（第九屆）上海雙年展作為開

館展覽，來自全球 27 個國家和地區的 98 位元（組）藝術家參加“重新發電”

的主題展。開幕季將推出《超凡入聖——蓬皮杜藝術中心特展》。 

 2012 年度“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顯示，全球 45 個國際金融

中心城市中，上海排名第 6。該指數由新華社旗下的中經社控股聯合標普道

瓊斯指數公司共同研發。 

 “2012 臺北上海城市論壇”上，滬臺兩市簽署體育、老人照護、區政合作交

流備忘錄，相互取長補短，促進共同發展。 

 西方音樂劇巔峰之作《貓》於 2012 年 8 月首次推出中文版，并计划在上海

大劇院舉辦全球首演。 

 東方夢工廠項目落戶徐匯濱江地區。 

 浦東、虹橋機場無線網實名認證系統正式上線。 

 上海市“營改增”改革试行半年。試點企業實現了新老稅制的成功轉換，產

生了良好的稅制改革效應。截至 6月底，上海有 13.9萬戶企業納入“營改增”

試點範圍，比年初增加了 2.1 萬戶，其中，新增試點服務專案的企業為 1.2

萬戶，新辦企業 8779 戶。與原實行營業稅稅制相比，今年上半年，上海“營

改增”改革試點企業和原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整體減輕稅收負擔約 44.5。 

九月 

 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從 2012 年 9 月 1 日起

再次降低 A 股證券交易經手費收費標準，由目前按成交金額 0.087‰雙向收取

下調至按成交金額 0.0696%雙向收取，降幅達 20%。 

 中華交易服務有限公司於 2012 年 9 月成立，總註冊資本為 3 億港元，由香

港交易所、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平均出資。三所在合資公司佔有相同股

份。 

 2012 年上海旅遊節於 9 月 15 日开幕。 

 上海世博會電子版《清明上河圖》繼先後在臺北市、臺中市展出後，2012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2 日赴高雄市展出。三地累計吸引臺灣民眾超過 189 萬人次

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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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2010 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2010 年上海世博會城市未來館分別改建而成

的“中華藝術宮”、“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將於今年 10 月 1 日連袂開館

試展。 

 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關於在臨港地區建立特別機制和實行特殊政策的意

見》，明確了 8 項特別機制和 24 條特殊政策。 

 2012 年 ATP1000 上海網球大師賽於 9 月 31 日开幕。費德勒、納達爾、德約

科維奇、穆雷等男子網壇的高手均報名參加。 

 《2012 年世界城市文化報告》公佈。上海的美術館數量只有 208 家，不到巴

黎的五分之一。 

 9 月上海房價同比下降 1.9% 全國城市僅上海滯漲。 

十月 

 上海紐約大學正式成立，校園位於上海浦東新區陸家嘴金融貿易區。上海紐

約大學與紐約大學阿布達比校園、紐約校園共同組成紐約大學全球系統中的

三個具有學位授予權的門戶校園。 

 10 月 8 日，上海市“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務熱線電話開通試運行。今後，市

民遇到涉及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服務方面的諮詢、求助、投訴和建議，撥打

一個號碼就能搞定。２３０多條政府熱線歸併成一條，上海實現了公共服務

熱線的“一號通”。 

 2012“全球 CEO 發展大會”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大會由聯合國工業

發展組織、聯合國全球南南發展中心聯合主辦。 

 截至 10 月份，年初起在全國率先啟動的上海“營改增”改革試點，納入試

點企業達 15.2萬戶。試點企業和原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整體減輕稅負 133億元，

小規模納稅人稅負下降 40%左右，服務業實現了 10%以上的快速增長。 

 截至今年 10 月，累計有跨國公司研發中心 350 家落戶上海。上海已是中國

內地吸引外商投資規模最大、外資總部機構最多的城市。 

 上海交通卡發放數量已超過 4000 萬張，其中普通卡 2900 多萬張，支付服務

覆蓋了公交、地鐵、輕軌、輪渡、計程車等 10 多個主要城市公共交通行業。 

 2012 上海國際馬拉松賽升級，首度榮膺國際田聯路跑金標賽事。 

 美世 2012 年全球城市生活品質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香港位居世界上生活品

質排名第 70 位，上海位居第 95 位，北京排在 109 位。 

 2012 年初，首批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獲准進入上海銀行間債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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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 月底，銀行間債券市場共有 RQFII 機構 20 家。世界銀行、境外保險

公司也獲准投資銀行間債市，目前，在“三類機構”框架下獲准進入境內銀

行間債券市場的機構已達 60 家左右。 

十一月 

 上海法德聯合簽證中心正式啟用。 

 第三屆期貨機構投資者年會在上海召開。截至 10 月底，上海期貨交易所成

交規模 74.5 萬億元，上市交易品種 10 種。 

 中國銀聯負責運營國際業務的子公司銀聯國際在上海成立。 

 《米勒、庫爾貝和法國自然主義：巴黎奧賽博物館珍藏》在中華藝術宮開幕。 

 由科學技術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2012 浦江創新論壇”於 11 月

3 日在上海浦東新區開幕，本次論壇的主題是“2012 產業變革與創新生

態”。 

 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日本博覽會將於上海世博展覽中心舉行。

博覽會旨在打造滬上年度規模最大、參與人數最多的中日交流盛會。日本 47

個都道府縣都將前來展現各自的文化。 

 11 月 13 日，由上海市商務委、上海市外資企業協會聯合舉辦的“智慧互通，

開放創新” 2012 上海外資研發中心論壇在新江灣文化中心順利召開。富士

膠片、通用電氣、3M、羅克韋爾、沃爾沃、英特爾、德爾福等七家在華設有

研發中心的跨國企業代表受邀參加論壇。 

 2012 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 11 月 15 日-18 日將在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這是

亞洲最大專業旅遊交易會。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年會暨國際貿易發展論壇隆

重召開。 

 11 月 20 日，上海召開黨政負責幹部大會宣佈中央決定：俞正聲同志不再兼

任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韓正同志兼任上海市委書記。12 月 26

日，市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接受韓正同志辭去上海市市長職

務請求，決定楊雄同志為上海市代理市長。 

 2012 浦江創新論壇在浦東開幕，在為期 2 天時間內，德國弗朗霍夫協會主席

ReimundNeugebauer、美國系統生物學研究所長 Leroy Hood、鳳凰衛視董事

局主席劉長樂等 1400 位各界人士，將縱論創業變革與創新。 

 2012 上海國際當代戲劇節開幕。“2012 上海國際當代戲劇節”於 11.5-12.9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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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三個劇場集中呈獻 18 台來自世界各地的最當代最前沿的

戲劇作品。 

 在 11 月 29 日的第五屆中國會議產業大會上，上海榮獲了第五屆中國會議產

業大會“2012 中國最受歡迎會議目的地城市”華表獎。 

 2012 年 11 月 21 日，上海市口岸服務辦公室、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

浦東機場航廈舉行“臺灣居民口岸簽注自助受理機啟用儀式”。 

十二月 

 12 月 3 日，2012 年新浪政務微博報告公佈，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官

方微博“上海發佈”位列本年度全國政務機構微博影響力排行榜第一。 

 12 月 4 日，2012 年“SAP 全球技術研發者大會”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隆重

舉行。 

 12 月 18 日，臺灣貿易中心上海代表處揭牌，這是臺灣在大陸設立的首個經

貿辦事機構，也是落實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相關條款的重

大實質性舉措。 

 12 月 26 日，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成立會議在上海召開。金融消費

者保護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也面臨著不小的挑戰。不過對於每一個消費者而

言，金融消費者保護部門的成立，意味著在金融消費的過程中，多了一份安

全保障，也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平穩推進的重要保障。 

 2012 上海金融景氣指數顯示，上海金融業整體保持穩健增長。以 2006 年為

基期，2012 上海金融業整體發展度指數達 2838 點，較 2011 年增長 305 點，

增幅為 12%。在增長的 305點中，其中金融創新貢獻 162點，占增長的 53.0%；

金融市場貢獻 110 點，占增長的 36.1%；金融國際化和金融機構分別貢獻 16

點和 13 點，占增長的 5.2%和 4.2%；金融人才和金融生態環境分別貢獻 3 點

和 1 點，占增長的 1.1%和 0.4%。 

 由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主辦的“2012 上海金融創新論壇”在上

海國際會議中心拉開帷幕，“2012 年度上海金融創新獎”部分獲獎專案頒獎

儀式也在論壇上同期舉行。 

 2012 年上海市生物醫藥產業經濟總量達到 2000 億元，並初步建成國內生物

醫藥的創新產品製造中心、商業中心和研發中心。 

 至 2012 年末，平均每百戶城市居民家庭擁有轎車 20 輛，空調 207 台，行動

電話 239 部，電腦 144 台；平均每百戶農村居民家庭擁有汽車 14 輛，空調

136 台，行動電話 200 部，電腦 49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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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專家評審、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和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審定，本市高校和

上海社科院共有 47 人入選 2012 年度“曙光計畫”專案。 

 上海法院司法公正指數連續五年位列全國法院第一。五年來，全市法院共受

理各類案件 206.06 萬件，2012 年受理各類案件 44.87 萬件。 

 中共中央批准，楊雄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 

 2012 年全年上海簽訂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金額 223.38 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11.1%。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到位金額 151.85 億美元，增長 20.5%。其中，第

三產業實到外資 126.79 億美元，增長 21.6%；工業實到外資 24.55 億美元，

增長 16.5%。 

 2012 年上海居民消費價格上漲 2.8%。分類別看，食品類上漲 5.8%，煙酒類

上漲 1.4%，衣著類上漲 3%，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類上漲 0.6%，交通和通信

類上漲 0.8%，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類比上年下跌 0.7%。另外，全年工

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比上年下降 1.6%，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下降 5.3%。 

 2012 年上海三產比重首次達到 60%。初步核算，2012 年上海實現生產總值

20101.33 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 7.5%。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

12060.76 億元，增長 10.6%。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首次達

到 60%。 

 2012 年京滬高鐵股份有限公司客票收入為 173.8 億元。 

 上海口岸也將對 45 個國家公民實施 72 小時過境免簽政策。上海出入境邊防

檢查機關將在浦東、虹橋機場入境檢查現場設立 72 小時過境免簽檢查區域

及通道，為過境旅客提供通關服務。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銷快報稱，2012 年旗下各家企業共實現汽車銷量

約 449 萬輛，較 2011 年的 400.9 萬輛同比增長 12%。 

 12 月上海私車額度拍賣價格再次創出年內最高，最低成交價 68900 元，平均

成交價 69346 元，分別較 11 月上漲了 2500 元和 2400 元，同時又一次刷新

了上海自 2000 年舉行私車額度無底價拍賣以來的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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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一月 

 總理溫家寶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表示，將有序推進人民幣資本

項目可兌換，提高外滙儲備經營管理水平，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專家稱這將有效推動香港建立離岸人民幣交易市場。 

 為期 24 天的工展會隨元旦假期結束，共錄得逾 252 萬人次入場，較去年同

期升 5%，刷新紀錄，當中四分之一為內地及海外遊客，總銷售額超過 6 億

元。有展商指，今年成績較預期理想。 

 工聯會指「醫療廢物管制計劃」自去年 8 月實施以來，醫管局轄下所有聯網

的醫療廢物較過去一年同期增加了近 9%，醫療廢物焚化比例大幅更上升近

50 倍。該會立法會議員認為，計劃中第一組別醫療廢物定義廣泛，增加醫

療廢物之餘，亦增加社康護士負擔。 

 台灣駐港最高負責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朱曦，正式來港履薪。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以約 2.2 萬票勝出泛民特首初選，擊敗只得約 1 萬票的民

協馮檢基，代表泛民參選特首，挑戰建制派的唐英年及梁振英。 

 尖沙嘴意大利名店 Dolce & Gabbana 禁止港人拍攝事件，引發社會迴響，逾

萬人在 facebook 表示會參與「D&G 門口萬人影相活動」。 

 RQFII（境外人民幣透過本港中資機構投資內地市場）產品首日供散戶認購，

銀行界人士表示，以基金產品而言，認購反應尚算熱烈，不乏以 10 萬元計

認購產品的投資者。 

 一項人力調查發現，香港僱員今年平均加薪幅度 4.6%，其中醫療行業一枝獨

秀，加幅逾 7%。有醫護人力招聘機構指出，有私家醫院不惜加薪 3 成、又

以達一倍月薪的花紅搶護士專才，更有私院以日薪2,000元向護士「買年假」，

以求紓緩人才不足。 

 政府統計處公布，2011 年 12 月份本港整體出口和進口貨值均錄得增長，按

年分別上升 7.4%和 8.1%；增幅遠勝市場預期 3.5%和 6.6%。而 2011 年全年

商品整體出口貨值則按年上升 10.1%，與市場預期相若。政府發言人表示，

商品出口在上月錄得較快的按年增長，主要是由於內地市場表現較佳。 

 美國傳統基金會公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連續 18 年成為全球經濟

最自由地方。傳統基金會國際經濟貿易中心主任 Terry Miller 表示，去年港

府派發 6000 元措施能夠還富於民，對提高自由度評分有幫助。 

 城市大學調查顯示，港人消費信心指數連跌8 季後，首次回升1.4％，達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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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指數仍低於 100，顯示「信心不足」。 

 首家 B 股轉 H 股的公司中集集團（2039）掛牌上市，成交逾億。財經事務

局長陳家強稱這是中港金融合作的新方向。 

 國際結算銀行（BIS）發表有關存保制度的設定及應用文件最後文案，金管

局稱會因應國際的最新要求，徹底檢討存款保險計劃的設計。 

 機場管理局公布，香港國際機場去年的旅客量達 5,390萬人次，按年上升 5.9%，

在客運表現理想下，客運量及飛機起降量雙雙刷新紀錄。 

 統計處公布最新失業率微跌 0.1 個百分點至 3.3%，最新數據顯示，港人的個

人入息中位數創 15 年新高。 

 金管局數據顯示，1 月份香港人民幣存款減少 2.1% 至 5760 億元人民幣，

為連續第 2 個月錄得按月降幅。金管局發言人回應指出，隨着人民幣資金更

多雙向跨境流動，離岸人民幣資金有更多出路，本港人民幣存款總額的按月

變動有升有跌屬正常現象，顯示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漸趨成熟。 

 旅遊發展局公布，剛過去春節假期有逾九十萬旅客訪港，當中內地旅客超過

七十萬人次。 

二月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提出高達八百億元「穩經濟、保

民生、投資未來」措施，包括薪俸稅基本免稅額增至十二萬元，寬減薪俸稅

等，估計將有一百五十萬名打工一族受惠。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在預算案建議，政府再發行不多於 100 億元的 3 年期

iBond，息率與最近 6 個月平均通脹率掛鈎，推動本港債市發展。 

 調查結果顯示，在預算案發布後，市民對預算案的即時評分為五十七分，相

比去年評分上升五點五分。其中認為滿意的市民佔百分之三十八亦比去年增

加超過一成；認為「一半半」的市民佔百分之三十三；認為不滿意的市民佔

百分之二十六，相比去年下降超過一成。 

 第 29 屆香港國際珠寶展開幕，共有 3,100 個來自 48 個國家的展商參加，比

去年多 8%；香港珠寶出口情況良好，出口總值按年升 35%至 466 億元 

 電訊管理局實施《公平使用政策》，禁止電訊商推出實際上有限制的無限上

網計劃。電訊管理局表示，會仔細研究電訊商新出的服務計劃，有否遵守指

引，強調「公平使用政策」是希望增加流動或固網寬頻服務的透明度。 

 京都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發表「國際商業問卷調查報告」，於全球 40



滬港年刊 2010-2012  56 

  

個國家及地區，訪問了 6,000 家企業決策者，香港佔其中 100 人，以了解管

理層在過去一年的工作壓力水平。調查顯示，本港有 35%受訪行政人員，過

去 12 個月的工作壓力增加，壓力水平達 26%，全球排行第 20 位，壓力主要

來自業務指標、競爭對手，甚至要對抗辦公室政治。 

 世界銀行發表一年一度的營商環境報告，評估一百八十三個經濟體系內的企

業營運情況。香港於每項營商環境均排名第二。 

 應「三三四」學制改革後，內地與香港兩地學制接軌更順暢，港高校擬「增

加學額、不漲學費」，吸引內地生源。預計今年共招收內地高中畢業生一千

六百人。香港多所高校陸續啟動在內地的本科招生程序，比往年提前一月。 

 英國大學評級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布全球首個「世界最佳留

學城市」排名，香港與東京同排 19；評級機構指，本港消費較低、世界各地

僱主對本港大學的印象好，均成為本港的優勢。 

 世界黃金協會公布去年香港第四季黃金消費需求以金額計按年增長 35%，冠

絕大中華地區；而環球黃金需求亦達 4,067 噸，是 97 年以來 14 年新高。 

三月 

 政府宣布委任鄭若驊為金融糾紛調解中心主席，詹少弘任行政總裁。鄭若驊

及其他董事局成員的任期為兩年，詹少弘的任期為 3 年。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以擔保有限公司形式成立，以「先調解、後仲裁」的方式，解決金融機構與

個人客戶之間的金錢糾紛。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憂慮歐洲央行向市場注資以挽救債務危機、美國聯邦儲備

局會否推第三輪量化寬鬆等政策，表示可能會令到更多低息資金流入包括香

港在內的新興市場，再次推高通脹及資產價格。 

 民間人權陣線發起抗議小圈子選舉遊行，主題為「踢走爛攤子，還我真普選」，

大會預計遊行有 3,000 至 5,000 人參加。 

 港交所實行延長交易時段第二階段，午市提前半小時至 1 時開市，港交所行

政總裁李小加曾解釋延長交易時段是為了讓港股與 A 股可配合。 

 特首候選人唐英年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昨日刊出的報道引述唐對調整

聯繫匯率交易區間持開放取態，市場隨即憧憬擴大港元匯價波幅，觸發港匯

大幅波動。唐英年主動澄清，表示無意改變聯匯制度。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再次重申，外界形容為「半直通車」的港股交

易所買賣基金（ETF）準備工作接近完成，快將在上海和深圳證交所掛牌。 

 梁振英以 689 票當選第 4 屆香港行政長官，大和解就是其勝出宣言的首項工



  2012 年滬港大事年記  57 

 

作；他表明，希望各方在選舉後，馬上可以合作團結，令社會各方面重回正

軌。他也承諾，港人所享的自由及權利，不會有任何改變。 

 在競選政綱內提出「港人港地」政策，以協助中產人士置業的候任行政長官

梁振英進一步解釋，興建只限香港居民購買的中產房屋，是希望抑壓因海外

買家而急升的樓價，又強調自己無意壓低私人物業的價格和租值。 

 政府統計公布，香港出口貨值 2月升 14%至 2,598億元；其中轉口貨值為 2,554

億元，升 14.4%，而港產品出口貨值則跌至 44 億元，跌 4.9%。商品進口貨

值為 3,055 億元，按年升 20.8%。貿發局助理首席經濟師潘永才表示，2 月升

幅合符預期，出口貨值雖升，但估計是由生產及其他成本上漲帶動，而出口

量正在下跌，反映出口緩慢。 

 蓋洛普（Gallup）公布全球新聞自由度調查報告，本港排名 19，亞洲地區中

排名第三，有 85%市民認為媒體有報道自由。 

 香港人民幣存款連續 3 個月下跌。金管局公布，2 月份存款為 5,661.57 億元

人民幣，按月減少 1.7%，主因銀行轉趨發行人民幣存款證吸納資金。銀行公

會主席馮婉眉指，此舉反映人民幣進入雙向流動，邁向國際化，不應將焦點

集中在存款的升跌。 

四月 

 中大亞太研究所在特首選舉後進行民調，顯示有 40.6%受訪者，支持候任特

首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反對的佔 27.3%，表示「普通」者則有 30%。分析

指，梁的支持度不過半，顯示他的民意基礎不強，公眾仍在觀望他能否勝任。 

 候任特首梁振英前往北京，接受總理溫家寶頒發的《國務院令》，成為第四

任香港特首。 

 衛生署獲世衛委任在港開設全球首間「控煙及煙癮治療合作中心」，為世界

各國醫護人員提供以科學實證為基礎的戒煙培訓課程，協助世衛推廣戒煙資

訊，預計每年營運開支逾 1000 萬元，全由港府承擔。 

 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新鴻基地產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涉嫌貪污案。特首

曾蔭權開腔回應事件，他稱無論涉案人士社會地位多崇高或官職多高，廉署

都會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去跟進調查，希望各界不要懷疑政府對肅貪倡廉的

決心。 

 滙豐一項針對亞太區 8 個市場的調查顯示，2011 年本港有 77%消費者擁有信

用卡，滲透率亞洲最高；港人消費力亦見強勁增長，每人每月平均簽帳由 640

美元增至 730 美元，亞太區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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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好戲量成員賴恩慈的作品《1+1》，獲得印度第四屆 CMS（City Montessori 

School）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lm festival 的最佳短片獎，揚威海外。 

 統計處公布，1 至 3 月失業率維持 3.4%。受最低工資帶動，55 歲或以上的求

職者增加，令總勞動人口由 376.77 萬人，增加至 377.37 萬人。 

 候任特首梁振英表明，明年私家醫院的雙非孕婦「零配額」及不能夠保證雙

非嬰有永久居民身分。 

 香港 3 月份通脹升幅放緩，剔除政府一次式紓困措施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升幅為 5.6%，較今年首兩月合計的平均升幅收窄 0.5 個百分點。其中私

樓租金升幅收窄，惟食品價格續升，顯示基層受壓尤其嚴重。 

 原訂五月恢復二讀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因有議員提出逾千項修訂，

癱瘓了立法會秘書處，可能要延遲 3 至 4 星期才作表決。尚未表態的建制

派成政府及反對修例組織的游說對象，二次創作權關注組表明利用延遲表決

的這段時間，全力游說。 

五月 

 金管局數字顯示， 三月份整體存款額減少 0.9％，活期、儲蓄及定期存款都

下跌，港元存款減少 1.6％，外幣存款微跌 0.1％，人民幣存款則跌 2.1％。

貸款額增加 0.9％，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升 0.3％，香港以外地區使用的貸款增

加 2.2％。由於港元貸款增加而存款減少，港元貸存比率由 81.4%升至 82.5%。 

 調研機構 AC Nielsen（尼爾森）的調查顯示，今年首季全球消費者信心指數

排名中，亞洲國家和地區普遍靠前，香港於調查中排名第十位。 

 人民力量就立法會議席空缺填補方案提出逾千項修訂，試圖用「拉布戰」術

阻止通過條例，令替補方案沒法通過。其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根據《議事規

則》第 92 條所賦予權力「剪布」，中止了議員出缺法案修訂草案辯論。 

 香港連續 18 年被美國傳統基金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香港 8 名香港物理奧林匹克代表隊上月遠赴印度德里，出戰「第 13 屆亞洲

物理奧林匹克」賽事，獲一金兩銅及三項優異殊榮，以歷年最佳成績凱旋回

港。 

 香港大學公布 2011 年度畢業生的薪酬調查趨勢，若不包括醫科及牙科畢業

生，去年度本科畢業生的平均月入比 2010 年上升 9.1%，達 1.65 萬元，其

中過去多年出路較窄的工程系畢業生，薪酬升幅最強勁，隨着近年本港各項

大型基建工程上馬，畢業生平均月入 1.74 萬元，比 2010 年度高 26％。 

 香港港首季經濟增長大幅放緩，只有百分之零點四的輕微增長，是○九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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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以來最差的表現。 

 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2012 年 1 季度全球十大城市住宅價格指數》，香港、

新加坡、倫敦的房價水平繼續在全球主要城市中處於領先位置。 

 貿發局將於在日本舉行該局最大規模的海外推廣計劃，希望推廣香港作為進

軍內地市場的踏腳石。副總裁方舜文表示，今次活動有約 130 間香港公司代

表到日本參與，預計有約 3000 間日本中小企參加。 

 高等法院裁定政府對申領生果金長者施加離港限制並無違憲，並判透過司法

覆核挑戰該項限制的長者敗訴。法官指生果金並非退休金計劃，而是為有特

別需要長者提供金錢援助的計劃，若長者有生活困難應申領綜援。 

 政府統計處公布，香港四月整體出口貨值為 2,663 億元，按年升 5.6%，其中

轉口貨值為 2,615 億元，升 6.3%，而港產品出口貨值為 47 億元，跌 20.9%。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撰文警告，「樓市正處於冰與火之間，風險與日俱增」，

又擔心低息及流動資金充裕，樓市好易再次出現不理性亢奮情況，當局會保

持警惕，必要時毫不猶疑出招。 

六月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發表《2012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在被

評選的 59 個經濟體系中，香港以 100 分連續第二年獲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

的經濟體。 

 國際主題公園業內權威組織 TEA（Themed Entertainment Association）及顧問

集團 AECOM Economics 發表的二○一一年全球主題景點入場人次報告，海

洋公園排名躍升至全球第十二位，較二○一○年躍升兩位，在亞洲區則排名

第五。 

 第二批通脹掛鈎債券 iBond 截止認購申請，投資者反應踴躍，根據政府公布

的數字，債券的認購金額約 502 億元，認購人數約 33 萬，分別較去年增 2.8

倍及 1.1 倍。 

 金管局前總裁任志突然發表學術文章《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推翻自己以

往的立場，建議檢討已實施接近 30 年的聯繫匯率制度，惹來各界關注。諾

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稱為「歐元之父」的蒙代爾（Robert Alexander Mundell）

認為，讓港元與美元脫鈎乃錯誤，是不會成功的。 

 統計處公布2011 年本港整體家庭住戶總收入的堅尼系數，由2006 年0.533，

增至 2011 的年 0.537，為 40 年以來新高，在全球較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

香港位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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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壁球隊於伊朗亞洲青少年個人錦標賽勇奪 1 金 3 銀 6 銅，其中女子 17

歲以下組別，何子樂勇挫隊友蔡宛珊首度封后，鄭雅晴及何嘉寶分別奪得女

子 13 歲及 19 歲以下銀牌。 

 旅發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 年「五一」黃金周假期，內地訪港旅客人數增

加近 13%，較去年黃金周的 22%增速大為減慢，但今年首 5 個月，透過「個

人遊」訪港的旅客數量按年仍錄得近 24%升幅。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不會在本屆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

考慮到條例草案本身的複雜性，政府會繼續與各方面溝通，處理公眾關心的

議題，包括研究應否為二次創作提供版權豁免。 

 金融管理局副總裁余偉文表示，現時內地的外商直接投資，有 12%用人民幣

結算，估計本港外匯市場當中，每日離岸即期及遠期人民幣交易量合共達 50

億美元，本港人民幣即期外匯交易量冠全球，佔全球 56%。 

 滬深港交易所正式協議，在 9 月底前成立合資公司，分別於年底及 2013 年

初推出跨境指數與相關衍生產品。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稱，有關產品推出

後，可馬上在港交所上買賣，又期望指數可成大中華地區指數的標準。 

 國家商務部與特區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補充協議九，共提 43 項服務貿易開放及便利貿易投資措施。 

七月 

 梁振英與 7 名司局長，分別到筲箕灣、將軍澳、葵盛、觀塘、大角咀及屯門，

出席居民活動，聆聽市民訴求；梁振英亦主動回應七一遊行。他指不論遊行

人數是大學講的 8 萬，還是主辦單位指的 40 萬，他與團隊均會十分重視，

會虛心聆聽，並盡快落實政綱承諾。 

 全球首兩隻港股跨境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正式推售，分別為在深圳上市

的「華夏恒生 ETF 基金」，及在上海掛牌的「易方達恒生中國企業交易型開

放式指數基金」，標誌著 3 大歷史性突破，包括標誌中港資本市場雙向開放

踏出一大步、將人民幣國際化向前推進一步，及可增加兩地股市資金流量。 

 英國《經濟學人》公布 2012 年「全球最宜居城市」結果，香港由去年的 31

位躍升至首位。據《經濟學人》解釋，香港居住空間雖有限，交通擠塞，但

香港仍有不少綠色空間、郊野公園近在咫尺，加上香港位於亞熱帶的島嶼之

上，可供開發的平地不多，故以可使用的空間比例計算，香港反而超越其他

城市。 

 香港電影發展推出計劃，以實報實銷的方式，資助港產片在粵上映的發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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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費用，每部電影最多可獲資助 25 萬元。業界認為，此舉可替港產片開

拓逾 1 億人口廣東省市場。 

 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香港高收入人數呈下跌，今年 3 至 5 月每月收入逾 10

萬元人士有 5.37 萬人，按年跌 9.1%；至於家庭月入逾 10 萬的住戶有 9.51

萬戶，按年輕微跌 1.76%。 

 有近 7.3 萬名考生應考的首屆中學文憑試（DSE）放榜，當中誕生了 5 名星

級的 7 優狀元。 

 香港國際機場 6 月整體交通量增長穩健，當中客運量按年增長 5.5%至 470

萬人次，貨運量則連續第二個月錄得升幅，月內處理 33.4 噸貨物，按年升

4.1%。香港機場上半年共接待了 2,760 萬名旅客，按年升 6.9%，首 6 個月起

降量升 5.8%至 17.2 萬架次，貨運量則按年持平，約 190 萬噸。 

 香港政府堅持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激發萬人上街抗議。明報以問卷

調查訪問了 302 名遊行者，結果逾六成受訪者認為國民教育科中最受爭議環

節的當代中國內容，應融入中史科，只有約 3%受訪者認為應就此獨立成科。 

八月 

 旅發局公布，2012 年上半年訪港旅客達 2,232 萬人次，按年升 15.5%，其中

內地客升 22.7%。旅遊業界表示，整體升幅較預期好，料下半年內地客最少

升一成。有零售商指，上半年生意遜預期，對下半年審慎樂觀。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昨日在業績發布會上明確表示，支持政府興建大量公屋以

及部分居屋，令市民安居，但政府亦要衡量興建公營房屋會否與地產政策有

衝突。李嘉誠又重申，不會撤資或縮減集團在香港的業務，因香港是「我們

的家」。 

 MasterCard「理財知識水平指數」調查訪問了亞太區 14 個市場、共 6,904 名

消費者。結果顯示，香港的整體理財知識水平指數為 71，由 2010 年首次調

查時的第六位攀升至第三，與澳洲及新加坡並列。 

 香港單車選手李慧詩，在倫敦奧運女子場地單車凱林賽，與一眾高手角力下

以第 3 名衝過終點，成功奪取一面銅牌。該面銅牌是香港繼滑浪風帆的李麗

珊和李靜、高禮澤後，歷來第 3 面奧運獎牌。行政長官梁振英致以熱烈祝賀，

並表示李慧詩的鬥志和拚勁是香港精神的最佳體現，他強調： 「香港會繼

續全力支持體育事業的發展，積極支持我們的健兒。」 

 颱風「韋森特」襲港，一百五十噸聚丙烯膠粒散落本港海面和沖上附近沙灘。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當局已清理近半膠粒，暫時對生態環境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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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膠粒漂浮到本港三個魚類養殖區，當局會密切監察情況，並研究改善通

報機制。 

 滙豐環球研究發表報告指，香港人民幣存款量已不再反映離岸人民幣市場的

流動性，料人民幣佔本港總存款的比重，將由現時的 9%，升至 2015 年的約

30%。該行並預計，本港人民幣流動性年底前增至 1 萬億元人民幣，到 2015 

年達 3.2 萬億元人民幣。 

 特首梁振英在競選期間，承諾會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標準工時。總商會主

席周松崗回應記者時表示，標準工時不可以一刀切在所有行業，例如一些不

是太需要體力勞動的工作，不一定要標準工時。 

 政府今年上半年主動推出 11 幅住宅用地，樓面按年增加近 32%至 237.3 萬平

方呎，但因缺乏市區用地，有近 73%位處新界，故即使賣地數目比去年同期

有所增加，但賣地收益只有 172.84 億元，按年下跌 24%。 

 受出口疲弱拖累，本港第二季經濟增長為 1.1%，加上下半年外圍經濟向下風

險增加，出口不樂觀，港府昨把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下調到 1%至 2%。政府經

濟顧問陳李藹倫指，歐洲實體經濟衰退正在加劇，加上美國復甦情況比預期

差，連帶令亞洲地區經濟放緩，預期下半年出口形勢不樂觀。 

 統計處最新公布數據顯示，2012 年中，有近 714 萬人居住香港，比去年中上

升0.9%，這包括常住居民和流動居民。而上半年常住居民人數有近694萬人，

比 2011 年中多了 7.6 萬人，增幅達 1.1%，是 11 年來最高。 

 本港高等法院日前頒下清場令，持續十個月的「佔據中環」滙豐銀行總行地

下通道的人士必須在八月二十七日晚上九時前帶同所有物品離開，否則屆時

將會執行清場命令。 

 25,000 名考獲升大學基本資格（中英數通識分別為 3322 加一兩門選科 22）

的首屆文憑試中六考生，接獲大學聯招取錄結果。其中 12,000 名獲取錄入

讀政府資助大學學位課程，成績最突出者盡為港大、中大和科大吸納。 

 標準普爾今日傍晚發布報告稱， 確認香港特別行政區長期「AAA」和短期

「A-1+」的發債人信用評級，並給予香港穩定的展望評級。標普分析師陳錦

榮說，對香港的評級確認，反映了香港高收入經濟體高於平均水平的增長前

景，包括持續健康的財政狀況，及較高的財政儲備。 

 統計處資料顯示，2011 年本港居民到內地進行業務及旅行總人次達 7280 萬，

較去年微升 0.1%。當中私人旅行佔 67%，達 4850 萬人次，主要為度假、探

訪親友及參與康樂及文化活動；目的地以深圳地區居多，佔旅行人次半數，

而廣東省以外的地方則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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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最新公布調查顯示，香港超過七成五的人每周總

工時超過四十小時，影響個人健康以及家庭社交生活，促請政府盡快推動標

準工時立法。 

 香港入境處公布，台灣居民將可在網上免費預辦香港入境簽證，有旅遊業界

人士相信，周末自由行旅客勢將增加。 

 統計處昨公布今年第二季「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顯示就業人士月入中位數

為 1.2 萬元，較去年同期升 9%；家庭住戶月入中位數則達 2.06 萬元，較去

年同期升 5.1%。經濟學家指出，升幅反映本港經濟環境樂觀，僱主在年內有

空間調升薪金。 

 「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IFCD）昨發布，調查從金融市場、

成長發展、產業支撑、服務水平、國家環境等五方面考察全球 45 個主要金

融城市，香港在排名世界第四。 

 旅發局公布 2012 年七月訪港旅客共四百三十多萬人次，較去年同月增加一

成三。綜合今年首七個月的數據，訪港旅客累計達二千六百多萬人次，較去

年同期上升一成五。 

九月 

 本於九月起實施的深圳非戶籍居民一簽多行來港，及 5 個內地城市可異地辦

理來港簽證的安排，已被「叫停」。特首梁振英表示，中央同意未來 3 周，

不發出新措施簽注，港府和內地將就此進行商討，有關政策料將作出調整。 

 金管局公布，7 月份港元存款上升 1%，外幣存款上升 0.5%，其中人民幣存

款增加 1%，至月底共計 5632 億元人民幣，不過，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量按

月出現倒退，跌幅達 7.5%。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今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排

名躍升 2 級至第 9 位。報告指，香港在基建排名中名列前茅，有賴於交通、

電訊及電力基建上的完善發展。 

 「港人港地」政策率先在兩幅啟德地皮實施，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政府

目前無意為「港人港地」制定硬指標，推地量將是靈活回應市場需求，每季

公布。陳茂波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表示，政府推出「港人港地」政策，不是

為遏抑樓價，只是令樓價平穩發展，長遠而言，樓價應由供應著手。 

 今屆立法會地區直選投票率超越上屆水平，為約 53%，較 4 年前高出約 8 個

百分點，投票人數更達約 183 萬，是回歸以來新高。今屆首設「超級區議會」

選舉，政府指已加強宣傳「一人兩票」，但投票期間，仍有不少選民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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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感到不清楚。 

 最新公布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已達 108.8 點（主要反映 8 月 20 至 26 日簽

署臨時買賣合約的成交），再創歷史新高。 

 政府公布 6 至 8 月失業率為 3.2%，與之前 3 個月公布的失業率相同，期內總

就業人數 367.13 萬人，減少約 4,400 人，失業人數由 12.85 萬升至 13.16 萬

人，增加約 3,100 人；同期總勞動人口由 380.42 萬下跌至 380.3 萬人，減少

約 1,200 人，但經季節性調整後，失業率維持不變。 

 教資會主席鄭維新表示，本港 8 大院校要步向國際化，最大障礙為宿位不足，

又指至 2013 年，如本地所有獲資助大學生皆能「四年一宿」，盡管年底有

7,000 宿位落成，仍欠 5,000 個。 

 由於私樓租金升勢放緩，本港上月基本通脹率為 3.7%，跌至一年半低位，  

 最低工資委員會就調整最低工資水平達成共識，時薪由 28 元加至 30 元，

委員會將向行政長官梁振英提交報告，使約 33 萬低收入人士得以加薪。 

 由香港嬰幼發展研究基金會委託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的調查發

現，香港兒童平均快樂指數為 6 分，剛好屬快樂水平，但隨着年齡增長，快

樂指數卻愈來愈低。 

十月 

 平等機會委員會 2011/2012 年報指出，全年度調查 1042 宗個案，已完成調

查的個案有 822 宗，55％涉殘疾歧視，另有 34％涉及性別歧視的投訴，家

庭崗位歧視有 33 宗，佔 4％。平機會指出，有 240 宗投訴個案最後嘗試調

解，成功率達 64%（158 宗），合共為投訴人取得 280 萬元賠償。 

 十一國慶日，香港發生回歸以來涉及客輪的最嚴重撞船意外。港燈一艘載有

124 人船隻，於南丫島北面與港九小輪公司一艘中環開往南丫島雙體快速小

輪相撞，港燈船隻遭攔腰猛撞，旋即在數分鐘內斜插沒入水中，只剩船頭露

出海面載浮載沉。港燈批評對方船隻撞船後不顧而去。事發後，大批水警和

消防趕往救援，事故中有 38 名乘客證實死亡 

 英國智庫 Z/Yen Group 刊發最新一期國際金融中心排名（GFCI），香港續排

第三，緊隨倫敦、紐約之後。報告對本港評價相當正面，認為香港仍是環球

金融中心，而且紐、倫、港三強在監管改革上合作，有利競爭力共同提升，

互補不足。 

 《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大學排名，香港有 4 間大學列入全球首 200 名，

中大排名由 151 位升至 124 名。中大沈祖堯昨致辭時說，大學不應只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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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及卓越，亦應重視社會責任及良心，而且這些概念不能在班房教授，要

讓同學親身體驗。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報告，就各地金融機構施行壓力測試進行調

查。其中，IMF 讚揚香港金管局及荷蘭中央銀行處理銀行償付能力及流動性

風險。IMF 表示，香港金管局監察存款流走與違約風險，有關框架容許日後

模擬銀行償付能力按市價計算後的虧損，對存款流走、銀行賤賣資產、增加

流動性風險的影響。 

 研究夜景在旅遊領域效用的「夜景峰會」宣布，根據問卷及實地調查，香港

蟬聯「世界新三大夜景」之一。 

 第一太平戴維斯公布統計數字，2012 年上半年香港金融機構每年每呎租金為

123 英鎊（約 1538 港元），貴絕全球，較第二位的倫敦高出近 12%，比起

排第 6 位的新加坡更高出一倍。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接受德育與國民教育科委員會的建議，擱置

此一課程指引。他指出有關推行德育與國民教育所引起的爭議已經對香港學

校運作造成負面影響，希望在宣布擱置之後，能夠平息爭議、恢復互信。 

 香港劍擊隊於亞洲青少年錦標賽大豐收，奪得 4 金 3 銀 2 銅共 9 面青年組

獎牌，其中倫敦奧運代表崔浩然於男子花劍個人及團體封王。 

 投資推廣署及統計處昨日發表調查報告，顯示海外及內地企業在港設立的地

區總部共 1,367 間，按年升 2%，駐港公司總數則升 4.3%至 7,250 間，創歷

年新高。署長賈沛年對調查結果感到高興，該調查發現駐港公司較去年多聘

請約 2 萬人至約 38.8 萬名員工，按年升 5.7%。然而，他對前景抱審慎態度，

但有信心香港長遠能繼續吸引投資者進駐。 

 香港在環球藍聯（Global Blue）公布的全球購物指數（亞太區）結果中，在

25 個亞太地區得分奪冠，勇奪亞太地區最佳購物城市的寶座。報告指香港贏

在有較長銷售季、多樣化品牌及不同的奢侈品，治安得分亦很高，並指出旅

客到香港可享受大量不同的景點及極多元化的菜餚。 

 財政司長曾俊華宣布推出兩招遏巿，史無前例針對境外個人買家和境內外公

司買家，徵收相當樓價 15％的買家印花稅（BSD），本地永久居民買樓則豁

免；額外印花稅（SSD）則延長至 3 年，首半年放售的額外稅率由 15％增至

20％。 

十一月 

 已籌備多年的強積金半自由行十一月一日正式展開，二百三十五萬名在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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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可為自己帳戶內已存的強積金權益，轉移到心儀的受託人公司。 

 資金持續流入本港，金管局於兩星期內已九度入市捍衞港元，合共注入 271.88

億元，金管局發言人表示，港元需求仍然偏強，預計資金淨流入港元的情況

會持續一段時間，繼續密切留意情況，按照貨幣發行局機制，維持港元穩定。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最新的《2012年金融發展報告》，

香港蟬聯榜首，連續兩年壓過美國、英國及新加坡等地區。該會指出，香港

銀行體系龐大而且具效率，在該領域位列第 1，稅制、基建、商業獲得融資

管道等方面香港亦有優勢。 

 社會福利署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參考過去 12 個月社援指數，上調明年

綜援金額不少於 3.7%，若實施建議，預計明年 2 月起 4 人綜援家庭每月可

多獲 416 元。 

 立法會否決諮詢不同性傾向平等權利議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昨表

示，不願意看到議題重新在社會上挑起爭端、形成對立，他指出，原議案提

出諮詢而非立法，但擔心有人認為「諮詢可能是立法的開始」，故沒有計劃

開展。 

 反對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亞洲電視，發動近 400 名員工到政府總部集會。亞

視主要投資者王征形容，「發新牌是災難的開始」。但有近百名演藝界人士

今在報章刊登聯署聲明，要求政府馬上增發免費電視牌照，讓市民有更多元

化的選擇。 

 約 1000 名新界村民爭取新界屋宇僭建物合法化及要求撤銷僭建登記制，於

元朗市中心集會後，遊行至民政事務處遞交請願信。 

 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分別就發新免費電視牌做民

意調查，分別發現 75%及 84.9%市民支持政府發新牌照。 

 十多名香港新鮮牛肉肉商昨與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會面，表示本港活牛價

格大幅拋離深圳逾四成，要求當局開放活牛市場，打破唯一代理商五豐行的

壟斷局面。高永文表示會進行市場調查，比較本港與內地鄰近城市的牛肉價

格。 

 審計署最新報告指出，環保署在過去 25 年，從未就改善空氣質素完全達標，

其中全年空氣污染指數超標日子，更有惡化趨勢，5 年內由 74 日倍增至 175

日。審計署促請環境局制定改善時間表，並要落實巴士路綫重整，令空氣質

素盡早達標。 

 香港海洋公園擊敗美國和法國對手，在美國奧蘭多舉行的同業博覽會上，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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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被喻為主題公園「奧斯卡」的「全球最佳主題公園」（Applause Award）

大獎，成為亞洲首個獲得該獎項的主題公園。 

 香港 10 月份的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3.8％，與 9 月份輕微回落 0.1 百

分點，食品、住屋、電力、衣履、交通等消費即錄得升幅，其中住屋消費按

年升幅達 5.3％，外出用膳亦錄得 4.9％。政府發言人表示，通脹降溫的趨勢

大致持續。 

 統計處公布 8 至 10 月份失業率為 3.4%。 

 勞顧會通過立法推行男士可享 3 日有薪侍產假的方案，不過只可以領取五分

之四工資。 

 英國培生出版社（Pearson）公布全球教育系統排名，本港教育在全球 40 個

國家和地區位列第 3，僅次於芬蘭和韓國。 

十二月 

 港元兌美元多次觸及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於歐洲交易時段再入市沽出 38.75 

億港元，令銀行體系總結餘升至 1967.47 億元。從 10 月 20 日起，金管局

已先後 15 次沽港元、買美元，以阻止港元升勢，合共注資近 480 億元。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聯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宣布保留舊政府總部西座，將大

樓翻新後給律政司和與法律相關非政府組織使用，盼打造香港成為亞洲區佔

重要地位的國際法律服務、特別是仲裁及調解中心。 

 由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主辦，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承辦的「2012 中

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公布，香港繼續排在首位，上海及北京緊隨其後。

而在成長競爭力排名方面， 香港比去年跌一位排第 10。中國城市競爭力研

究會會長桂強芳指出，近年北京及上海的經濟總量已超越香港，但本港作為

人民幣國際化平台的地位無可取代，法治及社會體制仍有優勢。 

 監察貪污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昨發表全球

國家及地區最新的清廉指數排名，香港下滑兩級至第 14 位。廉署強調，本

港貪污情況維持平穩，並無惡化。 

 立法會就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舉行公聽會，除有逾 130 個團體及市民參加外，

亦接獲超過 500 份市民遞交書面意見。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蔡涯棉，

以及綠悠軒業主立案法團等，亦就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遞交書面意見，認

為發展計劃有助解決本港的住屋問題，故支持政府推行有關的計劃。 

 金管局助理總裁（銀行政策）簡嘉蘭在《匯思》中撰文指，本港會跟隨鄰近

地區如內地、日本、新加坡及澳洲等，如期在明年實施《巴塞爾資本協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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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她認為，《巴三》資本標準的目的是透過要求銀行持有更高水平及更

優質資本，並更妥善處理及涵蓋以往未有被充分認知的風險。 

 貿發局研究總監梁海國昨日表示，預期明年全年出口總值增長 4%，比今年

預計的 2%高一倍，以貨量計則會從今年估計下跌 1.5%回升至增長 1%。 

 香港基督教信義會在 11 月就「香港家庭快樂指數」，以問卷方式訪問 596

名家長及兒童。調查發現，整體的家庭快樂指數為 7.63 分（10 分為滿分），

屬中上。調查亦指出，基層家庭最快樂指數高於中產或富裕家庭，反映收入

高不一定代表家庭快樂。 

 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學畢業生在國際英語水平測試（IELTS）的表現，遠較

台灣和南韓優勝；大部分應考 IELTS 的大學畢業生，考獲第 6 級（最高為第

9 級），屬良好英語運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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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 年滬港統計數字概覽 

2010年滬港統計數字 

貨幣單位：美元 

統計項目 上 海 香 港 

本地生產總值 2,535 億 (1) 2,279 億 

人均生產總值 11,238 元 32,446 元 

出口 1808 億 3,886 億 

進口 1,881 億 4,314 億 

勞動人口 1,091 萬人 (2) 363 萬 

全年失業率 4.2%  (3) 4.3% 

零售 898 億 417 億 

消費者物價指數 

(與去年同期比較) 

+3.1% +2.4% 

貨櫃處理(標準貨櫃單位：個) 2,907 萬 2,370 萬 

存款總額 6,895 億 8,798 億 

貸款總額 5,045 億 5,420 億 

旅客人數 23283 萬 3603 萬 

人口 1,412 萬 (4) 702 萬人 

人口中具大專院校或以上程度 251 萬人 (5) 181 萬人 

政府財政支出 488 億 375 億 

注： (1) 上海市生產總、各產業增加值和總產值絕對數按當年價格計算。 

(2) 為 15-59 歲勞動年齡人口。 

(3) 為城鎮登記失業率。 

(4) 人口為年末在冊戶籍人口，2010 年上海常住人口為 2,303 萬人。 

(5) 2010 年人數由 2009 年人數加上 2010 年度上海市普遍高校畢業學生人數 13.37 萬
人後得到。 

 

匯價計算：1 美元分別換算人民幣 6.7695 元 (2010 年平均價)，及港幣 7.80 元 

 

資料來源：上海統計局 (http://www.stats-sh.gov.cn/)、《2011 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統計公報》、香港政府統計處網頁、《香港統計年刊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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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滬港統計數字 

 

貨幣單位：美元 

統計項目 上 海 香 港 

本地生產總值 2,972 億 (1) 2481 億 

人均生產總值 12,784 元 35084 元 

出口 2,098 億 4279 億 

進口 2,276 億 4826 億 

勞動人口 1,104 萬人 (2) 370 萬 

全年失業率 4.2%  (3) 3.4% 

零售 1,055 億 520 億 

消費者物價指數 

(與去年同期比較) 

+5.2% +5.3% 

貨櫃處理(標準貨櫃單位：個) 3,174 萬 2438 萬 

存款總額 7,945 億 9,732 億 

貸款總額 5,759 億 6,513 億 

旅客人數 23,897 萬 4192 萬 

人口 1,419 萬人 (4) 707 萬人 

人口中具大專院校或以上程

度 

265 萬人 (5) 190 萬人 

政府財政支出 606 億 386 億 

 

注：(1) 上海市生產總、各產業增加值和總產值絕對數按當年價格計算。 

(2) 為 15-59 歲勞動年齡人口。 

(3) 為城鎮登記失業率。 

(4) 人口為年末在冊戶籍人口，2011 年上海常住人口為 2,347 萬人。 

(5) 2011 年人數由 2010 年人數加上 2011 年度上海市普遍高校畢業學生人數 13.90 萬
人後得到。 

 

匯價計算：1 美元分別換算人民幣 6.4588 元 (2011 年平均價)，及港幣 7.80 元 

 

資料來源：上海統計局 (http://www.stats-sh.gov.cn/)、《2011 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統計公報》、香港政府統計處網頁、《香港統計年刊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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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滬港統計數字 
 

貨幣單位：美元 

統計項目 上 海 香 港 

本地生產總值 3,184 億 (1) 2,618 億 

人均生產總值 13, 47 元 36,590 元 

出口 2, 068 億 5, 860 億 

進口 2,300 億 5, 854 億 

勞動人口 1166 萬人 (2) 379 萬 

全年失業率 4.1%  (3) 3.3% 

零售 1170 億 571 億 

消費者物價指數 

(與去年同期比較) 

+2.8% +4.1% 

貨櫃處理(標準貨櫃單位：個) 3,253 萬 2,312 萬 

存款總額 10,068 億 10,63 億 

貸款總額 6, 492 億 7,140 億 

旅客人數 25,894 萬 4,842 萬 

人口 1427 萬人 (4) 717 萬人 

人口中具大專院校或以上程

度 

279 萬人 (5) 197 萬人 

政府財政支出 663 億 468 億 

 

 

注： (1) 上海市生產總、各產業增加值和總產值絕對數按當年價格計算。 

(2) 為 15-59 歲勞動年齡人口。 

(3) 為城鎮登記失業率。 

(4) 人口為年末在冊戶籍人口，2012 年上海常住人口為 2,380 萬人。 

(5) 2012 年人數由 2011 年人數加上 2012 年度上海市普遍高校畢業學生人數 13.99 萬
人後得到。 

 

匯價計算：1 美元分別換算人民幣 6.3125 元 (2012 年平均價)，及港幣 7.80 元 

 

資料來源：上海統計局 (http://www.stats-sh.gov.cn/)、《2012 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統計公報》、香港政府統計處網頁、《香港統計年刊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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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滬港文獻概覽 

1. 政治及法律類 

上海 
Ci Liang Chen. 2010. “Great vision for future: World Expo 2010 Shanghai.” 

Singapore: Page One. 

Shih, Mi. 2010. “The Evolving Law of Disputed Relocation: constructing inner-city 

renewal practices in Shanghai, 1990-200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34(2), pp.350-64. 

Mi Shih. 2010. “Leagl geographies-governing through law: rights-based conflicts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Urban Geography, Vol.31(7), p.973-987. 

王立民。2010。「上海的現代法制與現代城市發展」，《政治與法律》，第 3 期，頁
94-101。 

姚遠。2010。「論上海公共租界審判權力變遷」，《政治與法律》，第3期，頁117-125。 

艾院祥。2010。「上海合作組織內能源合作之法律機制需求」，《法制與經濟》，第
6 期，頁 88。 

李小華。2010。「陽光動拆遷新模式的建構——上海律師在動拆遷法律服務中的
定位」，《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第 2 期，頁 118-124。 

陳岱松。2010。《小額貸款公司法律制度研究 : 上海的實踐與探索》，法律出版
社。 

王偉。2010。《無正本提單交付貨物的法律與實踐 : 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若干問
題的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 

馮婷。2010。「從法律角度探討世博期間上海交通問題」，《管理觀察》，第 17 期，
頁 18。 

吳弘。2010。「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法制環境研究」，《上海商學院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頁 1-6。 

上海市法學會編。2010。《2010 年世博會與上海法治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曉燕。2010。「創新國策與法制建設——中國科學技術法學會 2010 年上海年會
學術討論綜述」。《科技與法律》，第 6 期，頁 6-9。 

張勇，顧文，林倩。2010。「刑事和解中檢察機關能動司法的制度選擇——基於
上海經驗的實證研究」，《政治與法律》，第 11 期，頁 155-160。 

練育強。2010。「從城市規劃法看上海租界土地章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頁 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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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新龍。2010。《上海法院智慧財產權裁判文書精選 : 1994-2008》，智慧財產權
出版社。 

張焱。2010。「淺議上海世博會贊助商權益保護研究」，《金卡工程：經濟與法》，
第 15 卷第 3 期，頁 192-193。 

 

香港 

Baig, R. B. 2010.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Race Relations in the Legislation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ong Ko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eung, A., Chan, D. 2010.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s Law in Hong 

Kong SAR”. Media and Arts Law Review, 15, 305. 

Ho, S. Y., Wang, M. P., Lo, W. S., Mak, K. K., Lai, H. K., Thomas, G. N., & Lam, T. 

H. 2010. “Comprehensive smoke-free legislation and displacement of smoking 

into the homes of young children in Hong Kong”. Tobacco Control, 19(2), 

129-133. 

Jhaveri, S., Ramsden, M. P., Scully-Hill, A. 2010.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Law”.  

Liang, Z. H. A. O. 2010. “The overview of the maritime case law in Hong Kong 

2009”. 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 2, 019. 

Ma, M. 2010. “Modernizing trust law in Hong Kong”. Comparative law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32), 641-658. 

Mau, S. D. 2010. “Property Law in Hong Kong: An Introductory Guid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Yong, W. U. 2010.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s embodied in the interpretative 

power of the Basic Law for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 an 

interpretation of item 158".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022. 

文偉彥、許行嘉、勵啟鵬、張美寶、李秀莉。2010。「“法例之法”——香港《 釋
義及通則條例》概覽」。《中國法律:中英文版》，第 5 期。 

王書成、顧敏康。2010。「香港立法會調查許可權分析」。《環球法律評論》，第 6

期，頁 016。 

李俊良。2010。「論香港基本法解釋權的協調」。《現代商貿工業》，第 22 期，第
12 卷，頁 282-283。 

周一顏。2010。「香港民事訴訟檔透露制度的新發展」。《司法改革論評》，頁 32. 

黃仁龍。2010。「全球化與香港法律服務」。《中國法律》, 第 4 期, 頁 8。 

劉子健。《2010》。「香港與大陸法律衝突之研究」。《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學位論文
(2010 年)》， 頁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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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及金融類 

上海 

Ying, He，Ren, Wang Qing.2010.“Ups and Downs of the Shanghai Securities 

Market", Chinese Economy, Vol.43(6), p.76-93. 

Cheng, Allen T. 2010. “Shanghai's Finance Chief Sees Slow but Steady Reform", 

Institutional Investor. 

Creative economy corridors at Shanghai World Expo 2010. International Trade Forum, 

July-Sept, 2009, Issue 3, p.6(1). 

李智慧。2012。「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模式選擇」，《商業經濟》，第 2 期，頁
33-34。 

張琪，郭園，劉豔。2010。「世博會期間世博對上海經濟的影響」，《科技致富嚮
導》，第 18 期，頁 67-67。 

孟雪，郭羽誕。2010。「2010 世博會對上海經濟系統的影響」，《上海企業》，第 2

期，頁 28-29。 

沈香，孫建麗。2010。「上海經濟轉型的實質與策略」，《黨政論壇》，第 11 期，
頁 28-29。 

張峁。2010。「上海經濟發展階段研究及其特徵分析」，《綜合競爭力》，第 3 期。 

王春。2010。「張江：上海經濟轉型的微觀動力源」，《華東科技》，第 3 期，頁
48-49。 

戴夢德。2010。「未來上海經濟成長的“新引擎”」，《科技與企業》，第 8 期，頁
71。 

夏善晨。2010。「展望“十二五”，促進上海經濟轉型——“海洋經濟與上海經
濟轉型”論壇報導」，《太平洋學報》，第 18 卷第 11 期，頁 F0003。 

李方。2010。「推進匯改：上海經濟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上海金融》，第 8 期，
頁 12-15。 

張望。2010。「上海經濟結構調整及發展方式轉變的金融業支援研究」，《上海經
濟研究》，第 5 期，頁 85-90。 

呂潔。2010。「時尚創意產業：上海經濟轉型的戰略引擎」，《中國市場》，第 35

期，頁 73-76。 

蘭程程，許冬至。2010。「人口流動對上海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財經界》，第
23 期，頁 140。 

劉錦屏。2010。「服務貿易上海經濟轉型的重要抓手 - SERVICE TRADE」，《國
際市場》，第 1 期，頁 30-31。 

呂佶煒。2010。「上海金融動態」，《上海金融》，第 12 期，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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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錚。2010。「上海市金融辦詳解上海金融國資改革」，《上海國資》，第 8 期，頁
46-48。 

劉春彥，賀錫霞。2010。「上海金融國資改革短板」，《上海國資》，第 5 期，頁
28。 

王錚。2010。「上海金融國資改革破局」，《上海國資》，第 5 期，頁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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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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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C. X., Rhee, S. G. 2010. ”Short sales and speed of price adjustment: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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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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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u-hong, C. 2010. “Experience from Hong Kong to Build the Framework of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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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263-280. 

Vong, A. P., Trigueiros, D. 2010. “The short-run price performance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n Hong Kong: New evidence”. Global Finance Journal, 21(3), 253-261. 

Yahong, Y. 2010. “The Integration of Renminbi and Hong Kong Dollar Based on 

Currency Substitution”.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9, 006. 

Yi, J., Zhang, J. 2010. “The effect of house price on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Economic Inquiry, 48(3), 63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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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恩、黃桂良。2010。「金融服務貿易對香港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分析」。《廣東
社會科學》，第 2 期，第 1 卷。 

梁嘉麗。2010。「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的人才發展戰略」。《中國金融》，
第 9 期, 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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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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