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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圖 1）李克強連續第三年考察上海自貿區，稱中國依然是外資最佳投資地，寄語上海要

開展「雙創」，做改革開放的新標杆。 

 

 

（圖 2）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到訪香港，出席「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會見

社會各界人士，視察創科發展和房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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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圖 3）二十國集團（G20）貿易部長會議在上海舉行，簽署《G20 貿易投資工作組工作

職責》、《G20 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及《G20 全球投資指導原則》。 

（圖 4）第六屆香港立法會選舉，逾 210 萬選民投票選出 70 個議席，投票率創歷屆新高，

達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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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圖 5）「深港通」正式啟動，香港特首梁振英和香港交易所主席周松崗在港交所鳴鑼；廣

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及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敲鐘。

（圖 6）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博士在北京簽訂合作協議，

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由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與國家文化部部長雒樹剛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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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圖 7）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園，拓展中美雙方務實合作。整個度假區包括一座主題樂園，

以及配套的迪士尼小鎮、兩座主題酒店等。

（圖 8）樓高 632 米的上海中心大廈完工並開放，是世界第二高樓、中國第一高樓，一座

集辦公、酒店、會展、商業、觀光等功能於一體的垂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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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滬港年刊 2016 

聯席所長的話 
 

2016 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面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國經濟增

長緩中趨穩，仍然保持了較高速度的增長，為穩定世界經濟作出了重要貢獻。同

時，隨著供給側改革的推進，經濟結構升級調整有了實質性進展，經濟增長的質

量有所提高。然而，債務規模不斷擴大，房地產價格創歷史新高，對外投資非理

性擴張，外匯儲備跌破 3 萬億美元等等，對經濟穩定性帶來一定挑戰。 

 

「十三五」期間的社會經濟發展將圍繞五個理念展開，其中「創新」是引領

發展的第一動力，以應對國內外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支持經濟發展和升級轉型。

在「新常態」下，滬港雙城更要擔當先鋒，引領中國實現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

的經濟發展模式的歷史性轉變。  

 

國務院提出將上海發展成具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確立自貿區內的

張江高科技園區為核心承載區，建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令上海在創新驅動發

展戰略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上海實施「人才 30 條」等相關政策，充分體現了在

科技創新領域上勇立潮頭的信心和決心。 

 

香港在推動創新科技發展上亦有不少舉措，積極注入新動力。除了擴建香

港科技園，計劃興建兩幢新大樓外，又會與深圳這樣的創新創業中心合作，在落

馬洲河套區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隨著重點科研合作基地落成，滬港雙城將會

代表國家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全球科技競爭與合作。 

 

人民幣正式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是中國

經濟大國地位的表徵，是中國和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上海作為全球人民

幣中心，發布「金改 40 條」，率先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兌換，加快金融改革和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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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所長的話 2 
  

承接「滬港通」的成功經驗，「深港通」亦已啟動，進一步推動香港與內地

證券市場和財金系統互聯互通，也是香港為內地資本市場開放作出的貢獻。香港

重登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全球最具競爭力城市排名首位，以及連續 22

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是促進人民幣資金跨境雙向流動的

不二之選。 

 

滬港所在 2016 年舉辦了兩項大型公開活動，探討國家和滬港雙城的發展。 

在 11 月 25 日，滬港所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第四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邀

請了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梁定邦先生主講，講題為「比較滬港金融中心：過去、

現在與未來」。梁先生縱橫開闔，回顧滬港雙城的金融發展史，比較當今的金融

體系異同，預測未來十年的發展。現場討論氣氛熱烈，並有多家香港媒體採訪

報導。  

 

在 12 月 18 日至 19 日，滬港所一連兩日在復旦大學召開滬港發展研究所年

會，主題為「一帶一路與金融合作：滬港視角」。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的專家、學

者，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和復旦大學多位教授，共二十多人參與，發表 22 篇論文。

中國大陸的參與者包括來自原商務部的專家，以及上海社科院、上海對外經貿大

學、華東理工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學者。此外，來自中國銀行（香港）和貿易發展

局的香港專家也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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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已經進入了第十七個年頭，兩校的合作研究不斷深化。未來，復旦大學和香港

中文大學兩校將繼續雙劍合壁，為滬港合作雙贏之路作出深入的分析，並提出獨

到的見解和詳盡的政策建議。 

陳詩一 杜巨瀾 

201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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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滬港年刊 2016 

簡介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成立於 2001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和復旦大學在兩校經濟、

社會、政治、文化等多學科交叉基礎上聯合創辦，是香港回歸以後內地與香港重

點大學最早成立的合作研究和交流機構，向政府部門和企業機構等提供諮政諮詢

建議，提升大學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為香港和上海持續繁榮發展和社會和諧進

步提供智力支援。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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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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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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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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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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4 
  

 

 

 
顧問委員會 

主席 

許寧生 
復旦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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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泰輝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委員 

陳詩一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 

朱疇文 
復旦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暨

外事處處長 

杜巨瀾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黃 詠 
香港中文大學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

處長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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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滬港年刊 2016 

學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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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長江

學者特聘教授 

委員 

陳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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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柏偉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

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  

彭希哲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

院長、教授 

孫笑俠 
復旦大學法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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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志剛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趙志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卓敏

心理學教授 

范博宏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及財務系聯席

教授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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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立堅 
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紹光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主任、

講座教授 

徐以汎 
復旦大學上海物流研究所所長、教授 

張俊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主任、偉倫經濟學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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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6 
  

研究所 

聯席所長 

陳詩一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 

杜巨瀾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副所長 

錢世政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沈建法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主任、教授 

宋恩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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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旦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項目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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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滬港年刊 2016 

 

 

 

研究專題計劃 

I. 滬港雙城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合作及競爭 

– 兩地交易所之合作 

– 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分工 

II. 滬港雙城國際化程度的比較：過去、現在與將來 

III. 滬港雙城之社會經濟合作及聯繫：人口、旅客、貿易、投資及金融 

IV. 滬港雙城作為海運、空運及物流樞紐之比較 

V. 滬港雙城作為國際貿易及展覽中心之比較 

VI. 滬港雙城作為海外企業地區總部之比較 

VII. 海峽兩岸三通對滬港雙城之影響 

VIII. 滬港雙城之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比較 

IX. 滬港雙城之城市競爭力比較 

X. 優化製造業：長三角及珠三角之比較研究 

 

過往研究專題 

– 一帶一路：滬港發展的機遇 

– 一帶一路與金融合作：滬港視角 

– 上海自貿區、中國經濟改革和滬港經濟發展 

– 滬港發展與中國未來可持續增長 

  

研究方向 

C

M

Y

CM

MY

CY

CMY

K

p14.pdf   1   20/4/2017   6:02 PM



簡介 8 
  

預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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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性建立「滬港發展論壇」 

滬港所計劃重點建立高層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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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該論壇建立成滬港兩地政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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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國際性的智庫 

高質量的研究和政策諮詢報告要靠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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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平臺，創造國際性的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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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滬港年刊 2016 

 

 

 

2016 

� 第十五屆滬港發展研究所年會在復旦大學舉行，主題為「一帶一路與金融

合作：滬港視角」。 

� 第四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梁定邦先生擔任主

講嘉賓，講題為「比較滬港金融中心：過去、現在與未來」。  

2015 

� 第十四屆滬港發展研究所年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主題為「一帶一路：

滬港發展的機遇」。 

� 第三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

授擔任主講嘉賓，講題為「一帶一路︰香港發展的機遇」。 

2014 

� 第十三屆滬港發展研究所年會「滬港經濟和長三角珠三角區域發展論壇」

在復旦大學舉行。 

� 第二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擔任主

講嘉賓，講題為「上海與香港︰競爭還是合作？」。 

2013 

� 第十二屆滬港發展研究所年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主題為「中國經濟改

革和滬港經濟發展」。 

� 第一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沈聯濤

先生擔任主講嘉賓，講題為「上海和香港的金融發展」。 

� 承辦上海論壇 2013 城市經濟分論壇，主題為「新形勢下的亞洲區域經濟

一體化：目標、路徑和政策」。 

2012 

� 第十一屆滬港發展研究所年會在復旦大學舉行，主題為「滬港發展與中國

未來可持續增長」。 

  

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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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第十屆滬港發展研究所年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議題聚焦在滬港兩地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自身存在的優勢與劣勢、以及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挑戰和

機遇等問題。 

2008 

� 第九屆滬港發展研究所年會在復旦大學舉行，就兩地合作、發展、及研究

方面的內容集中探討。 

2007 

� 「滬港發展趨勢論壇 2007」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專書於 2008 年出版。 

2006 

� 「滬港發展趨勢論壇 2006」在復旦大學舉行，專書於 2007 年出版。 

2005 

� 「滬港發展趨勢論壇 2005」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專書於 2006 年出版。 

2004 

� 題為「滬港教育改革的探討」之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舉行，論文於中大教育

期刊刊登。 

2003 

� 題為「滬港雙城之文化交流與互動」之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專書

於 2005 年出版。 

2002 

� 題為「中國西部開發與周邊國家」之研討會在昆明舉行，專書於 2003 年出

版。 

2001 

� 題為「進入世貿後中華經濟圈的持續發展」之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專書於 2002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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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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5 億 3,207 億 

人均生產總值 17,103 元 43,649 元 

出口 2,493 億 4,623 億 

進口 1,822 億 5,164 億 

勞動人口 845 萬(1) 395 萬 

全年失業率 4.1%(2) 3.4% 

零售 1,648 億 562 億 

消費者物價指數 +3.2% +2.4% 

貨櫃處理(標準貨櫃單位：個) 3,713 萬 1,963 萬 

存款總額 16,638 億 15,108 億 

貸款總額 9,031 億 10,337 億 

旅客人數 854 萬 5,664 萬 

人口 2,420 萬 734 萬 

人口中具大專院校或以上程度 335.6 萬(3) 328 萬 

政府財政支出 1,042 億 601 億 
註： (1) 為 18-59 歲主要勞動人口。 

(2) 為城鎮登記失業率。 
(3) 由 2015 年人數加上 2016 年度上海市普遍高校畢業學生數。 

 
匯價計算：1 美元分別換算人民幣 6.642 元，及港幣 7.762 元（2016 年平均價格） 
 
資料來源：上海統計局、香港政府統計處、《2017 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

報》、《香港統計數字一覽 2017 年編訂》

C

M

Y

CM

MY

CY

CMY

K

p18.pdf   1   12/4/2017   6:42 PM



滬港發展研究所年會 12 
  

滬港發展研究所年會 
「一帶一路與金融合作：滬港視角」 

 

2016 年 12 月 18 至 19 日，滬港發展研究所年會「一帶一路與金融合作：滬

港視角」在復旦大學圓滿舉行。本次會議由復旦發展研究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主辦，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承辦，共有二十多位來自滬港兩地的專家、學者參加，

從多個維度對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相關政策、金融合作機制、國際貿易規則環

境和其他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度討論和解析。為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與全

球更好的共贏發展、滬港兩地更好的戰略合作，貢獻了獨到的見解與智慧。復旦

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所長陳詩一教授主持了開幕式。在開幕式上，復旦大學

黨委副書記、復旦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劉承功書記、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石

磊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所長杜巨瀾教授分別代表兩校對

此次會議進行了致辭，他們認為「一帶一路」政策倡議為滬港兩地在金融合作上

帶來了機遇與挑戰，在建立滬港金融聯動機制、金融合作模式和政策創新上的相

關研究與學術交流非常重要，肯定了此次學術論壇對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智

庫作用和政策參考意義，並預祝本屆年會順利召開。 

  

 在 18 日上午的主旨演講中，原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副司長黃峰先生就

國際經貿規則的創新與引領，以及滬港兩地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角色和作用

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改革開發以來的增長動力除了來自國內改革，

還來自對外開放。儘管諸如美國新總統等反全球化事件使得外部不確定性加劇，

但中國的戰略選擇還是確定的。一方面中國要繼續對外開放，繼續發展在國際市

場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國要參與和引領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通過加大人才

投入和儲備，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滬港合作源來已久，金融是目前兩地合作

進展最廣泛領域，在一帶一路的戰略形勢下，香港應發揮更大作用，不僅企業要

做「超級連絡人」，政府也要有所作為，幫助港企在一帶一路上謀求更大空間。 

 

上海社科院港澳研究中心理事長左學金先生從開發克拉運河所面臨的一些

實際問題著手，對「一帶一路」戰略未來的實施方式提供了具體建議。他首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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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開發克拉運河對亞洲國家地區的影響，但面對外界對開發克拉運河項目的戰

略疑慮時，左學金理事長認為首先應加強企業而非國家在項目上的作用，通過成

立開發運河的跨國投資公司，加強多邊合作，以企業開發為主體，強調與宣傳克

拉運河開發的經濟意義而非軍事意義，並通過引進先進管理技術等特殊制度安排，

來減少對相關國家的衝擊。同時，他認為，可以利用香港商界與美泰政商兩界的

人脈關係，加強非正式渠道的溝通和聯繫，為「一帶一路」項目的順利推行提供

便利。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徐明棋對「一帶一路」戰略下滬港

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合作方向進行了闡述，他認為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下，滬

港可加大人民幣國際化的合作空間，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通道，提升資本市場

國際化；香港為官方項目投資提供配套融資服務，為企業在沿線國家項目提供衍

生品交易。 

 

另外，來自香港金融界和學術界的專家從滬港合作角度進行了深入討論。

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關家明先生多次強調了金融合作的重要性，認為在新一輪全

球化和「一帶一路」背景下，要充分利用香港「離岸」、聚集國際企業和試驗田

的作用和能力。中國銀行（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梁先生認為滬港可在

「一帶一路」戰略中扮演「雙平台」。香港比上海更適合提供高風險融資，更容

易切斷國家對企業的軟性擔保，隔離項目風險。滬港金融中心合作的新機遇，在

於滬港雙平台對接、金融科技產業鏈的對接。要維持雙方的異質性，讓「走出去」

的企業自行選擇，發揮在全球化中的雙平台威力，對外輸出中國標準和中國文化。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副所長宋恩榮教授對

香港作為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貿易轉口港的特點、變化趨勢進行了深入的

實證分析，他肯定了香港作為中國貿易轉口港在提供仲介服務上的重要作用，認

為「一帶一路」對香港轉口貿易的復蘇有積極意義。 

 

在 18 日下午到 19 日上午的專題演講中，來自上海、廣州和香港的 16 位學

者進行了精彩的發言和討論，內容涵蓋「一帶一路」的服務機制建設（對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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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平臺、金融創新等），「一帶一路」重點項目研究、以及「一帶一路」與地

區發展等。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毛豔華教授、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

綜合研究院秘書長尹晨、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彭羽博士就自貿區如何

服務「一帶一路」，分別從貿易投資便利化、進一步對外開放、離岸貿易金融創

新的視角展開分析。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院研究所張娟博士對中國企業對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投資與滬港投融資平台給出了建議。 

 

在估算「一帶一路」政策影響上，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潘春陽博士、香港中

文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章逸飛分別進行了實證分析，確認了「一帶一路」對促進

中國對外投資、改善東道國制度質量上的正面影響。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系主

任馬莉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副所長沈建法教授、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紀緯紋博士的演講圍繞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轉型增長問題展

開。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沈國兵教授、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徐海

燕教授則分別對「一帶一路」背景下，內蒙古滿洲里市邊貿口岸調查、絲路糧食

大通道問題進行了報告。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副主任程大中教授從「一帶一路」體系下實體經濟與

國際分工背景展開，通過大量資料對中國與「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價值鏈關係進

行了深入的量化表述。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副所長羅長遠教授對三年來上海自

貿區的發展問題進行了總結和建議，並指出了上海自貿區建設在發揮上海在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作用。復旦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所長陳詩一教授則對未來

「一帶一路」戰略方向給出了建議，他認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應該要加強

對中小企業的鼓勵，以「商業對商業」關係為主，逐步替代「國家對國家」關係。 

   

最後，在閉幕式上，復旦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張怡教授發表了閉幕致辭，對

會議的圓滿結束表示祝賀，肯定了會議成果在服務國家、上海政策建議上的重大

作用。她認為，上海作為一個「上善若水，海納百川」的城市，需要進一步加強

民間學者的交流，希望未來能創造更多平台支援滬港兩地、以及來自「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學者之間的溝通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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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 

梁定邦：「「比較滬港金融中心：過去、現在與未來」  

 

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於 2016 年 11 月 25 日在康本國際學術園

舉辦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出席嘉賓包括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梁定邦先生、中

大副校長張妙清教授、滬港所聯合所長杜巨瀾教授，滬港所副所長沈建法教授等，

並由滬港所副所長宋恩榮教授主持講座。梁定邦先生應邀擔任本屆李達三博士滬

港發展講座主講嘉賓，吸引過百名學者、學生、金融界人士及公眾人士出席。 

 

李達三博士是一位非常成功，著名的企業家和慈善家。李博士數年來積極

參與社會服務和公益活動，對寧波、上海和香港的社會發展、教育，作出了巨大

貢獻，並捐建了香港中文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的「李達三樓」。惠蒙李博

士慷慨解囊，於 2013 年捐贈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五百萬港元，以支持本所各種

學術活動和出版不同類型刊物。為了感謝李博士的慷慨資助，香港中文大學由

2013 年起每年舉辦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或經濟、金融及

政策研究專家主講當前滬港的熱門課題，為學界、商界、政界精英以及老師、同

學分析香港與上海發展，推動滬港雙城合作、學術研究與交流，從而切實地貢獻

社會。 

 

2016 年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之講者為梁定邦先生。梁定邦先生為香港

執業資深大律師及仲裁員，一直致力教學並同時研究法律金融史及當前的金融監

管課題。他於 1995 年至 1998 年期間擔任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

其後應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先生邀請，在 1999 年至 2004 年出任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首席顧問。梁先生是首位出任國際證監會組織技術委員會主席的亞洲人

士，也曾於 1997 年至 2008 年期間擔任全國人民代表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定邦先生目前為中國工商銀行獨立董事及該行董事會的

風險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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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滬港近百年金融業發展的歷史，並憶述他自己在 90 年代初期如何與高西慶及

孫樹義開發內地證券市場，期望最終能為國企在香港融資。其後上海金融業發展

迅速，已成為重要的金融中心，可與香港一爭長短。  

 

透過比較經濟表現、人才質素和金融地位，梁先生相信香港與上海的銀行

體系能夠憑各自的優勢互補。目前，內地的中央支付系統（CPS）、人民幣跨境支

付系统（CIPS）、外匯交易系統和跨行債券市場均落戶上海，是全國銀行體系的

神經中心。另一方面，內地的支付系統在設計時以香港的系統為藍本，加上香港

能銷售境外人民幣債券又不設外匯管制，使香港成全國銀行體系在對外交易方面

的神經中心。香港更是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统的參與者，境內人民幣能透過香港接

通全球，而離岸人民幣被稱為「CNH」便是因為發源於香港。 

 

梁先生繼而指出香港與上海的交易所、市場組成和投資者各有特質。截至

2016 年 9 月，香港交易所市值為 33,010 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七；IPO 發行量以

335 億美元，在 2015 年全球排名第一。上海交易所的市值比香港高，屬全球第

四；IPO 則是全球第三。恒生指數成份股中，以金融股為主，佔約一半，科技股

佔約 12%，房地產股佔約 11%。中國企業佔恒生指數的 54%，說明香港是中國企

業的融資平台。上證指數成份股的分佈較為平均，金融股佔約 30%，工業股佔約

20%，其次是可選消費行業和醫療股。再者，香港的資本市場主要為機構投資者，

零售投資者只有約 27%。相反，上海有 85%的投資來自零售投資者，機構投資者

只佔 11%。 

 

綜觀未來十年的發展，梁先生期望人民幣將會更國際化。人民幣目前以 1.8%

的份額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

（SDR）貨幣籃子後，人民幣將會變成更重要的國際支付貨幣。中國的金融市場

亦需要大量改革，減少依賴信貸融資。目前中國每 2.3 元負債能產生 1 元 GDP，

理想的情況是每 1 元負債產生 1 元 GDP。中國銀行業擁有 120 萬億元人民幣資

產，而 74%的營運收入來自信貸利息。業界有必要提高佣金收入，避免因滿足資

產儲備要求而限制增長。另外，大部分國家的債券市場都超出 GDP 一倍，而現

是次講座的主題為「比較滬港金融中心：過去、現在與未來」。梁先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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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中國的債券市場只有相當於 GDP 的 40%。故此，中國需要改革監管機制，提

高欺詐性和不誠實行為的代價。下一階段則會是改善法制和稅制，以及減少過剩

產能，從而達到財政和結構性改革。當個人消費和民間投資增加時，便是中國經

濟的轉捩點，中國經濟發展能再上一個台階。上述的改革很多均在進行當中，所

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相信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仍然會持續增長。 

 

在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形成的新局勢下，梁先生認為香港的金融前景

將會受中國的發展影響。香港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也是全球最大

的新股上市發行市場，在未來仍是中國面向國際市場的重要窗口。香港必須繼續

培養人才，探索中國、區域以至全球市場，並且維持在營商環境，金融發展，基

礎建設，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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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前瞻 
 

上海：創新驅動下的新發展 

陳詩一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聯席所長 
 

2016 年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上海在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道路

上不斷進取。 

 

上海作為我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經濟整體發展水平較高，對宏觀經濟

影響也大。面對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上海在發展中深入把握大勢，依靠創新，

不斷提高創新能力，為轉型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新動力，一年來，創新驅動發展

的積極效應進一步顯現。 

 

經濟保持平穩運行。上海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貫徹落實國家穩增長、

促改革、調結構等政策措施，堅持發展第一要務。2016 年，實現全市生產總值達

到 2.5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年增長 6.9%，過去五年年均增長 7.5%。新

增就業崗位 59.7 萬個，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 4.1%。居民消費價格上漲 2.4%。

在上海人均 GDP（按常住人口計算）跨上 10 萬元台階、外部需求疲軟、投資增

長低於經濟增長，以及單位 GDP 能耗下降的條件下，上海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

增長，在世界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中名列前茅。 

 

發展質量持續提升。後發趕超的超大城市經濟現代化，要有一段時期超高

速增長，更要有高水平的持續發展。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上海跳出大規模要素投

入驅動發展的老路，防止陷入依賴財富和資產驅動的衰敗之路，提出不再簡單追

求經濟總量與速度，堅決實施經濟發展質量效益結構優先導向。2016 年，上海市

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 67.8%，比五年前提高 10.5 個百分

點，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基本形成。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上年增長 13.3%，

達到 5,519.5 億元，是五年前的 1.9 倍。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危險和低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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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產能 1,236 項，在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目標的基礎上，預計單位生產總

值能耗再降低 4%，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進一步下降。 

 

經濟結構繼續升級。為應對超大城市自身經濟發展的諸多約束和挑戰，上

海從發展戰略、體制機制、政策舉措等方面多管齊下，調整產業結構，疏解非核

心功能，加快轉型升級。2016 年，上海市解決「四新」經濟發展瓶頸問題 29 項，

制定「互聯網+」推進方案，實施旅遊、體育等服務業促進政策，支持生產性服

務業、生活性服務業加快發展，制定實施智能製造、高端裝備製造發展政策，C919

大型客機總裝下線，國家機器人檢測評定中心落戶。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

新模式經濟加速成長，新增一批國家級電子商務示範基地，電子商務交易額保持

20%以上的高速增長，口岸進出口總額超過 1 萬億美元，文化貿易、技術貿易發

展，服務貿易保持兩位數增長，佔對外貿易總額比重提高到 30.3%。 

 

城市功能不斷增強。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際大都市，是國家對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2016 年，上海建設「四中心」取

得了一系列發展新成果。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開業，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落

戶，推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一期建成運行，推出上證 50ETF 期權、中證 500 股

指期貨等一批金融創新產品，中國保險投資基金在滬設立，金融市場交易額達到

1,463 萬億元，是五年前的 3.5 倍。實行航運保險註冊制，擴大外貿集裝箱沿海捎

帶、啟運港退稅政策覆蓋面，集裝箱水水中轉比例達到 45%，比五年前提高 7 個

百分點。引進亞太示範電子口岸網絡運營中心，開展內貿流通體制改革發展綜合

試點，建成國家會展中心，商品銷售總額達到 9.3 萬億元。 

 

改革創新取得重大突破。2016 年，上海順利完成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

驗區擴區工作，制定實施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意見及配套政策，一大批制度創新和

科技創新的政策舉措落地見效。在新擴展區域全面推行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管理模

式，企業准入「單一窗口」從註冊環節向變更環節延伸，自貿試驗區新登記註冊

企業 1.8 萬家。制定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推進方案，推動成立「一帶一路」企

業聯盟。實行「告知承諾+格式審批」的外商投資審批管理模式，實施一批外商

投資促進新措施，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累計達到 535 家，比五年前增加 230 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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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企業「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比上年增長 2.8 倍。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相當於

全市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 3.7%。在腦科學和人工智能等領域佈局一批重大科技

項目，建成國家蛋白質中心等一批科技基礎設施。加快集聚國內外研發機構，新

增外資研發中心 15 家。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落戶。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創新創業服務機構達到 454 家。設立股權託管交易中心科技創新板，成立

創新創業投資母基金。開展知識產權運營服務試點，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

到 29 件。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上海要繼續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

展先行者」的總要求，上海市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保持戰略定力，在經濟

工作上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創新發展，更加積極主

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上海市人民政府（2017）。《政府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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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風雨飄搖 站在國家開放發展最前沿 

杜巨瀾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聯席所長 

潘學智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研究助理 

 

近年的政治爭拗給香港帶來嚴峻挑戰，令部分港人對前景失去信心，移民海

外再次成為港人話題。「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新嘗試，實踐的過程會有曲折

摩擦，需要在探索過程中逐步豐富內涵和完善實施模式。在 2016 年年終，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訪問，肯定香港在對外開放方面，對中央仍有不可或缺

的作用。只要迎難而上，配合國家規劃做好準備，香港將會繼續在國家整體發展

布局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亞洲國際都會，金融、專業、基建、運輸、資訊科技

以至環保等服務業系統完善。越來越多內地企業選擇以香港為跳板，尋覓投資機

會，讓香港充分發揮「超級聯絡人」的角色，成為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首要渠

道。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在 2016 年，擁有駐港公司的內地企業有 1,123

家，相比十年前的 717 家，增長接近 57%。 

 

低稅率、資金資訊自由流通、健全法律制度和充沛的生產力，都是香港吸引

外來直接投資雙向流動的優勢。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

2016》，在 2015 年，香港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入為 1,750 億美元，保持全球第二位，

同年，香港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為 550 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九。從香港的角度而

言，內地是香港第二大的投資來源地，佔 26.5%，也是第二大投資目的地，佔 39.6%。

從內地的角度而言，香港一直是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及投資目的地。在 2016

年，香港佔內地對外直接投資 69.2%。在2015年，香港佔內地對外直接投資61.6%。

香港是內地吸收外資及進行對外投資不可或缺的國際平台。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運作成熟，始終是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橋樑。早在

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已是中國與世界經濟接觸的窗口，為中國的現代化帶來資金、

人才、資訊和管理理念。中國加入世貿後，逐步接受國際標準的規範，香港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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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提供適應市場經濟的訓練基地，為內地各級政府職能轉變提供模板，讓內

地政府調整過往主導市場的角色，由積極的參與者，過渡成為中立的仲裁者。 

 

中國證監會在 2016 年 1 月試行熔斷機制，可惜未能達到避免市場大幅度波

動的原意，運行數天即告暫停。滬深交易所市值龐大，但是運作尚不成熟，監管

仍需加强，機遇與風險並存。香港金融業界的長處正好可以補足內地股市的短板，

憑藉香港成熟的監管及運作系統，提升內地市場的專業化及科學化水平，掌握世

界資本市場規則，維持市場穩定。 

 

「十三五」規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發展理念，香

港擁有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對國家發展開放型經濟尤有不可取

代的功用。「滬港通」、「深港通」、「基金互認」等安排聯繫香港與內地財金系統，

進一步鞏固香港成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競爭力。香

港亦在 2016 年設立「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及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開拓「一

帶一路」機遇，協助內地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 

 

國家奉行「開放」發展理念，希望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香港依托其法制

優勢，朝著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方向發展，顯示中國對履

行國際責任和義務的決心。中國設立 11 個自貿區，正努力摸索一條既符合國情，

又能與國際經貿規則接軌的可行之路。香港是珠三角地區的對外開放門戶，未來

加強與廣東自貿區在服務貿易自由化方面的合作，對於中國憧憬從國際經貿規則

的遵守者，轉變為制定者，有莫大參考價值。 

 

香港機遇處處又充滿挑戰，未來仍然需要背靠祖國，面向國際，充分利用自

身優勢推進「走出去」戰略，協助國家適應世界經濟規則，在開放發展方面繼續

發揮積極作用。誠如王光亞主任寄語：「香港需要國家，國家也需要香港。」在風

雨飄搖的動盪時勢下，實現互利共贏，恢復信心，奮勇進取才是香港保持繁榮穩

定的長久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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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大事年記 
 

上海 

一月 

� 1 日，上海實施《上海市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辦法》，建立城鄉居民統一

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實現了對象範圍、籌資標準、待遇水準、經辦服務的

「四個統一」。 

� 19 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通報，2015 年上海市檢察機關共立案貪污賄賂案

件 363 件 428 人，總案值 5.16 億餘元。其中，查處局級幹部 7 人，同比上

升 40%，為上海歷年來最多。 

� 21日，「華蜜0526」甜瓜品種權轉讓簽約儀式在上海農村產權交易所舉行，

是上海首個在公開平台上成功交易的農業科技成果。 

� 24日，上海市市長楊雄在上海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做政

府工作報告時提出，2016年上海將通過支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二期建設，

推動保險交易所開業運營等一系列舉措，深入推進上海「四個中心」建設。 

� 25 日，上海銀監局統計資料顯示，2015 年上海外資銀行發揮自身優勢，積

極拓展表外和跨境業務，表外業務同比增速為表內資產規模六倍。截至 2015

年 12 月末，上海外資銀行表外業務 7.56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長 16.4%，其中金融衍生品名義本金餘額 6.53 萬億元，同比增加 12.62%。

當年，上海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 1.27 萬億元，各項貸款餘額 4,226 億元，

各項存款餘額 5,586 億元，不良貸款餘額 31.54 億元，不良貸款率 0.75%。 

� 26 日，上海兩會召開，審議通過 100 項重大專案建設，總投資 8,355 億元

人民幣。其中，產業類專案 22 項，社會民生類項目 16 項；城市基礎設施

類項目 55 項，總投資超過 4,534 億元；統籌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類項目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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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 1 日，上海海關的最新統計顯示，2015 年，上海市實現進出口總值 2.8 萬億

元人民幣，雖然比 2014 年下降 2.1%，但佔全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提高了

0.6%，達 11.4%，進出口規模在全國各省區市排名第三位。進口及對「一帶

一路」等相關市場進出口逆勢增長，成為上海外貿 2015 年兩大亮點。 

� 2 日，上海市工商局廣告監測中心公佈《2015 年度本市主要大眾傳播媒介

和行業的廣告信用評價報告》。《報告》顯示，上海市 93 個報紙、期刊、廣

播、電視、互聯網站等主要大眾傳播媒介廣告的信用評價均值達到 92.25 分，

較 2014 年提高 2.17 分。監測的 32 個行業廣告信用評價均值為 85.00 分，

同比下降 0.21 分。 

� 16 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同意上海以張江地區為核心承載區建設綜

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作為上海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

關鍵舉措和核心任務，構建代表世界先進水準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群，提

升我國在交叉前沿領域的源頭創新能力和科技綜合實力，代表國家在更高

層次上參與全球科技競爭與合作。 

� 18 日，上海市商務委主任尚玉英在上海市商務工作會議上表示，2015 年全

年，上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 10056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8.1%。繼北

京之後，上海成為中國第二個萬億級消費市場規模的城市。 

� 26 至 27 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上海舉行。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向會議發表視頻講話，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財政部部長樓繼

偉共同主持了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增長框架、投資和

基礎設施、國際金融架構、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反恐融資、綠色

金融及氣候資金等議題，並發表了聯合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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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 1 日，2015 年上海市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佈。資料顯示，全年實現上海市

生產總值（GDP）24,965 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年增長 6.9%。其中，

第一產業增加值 110 億元，下降 13.2%；第二產業增加值 7,941 億元，增長

1.2%；第三產業增加值 16,915 億元，增長 10.6%。第三產業增加值佔上海

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 67.8%，比上年提高 3.0%。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上海市

人均生產總值為 10.3 萬元。 

� 10 日，中科院上海光機所強場鐳射物理重點實驗室宣布，該所成功利用超

強超短鐳射產生了反物質——超快正電子源，是中國科學家首次利用鐳射

成功產生反物質。這一發現將在材料的無損探測、鐳射驅動正負電子對撞

機、癌症診斷等領域具有重大應用。 

 

四月 

� 15 日，國務院印發《上海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 加快建設具有全球

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方案》。《方案》基於上海現有基礎和條件，提出了近

期擬開展先行先試的 10 個改革主攻方向，主要包括研究探索鼓勵創新創業

的普惠稅制、探索開展投貸聯動等金融服務模式創新、改革股權託管交易

中心市場制度、落實和探索擴大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政策、完善股權激勵機

制、探索發展新型產業技術研發組織、開展海外人才永久居留便利服務等

試點、簡化外商投資管理、改革藥品註冊和生產管理制度、建立符合科學規

律的國家科學中心運行管理制度等。 

� 21 日，在第 16 個世界智慧財產權日前夕，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發佈《2015

年上海法院智慧財產權審判白皮書》，總結 2015 年上海法院依法履行審判

職責，加強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積極服務保障大局，促進適法統一以及強

化對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的舉措和成效。 

� 26 日，上海銀監局對轄內銀行業金融機構 2015 年度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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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考核評價，主要圍繞消保工作組織框架、制度建設、產品服務環節、投

訴處理及消費者教育等各個方面，對各機構進行評分。交通銀行上海市分

行、花旗中國、滙豐中國上海分行、泰隆銀行上海分行等 4 家機構考評為

一級，55 家機構考評等級為二級、9 家機構考評等級為三級。此次考評涉

及轄內 68 家機構，包括法人機構 22 家、分支機構 46 家。 

 

五月 

� 25 日，上海市檢察院召開新聞發佈會，發佈《2015 年度涉自貿刑事檢察白

皮書》，對 2015 年涉自貿相關經濟活動的刑事案件情況進行梳理，剖析案

件中值得關注的違法犯罪新情況與新問題，並提出檢方對策建議。與前一

年相比，2015 年上海自貿區經濟犯罪案件上升 2.4%，經濟犯罪案件佔區域

內刑事案件的 11.2%，同比上升 0.1%。2015 年涉自貿區刑事案發情況呈現

兩個趨勢：一是案件涉外因素有所增加。二是利用互聯網實施犯罪呈上升

趨勢。 

� 28 日，上海論壇 2016 年會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隆重開幕。本次論壇的主題

為「互聯互通與創新：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來自全球智庫、高校、政府、

企業、媒體等機構的代表和嘉賓共 700 餘人參加了論壇。論壇分為「開放·創

新」、「協調·治理」、「綠色·發展」、「合作·共用」四大板塊，共有 10 場圓桌，

14 場子論壇，議題涉及工業製造、創新創造、一帶一路、霧霾治理、G20 峰

會、金融創新、智庫建設等熱點話題。 

� 29 日，2016 IFI 國際室內設計日「設計·智慧」論壇在上海拉開序幕。今年

這場室內建築、設計界年度盛事，涉及設計史論、東西方設計融合、民藝復

興、設計實踐等方面，讓全球設計界精英、設計愛好者及公眾對社會、文化、

生活的議題盡情揮灑、碰撞自己的熱情、靈感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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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 1 日，2016 中國（上海）園林景觀產業貿易博覽會暨第十三屆上海（國際）

城市園林景觀設計及設施展覽會在上海跨國採購會展中心舉行。今年的展

會結合上海市民綠化節，特設家庭園藝產品專區。上海園林景觀展已經有

13 年的舉辦歷史，是國內歷史最悠久、影響最廣的園林景觀行業盛會，展

出內容包含了園林景觀設計、園林機械、景觀資材、立體綠化等。 

� 3 日，2016 國際劍聯花劍世界盃大獎賽（上海站）於上海靜安舉辦，共吸引

了約 34 個國家和地區的運動員參賽，其中男運動員 141 人，女運動員 129

人。國際劍聯花劍項目男子、女子個人排名前十的運動員悉數到場參賽。 

� 12 日，主題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挑戰與金融變革」的 2016 陸家嘴論壇將在

上海拉開序幕。全球金融機構和企業領袖及知名專家學者將齊聚上海，深

入探討金融創新與監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保險業改革新起點等熱

點話題。 

� 14 日，上海銀監局發佈《2015 年上海銀行業創新報告》。全面披露在上海

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與「四個中心」建設戰略融合的契機

下，上海銀行業創新工作取得的新成績。《報告》集合了上海銀行業金融機

構自評自報的 623 項金融創新成果，全面披露了 2015 年上海銀行業的業務

創新和監管創新。 

� 15 日，「2016 中國（上海）影視文化產業高峰論壇」於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

辦。 

� 16 日，上海迪士尼正式開門迎客。作為中國內地的首家迪士尼樂園，上海

迪士尼渡假區一直被中美雙方寄予厚望，被視為里程碑式的合作。渡假區

將包括迪士尼樂園、兩座主題酒店、迪士尼小鎮以及星願公園多個部分，其

中迪士尼樂園擁有「探險島」、「奇想花園」、「米奇大街」、「明日世界」、「寶

藏灣」及「夢幻世界」六大主題園區。 

� 21 日，《2015 年度上海金融景氣指數報告》在上海發佈。報告顯示，上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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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業整體繼續保持向好發展，2015 年景氣度指數為 1,211 點，較 2014 年上

升 7.4%。上海金融人才集聚效應日益顯著，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帶動金融

國際化，金融創新不斷深化，金融生態環境整體向好，國際金融中心軟實力

進一步提升，上海金融業整體保持較高的發展水準。 

� 22 日，由中國海軍承辦的 2016 西太平洋海軍論壇醫學研討會開幕，來自澳

大利亞、俄羅斯、加拿大、美國、中國等 13 個論壇成員國和孟加拉、巴基

斯坦 2 個觀察員國，共 60 名代表參加會議。此次研討會為期 2 天，以「合

作、協同、能力」為主題，各國參會人員分別圍繞「海上災難醫學救援與國

際人道主義醫療服務」、「潛艇醫學救援」和「海上醫療保障能力構建」等主

題作學術交流，還將參觀海軍醫學研究所的潛艇艇員脫險試驗訓練艙和 500

米飽和潛水系統。 

� 24 日，上海社會科學院發佈了 2016 年上海社會發展報告和經濟發展報告。

報告預測，2020 年上海常住人口總撫養比將超過 50%，上海「人口紅利」

將消失。報告還預測，上海的外籍人口將以每年超過 7,000 人的速度成正比

往上遞增。報告指出，上海的科技創新人才數量雖然高於天津，但是不如廣

東、江蘇、浙江和山東等地，同時大幅低於北京。 

� 29 日，2016 上海國際資訊消費節及世界移動大會拉開帷幕，聚焦「智慧互

聯、智慧生活」，向大眾展示上海在「互聯網+」時代的資訊經濟建設成果。

2016 上海國際資訊消費節是繼去年上海成功舉辦國內首個資訊消費節，成

為首批國家資訊消費示範城市之後，上海在「互聯網+」資訊消費領域打造

的又一盛會。本屆消費節由上海市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上海市商務委員

會、上海市教育委員會聯合指導，GSMA 提供國際合作支援。 

� 29 至 30 日，2016 中國（上海）國際物聯網大會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隆重

開啟。本次大會在中國科學院的指導下，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上海市

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由上海微系統與資訊技術研究所主辦，上海物聯網有限公司

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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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 5 日，上海市公安局披露 2016 年上半年「獵狐行動」成果。據統計，截至

6 月 30 日，上海警方已從加拿大、西班牙、秘魯等 20 餘個國家和地區抓獲

逃犯 53 名。其中，紅通逃犯 6 名，出逃 15 年以上的逃犯 3 名，最久的已

出逃 18 年。 

� 8 日，2016 世界醫療旅遊大會（WMCTE）上海峰會開幕。本屆峰會特別開

展了醫療旅遊世界領袖圓桌會議，國內外行業專家面對面深入交流，以促

進國際先進醫療技術的跨境、跨地域醫療服務貿易發展。本屆峰會將以「接

軌、規範、整合、共用」為主題，聚焦「接軌與規範中國醫療旅遊產業運作，

整合與共用資源助推中醫藥國際化」。來自美國、西班牙、以色列、日本、

印度、馬來西亞等眾多醫療旅遊產業發達國家的醫院、互聯網、金融、保險

等業界人士及專家學者匯聚黃浦江畔，圍繞「吸引跨境醫療旅遊的核心技

術與特色服務」、「目的地特色與醫療旅遊配套服務探索」、「遠端醫療與中

醫藥國際化」等多個議題進行深入的探討。 

� 9 日，二十國集團（G20）貿易部長會議在上海開幕。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

城表示，G20 是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在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和增

長方面肩負重要使命。G20 成員對外貿易額和經濟總量分別超過全球的 80%

和 85%，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擔負著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

重要職責。 

� 9 日，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舉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中報告發

佈會暨校友高峰論壇。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與預測」課題組發佈了《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中報告》，指出銀

行體系不良貸款比例正快速上升，2016 年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將至少

上升 1.2%。根據課題組估算，非過剩產能行業在 2016 年將使中國商業銀行

不良貸款率增加 0.9 至 2.6%。在去產能和經濟下行的雙重作用下，2016 年

底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將增加 1.2 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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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由上海市台聯舉辦的「青春夢想·緣聚上海」——2016 臺胞青年夏令

營在上海開營。來自臺灣清華大學、逢甲大學、成功大學、美國加州大學、

上海中醫藥大學等海內外 57 所高校的 70 餘位臺灣青年參加夏令營，參訪

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並圍繞青年就業創業主題進行考察，與在滬常

住臺胞及上海同齡人交流互動。 

� 13 日，由中國科協、國家教育部主辦的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在上海拉開帷幕。

來自全國各地 950 名優秀高中生及 95 名帶隊教師在此期間齊聚上海，在科

技文化交流與實踐中，零距離感知科學魅力。 

� 15 日，2016 第十屆中國（上海）國際石材及技術裝備展覽會隆重閉幕。展

會規模覆蓋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7 個展館面積，設有國內石材展區、機械

工具展區、國際展區等三個展區，有來自全球 26 個國家和地區的逾 853 家

企業前來參展。 

� 18 日，2016 中國（上海）國際青少年校園足球邀請賽由喀麥隆隊折桂。邀

請賽由教育部、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上海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國內

外 16 支 U17 代表隊參賽。 

� 20 日，《細胞》發表了上海科技大學 iHuman 研究所的科研團隊對於人源

大麻素受體的三維精細結構。這為高特異性、低副作用的藥物設計開啟了

新篇章。 

� 21 日，由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上海市公安局網路安全保衛總隊、上海市資

訊網路安全管理協會及上海防災安全性原則研究中心牽頭主辦的 2016中國

網路空間安全（上海）論壇在上海舉辦，有多達 600 多家 IT 企業參會，近

萬名專業觀眾參與。論壇的主題定位於。２網路空間安全風險的對策與發

展」，圍繞互聯網金融風險、跨境電商的網路安全、打擊與防範跨境網路犯

罪、公安部網路身份安全認證建設進展、資訊化自主可控戰略的實現路徑、

大資料在公共安全領域的應用等專題展開深入研討。 

� 22 日，2016 西安·上海「一帶一路」投資貿易暨金融產業推介會在上海舉

行。西安市長上官吉慶、上海市合作交流辦主任姚海，副市長李婧、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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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王德安以及市級相關部門、區縣開發區負責人參加推介會。 

� 27 日，二十國集團青年會議（Y20）在復旦大學開幕，會議主題為「推動青

年創新，實現共同願景」。G20 成員國、嘉賓國和國際組織的青年代表約 100

人參加會議。Y20 代表圍繞「消除貧困和共同發展」、「創新思維和創業實

踐」、「社會公正和權利平等」、「綠色生活和可持續發展」以及「夥伴關係和

全球經濟治理」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形成會議公報，提交 2016 年 G20 籌

委會。 

 

八月 

� 5 日，上海市政府印發《上海市科技創新「十三五」規劃》，加快向具有全

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規劃圍繞構築智慧製造與高端裝備高地、

支撐智慧服務發展、培育發展綠色產業、提升健康產業能級等 4 個方面，

力爭建立以自主技術和產品為支撐的「雲、網、端」設施，推進智慧城市建

設，掌控重點產業的關鍵核心技術，推進產業鏈向高端邁進，促進產業高端

化、綠色化發展。 

� 23 日，為期一周的 2016 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周在上海展覽中心落

幕。15 萬餘種圖書，860 餘場閱讀文化活動，令中外書迷沐浴著滿城書墨

馨香，參與了一場盛夏裡的文化盛會。 

� 25 日，2016 長三角水產發展論壇在上海舉行。本次論壇由浙江省水產流通

與加工協會、江蘇省漁業協會、上海水產行業協會和安徽省漁業協會聯合

主辦，聚焦水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水產品流通和消費的轉型升級。 

� 26 日，2016 上海百強企業排行榜發布，上海企業 100 強 2015 年的營業收

入總額達到 5.10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 4.97%；淨利潤達到 3,245

億元，增長 12.35%；資產總額達到 20.01 萬億元，增長 15.96%；淨資產達

到 3.50 萬億元，同比增長 15.74%。企業經營規模繼續呈擴張態勢，上海企

業 100 強的入圍門檻也提高到 38.80 億元營業收入。上海企業 100 強的前

三位分別是上汽集團、交通銀行和浦發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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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 11 日，2016 首屆上海生活物流峰會開幕。來自全國和上海市物流及金融投

資領域的約 500 多位領導和嘉賓，共同探秘物流行業新業態。會議旨在開

拓經營視野，提升物流行業平台思維；開啟新興產業，革新物流行業商業模

型；跨界資源整合，助力共用經濟；利用平台資源，塑造物流行業的品牌價

值；貫通融資管道，提升經營效率；創新眾籌模式，構建互聯平台；承載生

態使命，共建物流平台系統。 

� 23 日，國際競爭力中心亞太分中心發佈《2016 亞太知識競爭力指數》，對

亞太 33 個領先地區用 19 項指標進行評估，綜合反映了各地區將知識資本

轉化為經濟價值和居民財富的能力。新加坡是今年的狀元，第二到十位分

別是東京、蔚山、首爾、上海、北京、香港、以色列、臺灣和愛知。上海以

突出的知識向經濟轉化能力，在排行榜中位列第五，較去年前進一位。這是

上海連續四年在《亞太知識競爭力指數》排名中居前十名。 

� 24 日，2016 浦江創新論壇在上海開幕，由英國和浙江省分別擔任主賓國和

主賓省。開幕式上，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科學技術部部長萬鋼

作開幕演講。上海市市長楊雄、英國大學與科學國務大臣喬·詹森、浙江省

副省長馮飛發表致辭。萬鋼在演講時指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中國

綜合分析國內外大勢、立足國家發展全域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中國的發

展迫切需要依靠創新驅動來提供加速度。 

� 25 日，上海宣布《關於進一步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快推進具有全

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實施意見》。此次「人才新政」30 條意見，

核心圍繞「放權鬆綁」的要求，為人才和用人主體「增動力、添活力」，在

以往政策基礎上，進一步降低門檻，增強操作性。 

� 27 日，2016 年北方航道七國國際會議舉行，來自中國、俄羅斯、美國、日

本、韓國、挪威和德國七國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研究所的共 30

多位學者專家，共同聚焦「歐亞大陸與亞太地區的先進經濟合作形式以及

其對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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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 6 日，2016 上海旅遊節落下帷幕，吸引市民遊客約 1150 萬人次。今年閉幕

式改在上海最高地標——上海中心，舉辦空中音樂會。今年的上海旅遊節

圍繞「絲綢之路旅遊年」主題，展示「一帶一路」旅遊發展成果。 

� 14 日，2016 亞太郵輪大會在上海寶山舉行。「十三五」期間，中國郵輪將迎

來飛速發展時期，寶山也將乘勢而上，致力打造「一核、一環、三帶」的郵

輪產業佈局。在大會上，來自政府、企業以及研究機構的各路專家將為中國

郵輪的新一輪發展建言獻策，共話郵輪產業的未來。 

� 21 日，「2016 上海婦女發展國際論壇」開幕，以「性別平等與企業社會責

任」為主題。聯合國婦女署首次來滬參加官方婦女組織的論壇，來自老撾、

愛爾蘭、古巴、厄瓜多爾、瑞典五國的總領事分享各國在性別平等中的努

力。 

� 30 日，2016 全球城市論壇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

結合當今世界城市發展的趨勢和實踐以及 2016「世界城市日」主題，重點

圍繞城市政府治理創新、城市經濟轉型發展、城市交通治理創新、城市生態

治理創新、城市文化保護與傳承等方面，探討城市發展共同面臨的問題和

解決策略，為全球城市治理與發展提供新思路。 

 

十一月 

� 8 日，上海天文館在臨港新城開工建設。上海天文館總建築面積超過 3.8 萬

平方米，包括一幢主體建築，以及魔力太陽塔、青少年觀測基地、大眾天文

台、餐廳等附屬建築。建成後的上海天文館將成為全球建築面積最大的天

文館。主體建築暗藏玄機，「圓洞天窗」、「倒置穹頂」、「球幕光環」等特色

設計令建築本身成為一台天文儀器。 

� 10 日至 11 日，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專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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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CSP）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在上海聯合主辦 2016 上海全球智

庫論壇，圍繞「建設命運共同體：合作、創新與展望」與各方專家就智庫在

促進全球治理、構建命運共同體的作用方面進行研討。 

� 10 日，2016 馬來西亞經貿論壇在上海舉行，主題為「同創商企共贏」。馬來

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第二部長拿督黃家泉在上海表示，馬來西亞經貿論

壇的召開，將進一步促進馬來西亞與中國建立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拓展

國際貿易投資發展，並共同挖掘相關領域貿易投資合作機會，實現優勢互

補，共同繁榮發展。 

� 11 日，2016 中國醫藥產業創新發展峰會在華東理工大學拉開帷幕，共吸引

了 300 多名嘉賓出席參會，聚集了政界、醫藥產業界、投資界三界領袖。據

悉，此次峰會以「創新驅動、變革引領」為主題，旨在共同推進健康中國建

設。隨著《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和《「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

發佈，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促進醫藥產業創新升級以及重大新藥創制對中

國醫藥產業的發展變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16 日，以「智慧體育點亮健康中國」為主題的 2016 年智慧體育與智慧裝備

前沿論壇在上海舉行。來自有關政府部門、體育園區、專家學者、企業代表、

投資機構、媒體等 200 餘名嘉賓共同參與了討論。 

� 17 日，2016 城市風險管理國際論壇在同濟大學開幕。論壇以「公共安全視

角下的城市風險管理」為主題，滙聚了來自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百餘名專家

學者，重點圍繞城市交通、城市建築兩大行業熱點話題，研討城市風險管理

新思路與新技術，為世界城市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經驗。 

� 19 日，2016 外灘國際金融峰會在上海舉行，並宣布永久落戶外灘金融中心

（BFC）。峰會以「全球城市與金融創新」為主題，緊扣當前上海的兩大核

心工作內容——全球城市建設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 28 日 2016上海公共關係國際高峰論壇在上海舉行。上海市官員與俄羅斯、

美國、新加坡、上海合作組織、國際傳播諮詢協會等國際組織的著名專家、

企業家、社會各界代表 450 餘人出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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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 3 日，匯聚長三角地區 10 個城市 200 多個創意創業成果的「海納百創·凝新

聚力」長三角創客嘉年華在上海開幕。活動由上海市就業促進中心、浙江省

就業管理服務局、江蘇省勞動就業管理中心共同主辦，旨在為創業者們提

供一個互動交流的平台。200 多個優秀創業專案集中展覽交流，吸引了近 2

萬人到場參與體驗，線上直播關注超過 10 萬人。 

� 8 日至 10 日，2016 上海國際青少年短道速滑公開賽在上海飛揚冰上運動中

心舉行。比賽共吸引到來自馬來西亞、香港、北京、上海、天津、黑龍江、

山西等多地的 9 支隊伍共計 70 名青少年參加。 

� 12 日，首屆綠碳峰會暨綠碳獎頒獎活動在上海舉辦。作為 2017 年全國碳市

場啟動的預熱活動，本次峰會由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發起，以落實《巴黎協

定》正式生效後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減排承諾，重點關注碳交易、碳定價機

制和低碳城市發展，共同探討中國碳市場的發展機遇、挑戰和可行路徑，致

力於推進全國碳市場的統一進程，提高全社會對綠色環保事業的關注度和

參與度。 

� 15 日，以「設計與創新的源動力」為主題的 2016 國際創意城市設計創新論

壇在滬舉行。中外創新、設計及投資領域的專家分享了關於創新與設計的

良性互動在企業發展、創新創業、經濟轉型與社會進步之中的變革型作用，

旨在探索「十三五」期間，上海如何借助國際平台提升創新設計能及，吸引

更多企業借助創新設計推動產品、服務及產業發展。 

� 20 日，首艘國產極地科考破冰船在上海開工建造，預計 2019 年建成。新船

建造工程由中國極地研究中心組織開展，江南造船（集團）有限公司承擔建

造。新船將與雪龍號極地考察船組成科考破冰船隊，大幅提升中國極地海

洋考察能力和極地考察運輸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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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一月 

� 主打銷售「內地禁書」的銅鑼灣書店老闆及主管 4 人自 2015 年 10 月中相

繼失蹤後，再有一名書店的股東李波失蹤。李波妻子接獲香港警方通知，表

示沒有李波離港紀錄。 

� 香港足球總會表示，針對香港球迷於 2015 年 11 月賽前「噓國歌」，國際足

協（FIFA）裁定足總違反紀律章程，判罰款 1 萬瑞士法郎，折合約 7.8 萬港

元。足總表示，FIFA 已警告足總，將來比賽不能再犯，否則可能面臨更嚴

重處分。 

� 強積金管理局總結強積金推出 15 年來的表現，期內年化回報率為 3.1%，表

現較同期恒指 3.07%的年均增長，及 1.8%的年均通脹水平好。截至 2015 年

11 月底，強積金資產升至 5895.46 億港元。 

� 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向香港教育學院授予大學名銜，中、英文名稱將分別

改為「香港教育大學」及「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成為本

港第 8 所資助大學。 

� 香港大學校委會於 27 日召開會議，決定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報告發布後，

才成立研究港大管治的專組。會後，在場學生包圍準備離場的校委，引起混

亂。校長馬斐森譴責學生行動，認為學生進一步破壞港大聲望，稱不會縱容

「暴民統治」。 

� 「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於香港成立，由王貴國教授擔任院長，李鋈麟及梁

美芬擔任副院長，致力搭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與專業交流平台。 

� 國際市場研究顧問 Euromonitor 發表全球百大最多旅客城市排名，香港第 6

年成為全球最多旅客城市之冠，旅客人次達 2,770 萬，按年增長 8.2%。大

幅拋離第 2 名的倫敦及第 3 名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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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 加拿大移民局宣布，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不再享有免簽證待遇，前往加拿大

必須經網上申請電子旅行證。旅遊業界指申請手續簡單，相信對旅行團影響

甚微。 

� 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 2016《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 22 年名列全

球最自由經濟體。「營商自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的評分排在全

球首位，但廉潔的得分再度下跌，令整體評分下跌 1 分。新加坡以 0.8 分之

差排名第 2，緊隨其後為新西蘭。 

� 每年評估學校水平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其檢討報告認同評估的存在

價值，但須解決過度操練問題。教育局將微調試卷難度、題目數量，邀請全

港 50 間小學參與試考。 

� 8 日，熟食小販問題引發旺角暴亂事件。食環署職員執法時被人阻止，警方

增援其間爆發衝突，並向天鳴槍兩響示警。警方在 2 月 10 日拘捕 64 人，

涉嫌非法集結、襲警、拒捕、阻差辦公、藏有攻擊性武器、在公眾地方行為

不檢以及參與暴動等，當中 6 人為大學生。 

� 房屋署公布，截至去年 12 月底，公屋輪候冊有超過 29 萬宗申請，一般申請

的平均輪候時間延長至平均 3.7 年。 

� 香港迪士尼公布 2014/15 年度業績，共有 680 萬人次入場，較前年 750 萬下

跌 9.3%；淨虧損達 1.48 億元，較前年度賺 3.32 億元挫 145%；兩間酒店平

均入住率亦按年跌 14 個百分點至 79%。 

� 旅遊發展局的統計指出 2015 年，訪港旅客人次按年跌 2.5%，人均消費亦跌

9.1%至 7,235 港元。消費減幅中以零售及酒店住宿開支為主，顯示旅客消費

意欲減少，亦反映酒店房價下跌。 

� 統計處發表失業率為 3.3%，連續 7 期維持相同水平，就業不足率亦維持 1.4%。

旅遊業持續不景，住宿服務業的失業率升 0.6 個百分點至 4.5%，零售業亦

微升 0.2 個百分點至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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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預算案建議注資 3.8 億元，以 1 項短期措施及 5 項中期措施重塑香港旅

遊業形象，包括拍攝嶄新宣傳片、擴充盛事規模、推行旅遊景點配對基金、

協助業界發展電子商貿。政府亦建議豁免旅行社、酒店和旅館、食肆和小販

等牌費 1 年，扶助旅遊業界。 

�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發現，需要學位資歷的政府

職系入職薪酬，平均較私人市場起薪點高 15%。但考慮到公務員的晉升前

景及加薪彈性不及私人市場，報告仍建議所有非首長級文職公務員的起薪

點維持不變。 

 

三月 

� 被網民稱為「網絡 23 條」的《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在經歷 3 個

月「拉布」後，最終未能完成審議。4 日，政府決定將草案調至議程最後一

項，意味草案暫時劃上句號。 

� 香港科技園計劃擴建，興建兩幢造價共 44 億港元的新大樓，以應付愈來愈

多創業公司申請租用辦公室的需求。當中一成由科技園出資，餘下九成由政

府承擔，料 2019/20 年度落成啟用。 

� 昂坪 360 纜車系統啟用 10 周年，受多個東南亞國家推出便利簽證措施、鄰

近地區大型景點落成影響，營運更具挑戰。2015 年逾 162 萬人到訪，較 2014

年 183 萬人下跌 11%，內地旅客亦減少 2%。 

� 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因應國家推動「一帶

一路」策略，2016 年將撥款資助推廣一帶一路的有關活動，例如展覽、講

座及資助青年前往內地城市考察。另外年度推廣重點是「尊重法治精神、包

容不同聲音」，包括推廣《基本法》，符合主題的項目可獲優先考慮。資助計

劃撥款予 18 個區議會及相關地區團體申辦活動，每區撥款額 20 萬元。 

� 11 日，高鐵香港段 196 億港元追加撥款申請，在立法會財委會通過。至 3

月，高鐵項目的整體工程已完成超過 77%，有關工程得以繼續，避免出現停

C

M

Y

CM

MY

CY

CMY

K

p47.pdf   1   12/4/2017   7:17 PM



41 滬港年刊 2016 

工爛尾。政府將繼續督促港鐵公司盡快完成餘下的工程，預計在 2018 年第

三季完工通車。 

� 英國航空運輸研究機構 Skytrax 公布旅客意見調查，香港入境處連續兩年獲

得全球最佳機場出入境服務大獎。調查覆蓋全球共 550 個機場，東京成田機

場及瑞士蘇黎世機場分別位列第二及第三。 

� 24 日，失蹤近 3 個月的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由內地返港，要求警方銷案，

並會再返內地協助調查。 

� 28 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幼女梁頌昕，遺留手提行李於機場，未按一般保安

程序，獲送回遺留在禁區外的行李，引起「行李門」風波。 

 

四月 

� 1 日，服務香港 59 年的亞洲電視停播。香港電台將承接亞視兩條廣播頻道，

提供電視節目。提供綜合娛樂節目的新免費電視台 ViuTV 亦於 4 月 6 日投

入服務。 

�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調查發現，多數人認為香港社會越趨兩極化，但仍

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有 71%受訪者認為香港政治紛爭嚴重，約 64%

人認為向政府表達訴求要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 

� 標準工時委員會談判破裂，6 名勞方委員不滿資方未按會議早期共識，承諾

就標準工時立法，決定退出委員會，為歷時兩年多的勞資談判畫上句號。 

� 民主思路在 4 月 20 至 23 日訪京，與國務院港澳辦、國家發改委、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工委和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官員及學者會面，討論「一國兩制」落

實、重啟政改、「一地兩檢」及「港獨」等問題。 

� 足球隊東方龍獅奪得香港超級聯賽冠軍，主教練陳婉婷成為全球首位頂級

聯賽冠軍的女主帥。 

� 20 日，《明報》集團因「節流緊縮」，管理層宣布裁退筆名安裕的執行總編

C

M

Y

CM

MY

CY

CMY

K

p48.pdf   1   12/4/2017   7:18 PM



滬港統計數字 42 

輯姜國元。 

� 29 日，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在機場北面水域填海，擴建機場第三跑道。

機管局指，第三跑道造價 1,415 億港元，當中填海工程成本約 562 億港元。

機管局將負責擴建費用，融資方式包括向離境旅客收費、發債及暫停向政府

派發股息。 

 

五月 

� 旅遊業界跌勢未遏，但五一小黃金周內地訪港旅客不跌反升，人次按年升

7.1%至逾 47 萬之餘，更創過去 4 年新高。旅遊業議會分析，團隊簽證減少，

旅行團數更按年跌一半，但自由行旅客增近 13%，反映內地旅客遊港模式

改變。 

� 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公布首輪獲提供資金的香港初創企業，基金將

向三間初創企業作少數股權投資，持股量不多於三成。 

�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 5 月 17 日至 19 日到訪香港，期間出席「一

帶一路」高峰論壇，又以「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及「堅定信心」總結中

央對「一國兩制」的看法。 

� 19 日，造價逾 53 億元的屯門污泥處理綜合設施 T.PARK「源.區」開幕。

T.PARK 利用焚化技術，每日最多可處理 2000 公噸污泥，並能將熱能轉化

為電力，供電予園區及公眾電網，每日最多可供 4000 戶使用。T.PARK 亦

設環境教育中心和水療池供市民免費預約入場。 

� 20 日，城市大學胡法光運動中心的陳大河綜合會堂發生天台坍塌事故。面

積達 1.4 萬呎的綠化石屎天台連金屬支架，估計因綠化草地工程導致天台超

出負荷，塌落約 5 米下的 2 樓，3 人受傷。校方承認在取得專家意見後，認

為種植草皮不影響建築物結構，所以沒有正式向屋宇署申請。 

� 扶貧委員會公布《2015 年收入流動性研究》，研究不同年期畢業生的收入和

上流力。研究分別就 2001/02、2006/07 及 2011/12 學年專上畢業生的收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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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作出調查，結果發現，大學畢業生起薪點中位數，在扣除通脹後，11/12

年平均月入 1.45 萬元，較 06/07 年的 1.66 萬元少約 2,000 元。 

� 瑞銀報告分析全球 71 個城市，發現港人每周工作 50.11 個小時，冠絕全球。

與 2012 年相比，增近 6 小時，由全球第 4 位攀升至第 1 名。 

� 27 日，立法會通過玻璃樽徵費條例草案，最快 2018 年實施。製造商和進口

商的玻璃樽飲品要繳付循環再造費，每公升容量玻璃瓶徵費約 1 元。玻璃樽

裝的酒、水、茶和果汁等均需徵費，而豉油、蠔油、燒烤蜜糖等屬調味品則

可獲豁免。 

 

六月 

� 第六批通脹掛鈎債券（iBond）開售，市場反應踴躍，每人獲派一至兩手。 

�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2016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重登全球

首位，自 2012 年後再次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地區，在 61 個經濟體中排名

第一。在各項競爭力評估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維持

全球第一，「經濟表現」由第 9 位攀升至第 5 位，但「基礎建設」排名則由

第 15 位下跌至第 21 位。 

� 國際品牌 L'Oréal 旗下 Lancôme（蘭蔻）早前與積極參與佔領運動的歌手何

韻詩合作舉辦音樂會，在《環球時報》點名批評何韻詩後，Lancôme 以「安

全因素」為由取消音樂會，事件被英、美、法等地多間國際傳媒報道。 

� 積金局公布數據顯示，過去 14 年僱主利用對沖機制，支付遣散費及長期服

務金總額合共達 280 億港元，平均沖走僱員戶口內 51%結餘。積金局就扶

貧委員會退保諮詢提交意見書，明確表明對沖機制削弱強積金作為退休保

障的功能。 

� 身兼標準工時委員會資方代表的香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劉展灝，在 6 月 12

日心臟病發離世，終年 6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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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失蹤近 8 個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從內地返港，向警方要求銷

案。 

� 英國大學評級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布亞洲大學排名，由新加

坡國立大學居首。本港 4 院校打入 10 大，是亞洲地區之中最多。香港大學

穩守亞洲第 2，科技大學上升一級至第 4，城市大學上升兩位至第 7，惟中

文大學則下跌兩位至第 8。其餘入榜的包括浸會大學以及嶺南大學。 

� 隨智能手機普及，政府預計數流動電話號碼最快 3 年內出現短缺。為應付需

求，通訊事務管理局宣佈，將開放釋放 4、7 及 8 字頭作手機號碼，令現時

8 位號碼計劃的使用期可延長約 10 年至 2029 年。 

� 九龍灣淘大工業村的迷你倉四級火焚燒 80 小時，消防處於 6 月 24 日宣布

火勢受控。現場為舊式工業大廈，獲法例豁免安裝灑水系統，所以起火初期

難以控制火勢。再加上火場環境複雜，整層樓被分隔成多間獨立、上鎖的的

小房間，火警至今造成 2 名消防員殉職，10 名消防員受傷，其中 2 人仍然

留醫，情況穩定。 

� 29 日，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美國離世，終年 100 歲。 

 

七月 

� 美國國務院發表販運人口報告，香港遭降級，被列入第二級監察名單。報告

批評香港是賣淫及強迫勞工的目的地、轉運地和來源地。香港有 34 萬名外

傭，部份是強迫勞工的受害人，被中介公司剝削，或遭受僱主言語或身體虐

待，也有外傭簽約來港卻被轉送往內地或中東等地。香港政府發言人對此表

示極度遺憾，質疑報告不公允，對政府的努力視若無睹。 

� 6 日，特首梁振英公布兩地完善通報機制，包括將通報時限設定為少於 14

日、通報範圍爭取涵蓋所有執法機關等，有助兩地居民在突發事件時獲得更

全面透明的資訊，包括年初的銅鑼灣書店事件。 

�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民調結果，港人對中國國民身分的自豪感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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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下跌 7 個百分點，跌至 31%，是回歸近 19 年來新低。 

� 特首梁振英發表上任第四年的《施政匯報》，主題是「改善民生，創建未來」，

涉及九大範疇，包括經濟、教育、房屋及醫療，當中著墨最多是土地發展。

他強調截至上月中，政府已經物色大約 150 幅具有興建屋發展潛力用地，估

計可以提供大約 6.6 萬個住宅單位，當中超過一半是公屋單位。 

� 改革醫務委員會的《二○一六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因醫學界議員

梁家騮多次提出點算法定人數而流會收場，結果在是屆立法會會期內不能

表決通過。 

� 日本厚生勞動省報告指香港男性及女性平均壽命達 81.24 歲及 87.32 歲，均

為全球最高齡。統計處資料顯示，2015 年有 16.3 萬人年逾 85 歲，按年升

6.7%。 

� 地產代理第一太平戴維斯（Savills）調查全球 20 個城市，比較的住屋及辦

公室租金，調查顯示紐約租金貴絕全球，其次是香港。兩地一個僱員一年住

屋及辦公室租金成本分別約 11.4 萬美元和 10.1 萬美元。 

� 天水圍嘉湖山莊附近土地，在今年 3 月被發現非法堆泥，且在進行土地平整

工程時，沒依規例採取措施來防止塵埃散發。當中涉及官地及私人土地，環

保署起訴涉案工程承建商，承建商在粉嶺法院認罪被判罰款 14.7 萬港元。 

 

八月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數據顯示，14/15 年各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失業率創 3 年

新高，達 4.2%，較上一個學年增加 1.4 個百分點。 

� 在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開始前，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參選人額外加簽一

份新增的「確認書」，要求候選人確認部份涉及國家主權的《基本法》條文。

提名期完結，5 名排名單第一位的參選人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包括本

土民主前線梁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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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東區海底隧道 30 年專營權屆滿，政府正式收回隧道。 

� 江西省兩個豬場的供港活豬被驗出含哮喘藥，全省暫停提供活豬來港，估計

每日少 600 至 800 隻，活豬批發價升約 10%。 

� 香港數碼廣播公司（DBC）交還數碼聲音廣播牌照，認為汽車接收一直未能

普及，令業務發展前景不佳，決定停辦。 

� 15 日，發起 2014 年衝擊公民廣場的學生領袖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被裁

定非法集結等罪成，黃及羅黃之鋒及羅冠聰則分別被判 80 小時及 120 小時

社會服務令，周被判入獄 3 周、緩刑 1 年。 

� 中國在里約奧運奪得 26 面金牌，國家隊精英代表團在 8 月 27 日起訪港 3

天，出席示範表演及綜藝活動，康文署預留逾 6,600 張門票予公眾。以一句

「洪荒之力」爆紅的游泳選手傅園慧亦隨團訪問。 

 

九月 

� 4 日，立法會選舉，逾 210 萬選民投票選出 70 個議席，投票率創歷屆新高，

達 58.3%。建制派及非建制派分別取得 40 席及 30 席。提倡本土或自決的候

選人共奪逾 40 萬票，成為建制和泛民以外的第三勢力。直選議席中，建制、

泛民和本土自決派的得票佔比是 4：3.6：1.9。 

� 傳媒揭發政府原計劃在元朗橫洲興建 1.7 萬個公屋單位，但 2014 年當政府

與地區人士「非正式諮詢」後，轉而發展附近綠化地帶，令單位大幅縮減至

4000 個，引發爭議。特首承認曾主持跨部門小組，本著「先易後難」的原

則，分階段進行發展計劃，率先興建第一期 4000 個單位。 

� 新城電台決定向政府交還數碼聲音廣播牌照，商營機構全數退場，只餘香港

電台繼續營運數碼聲音廣播。 

� 政府推行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衛生署將邀請年齡介乎 61 至 70 歲市民參

與。參加者須先約見基層醫生做大便隱血測試，每次診症可獲資助 2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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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呈陽性反應者則轉介至腸鏡醫生，若毋須切瘜肉，資助額為 7,800 元，

若要切瘜肉資助額則為 8,500 元。 

� 國際英語水平測試（IELTS）主辦機構公佈考生成績調查，香港考生在 2015

年考獲平均分 6.5 分，較往年成績微升 0.1 分，在亞洲調查地區中排第 3，

僅低於並列首位、平均 6.8 分的馬來西亞及菲律賓。 

� 英國教育期刊《泰晤士高等教育》發表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大學較去年上升

一位，排第 4。香港共 6 所大學進入前 400 位，科技大學下跌 8 位，至第 59

位；中文大學則下跌 9 位，至第 138 位。 

� 民政事務局轄下公民教育委員會試行的「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供香港

民間組織、非牟利機構等舉辦以港青為對象的交流團，讓港青與當地人民溝

通及作文化交流。政府共收到 103 個申請，最後 29 項活動獲批，涉公帑約

568 萬元。 

� 29 日，新世界發展創辦人鄭裕彤，終年 91 歲。 

 

十月 

� 最低工資委員會達成共識，決定將最低工資上調 2 元至 34.5 元，2017 年 5

月 1 日生效，料 15.4 萬僱員加人工，包括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餐

飲及零售業等。 

� 5 日，就大年初一旺角騷亂，一名青年被判定襲警和拒捕罪成，分別判監禁

九個月及四個月，同期執行，是旺角騷亂中首宗被定罪個案。 

� 中文大學調查發現，38.9%受訪市民表明如有機會就會移民或移居外地，熱

門地點依次為台灣、澳洲及加拿大。移民主要原因是不滿政府（11%）、居

住環境擠迫（10.5%）、社會撕裂嚴重（10.3%） 

� 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在 10 月 8 日首度於香港舉辦，賽事活動一連兩日在

中環維港海濱區舉行，提升香港作為亞洲體育之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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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政府向國會提交有關《中英聯合聲明》在港實施的半年報告書，對香港

執法制度的完整性表達關注，並重申銅鑼灣書店事件破壞「一國兩制」，嚴

重違反聯合聲明。港府發言人回應指出，外國政府不應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又指警方未發現證據顯示書店事件涉跨境執法。 

� 12 日，新一屆立法會舉行首次大會，梁君彥當選為主席。青年新政的新任

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及游蕙禎在立法會宣誓時，以英文朗讀誓言「China」時，

讀成「支那」發音，而游的發音更疑似粗口，事件觸動建制派及親中社團神

經。 

� 政府決定將現時 4210 港元的外傭最低工資，調升至 4310 元，增幅 2.4%。 

�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與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合辦的行政人員工商

管理碩士（EMBA）課程，重回英國《金融時報》全球 EMBA 排名榜首，

第 7 次奪冠。修畢課程後 3 年平均年薪高達 365.5 萬元，亦冠絕全球。 

� 23 日，港鐵觀塘延線通車，觀塘綫由油麻地站向東南延伸約 2.6 公里，增設

何文田站及黃埔站，預計每日有 18 萬人次使用。 

� 27 日，退休法官胡國興宣布參與 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 

� 發展局公佈《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建議》，為解決長遠土地問

題，建議發展 2 個策略增長區，包括東大嶼都會和新界北，總發展面積達

1,720 公頃，以建設宜居的高密度城市、迎接新經濟挑戰和達至可持續發展

為三大元素，最多提供 38.9 萬個單位及容納逾百萬人口，長遠令本港可容

納人口增至 900 萬。 

� 入境事務處宣布，特區護照持有人前往馬達加斯加旅遊，可在到達後獲簽發

逗留期不超過 90 日的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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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 7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就本港宣誓風波釋法，全票通過《基本法》第

104 條的解釋，是香港回歸以來人大第 5 次「釋法」。釋法內容指明，宣誓

人拒絕宣誓，即喪失就任該條所列相應公職的資格；宣誓人故意宣讀與法定

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也屬於拒絕宣

誓，所作宣誓無效，宣誓人即喪失就任相應公職的資格。 

� 民航處全面啟用新空管系統，每日可處理 8000 份航空計劃書，同時監察

1500 個空中或地面目標，均較現有系統高。 

� 10 日，港鐵學院正式開幕，吸引更多人才，尤其是年輕一輩投身鐵路行業，

培育鐵路專才。 

� 15 日，政府司法覆核梁頌恆和游蕙禎宣誓案，高等法院裁定政府勝訴，梁、

游二人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法官在判辭指出，梁、游二人宣誓時的言行舉

止，涉及侮辱國家和「港獨」等意涵，從形式到內容都不符合法律要求，裁

定二人所作宣誓無效。判辭中列舉「釋法」內容，但判決只提到《基本法》

104 條和《宣誓及聲明條例》的規定，並未引述「釋法」內容，顯示宣誓案

按本地法律規定和普通法精神，已經足以處理。 

� 高鐵香港段完成最後一段鐵軌澆築道床水泥工程，表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52 公里的混凝土無砟軌道澆築及全線鋼軌，已全部鋪設貫通。 

� 新加坡陸軍 9 架 Terrex 裝甲車，在台灣由貨船經香港運返新加坡途中，因

未有申報遭香港海關扣押。新加坡國防部證實，裝甲車屬該國武裝部隊，在

台灣進行海外例行訓練的裝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大陸反對建交國與

台灣進行軍事交流，已為此向新加坡交涉，要求恪守一中原則。 

� 每 4 年舉辦一次的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TIMSS），測試近 60 個地區小

四及中二生在數學及科學的成績及態度，全球超過 58 萬學生參加。數學方

面，香港小四學生的排名由上屆的第 3 位升至第 2 位，中二學生維持在第 4

位。科學方面，小四學生排名同樣較上屆上升，由第 9 位上升至第 5，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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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則由第 8 位上升至第 6 位。 

� 31 日，港府接獲中央政府通知，即時放寬過去對部分民主派議員及其他人

士，進入內地的入境限制，重新接受此類人士申請證件。 

 

十二月 

� 免費幼稚園教育於 2017 學年實施，教育局公布逾八成半日制幼園完全免費。

共 738 所幼園獲批准參加免費幼教，約有五成幼園同時營辦半日和全日制

班、三成只營辦全日制班、兩成只營辦半日制班。 

� 5 日，深港通正式開通，是香港和深圳兩地合作的一個新里程碑。深港通不

設總額度的限制，但維持每日交易額度，南下為 105 億元人民幣，北上為

130 億元人民幣。 

�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公布 2015 年結果，香港 15 歲學生的閱讀

及數學水平全球第二，但科學排名首次跌出三甲，得第 9。PISA 由經濟合

作及發展組織（OECD）策劃，每 3 年舉辦一次，今屆有約 54 萬名來自 72

個國家或地區的學生參與。 

� 海洋公園錄得近 30 年來最嚴重虧損，2015 至 16 年度虧損高達 2.4 億元，

主因是內地旅行團大幅減少 39%，總入場人次較上年度大跌 140 萬，跌幅

接近兩成。海洋公園宣佈加價近 14%，成人票價升至 438 元。 

�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通過收緊公屋富戶政策，家庭住戶入息若超出

入息限額 5 倍，或資產超出入息限額 100 倍，都要遷出公屋單位。公屋富戶

政策現時是採用「雙軌制」，住戶入息若超出限額，而資產亦同時超額，便

須交回單位。新規定由「雙軌制」改為「單軌制」，超出入息限額或資產限

額一定倍數後，便要遷出。 

� 9 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宣布因為家庭原因，不會競逐連任下屆特首。國務院

港澳辦隨後發聲明，表示尊重梁振英的個人決定，亦深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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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負責提名和選出特首的選舉委員會進行選舉，總投票率由上屆 27.6%

上升至至 46%。1200 個席位中，非建制派合共取得 326 席。 

� 12 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向行政長官梁振英辭職，展開休假。財政司司長

職務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署任。 

� 15 日，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職，同日下午宣布參選下

屆特首選舉。 

�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北京公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將與故宮博物院合作，在

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長期展出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珍藏。博

物館預計 2022 年落成，由於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35 億元設計、

建造和策展費。 

� 28 日，港鐵南港島綫（東段）通車，沿綫共金鐘、海洋公園、黃竹坑、利東

和海怡半島 5 個車站。由動工到通車歷時五年半，總造價約 170 億元。通車

後，香港十八區皆可有鐵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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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文獻概覽 
 

政治及法律類 

上海 

尹晨、王卓群、馬繼愈（2016）。〈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視野下的上海自貿區發展戰

略探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頁 158-169。 

牛盼強（2016）。〈上海產業知識基礎與制度協調研究——基於全球科創中心的建

設〉。《科學學研究》，第 6 期，頁 860-866。 

王娜（2016）。〈論危害食品安全行為的刑事規制——以上海「福喜事件」為切入

點〉。《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第 6 期，頁 131-135。 

王喆驊、王麗萍（2016）。〈電信詐騙犯罪之新動向及打防研究——以上海檢察機

關辦理的案件為例〉。《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2 期，頁 75-89。 

王菲易（2016）。〈上海自貿區跨部門協調機制研究：一個分析框架〉。《國際商務

研究》，第 1 期，頁 76-85。 

朱妙、陳慧（2016）。〈上海法院少年審判工作三十年發展路徑和實踐探索〉。《上

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 期，頁 42-48。 

李敏（2016）。〈上海自貿區法律體系的現狀反思與完善路向〉。《南都學壇》，第 1
期，頁 76-81。 

邢厚媛、白明、袁波（2016）。〈從上海自貿試驗區視角看 TPP 及其影響〉。《科學

發展》，第 1 期，頁 90-93。 

周小燕（2016）。〈借鑒國際經驗加快在上海健全金融消費糾紛非訴解決機制的有

關思考〉。《上海金融》，第 8 期，頁 68-70。 

胡夢婷、鄢仁鑫（2016）。〈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管理模式研究——負面清單

制度在自貿區的適用〉。《上海市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2 期，頁 37-42。 

徐麗春（2016）。〈暫予監外執行專項檢察工作考察及完善——以上海市普陀區人

民檢察院為例〉。《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第 6 期，頁 139-145。 

張宏志、吳新葉（2016）。〈城市社區公共精神的建構性路徑——以上海「社區自

治家園」建設為例〉。《上海行政學院學報》，第 1 期，頁 14-22。 

曹曉路（2016）。〈TPP 視域下上海自貿區商事登記制度改革的立法完善——以「四

中全會」依法治國的理念為視角〉。《上海金融學院學報》，第 2 期，頁 1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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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刊物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由成立至今，共出版了 36 本研究專論、2 本研究叢刊，13
本滬港年刊及 3 本滬港發展趨勢。 

 

研究專論 

OP1 Yue-man Yeung. A Tale of Three Citi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Singapor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33 
pages/November 2001) 

OP2 Chyau Tuan and Linda Fung-Yee Ng. From Manufacturing Cross-
Border Operations to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volution of 
Hong Kong’s Economy and the Guangdong Factor. (22 pages/December 
2001) 

OP3 甄峰、沈建法、顧朝林、黃鈞堯。《珠江三角洲區域空間發展：資
訊技術與資訊產業的作用》。（25 頁／2002 年 5 月） 

OP4 楊汝萬。《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管治及其對中國的含義》。（19 頁／2002
年 6 月） 

OP5 Philip Yuen-sang Leung. The Wall and Wat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ity Cultures in Modern China-Beij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34 
pages/October 2002) 

OP6 黎萬紅、盧乃桂。《教育與工作：上海市職業教育的發展經驗》。（28
頁／2002 年 12 月） 

OP7 Jianqing Fan and Juan Gu. 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Value-at-Rick. 
(51 pages/July 2003) 

OP8 Yue-man Yeung, Jianfa Shen and Li Zhang.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otential for Port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Pearl River Delta. (45 
pages/September 2003) 

OP9 楊汝萬。《雙龍吐豔：從城市本位到區域帶動競爭的上海與香港》
（26 頁／200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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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10 Yue-man Yeung and Xiaojian Li.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Historic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 (35 pages/April 
2004) 

OP11 黎萬紅、盧乃桂。《滬港兩地教育改革下的教師專業性》。（30 頁／

2005 年 8 月。 

OP12 Yue-man Yeu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Mega Urban-region: Internal 
Dynamics and External Linkages. (30 pages/November 2005) 

OP13 Yue-man Yeung. The Pan-PRD and ASEAN-China FTA as Agen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Pacific Asia. (20 pages/February 2006) 

OP14 Jianfa Shen and Erbiao Dai. Population Growth, Fertility Decline, and 
Ageing in Hong Kong: The Perceived and Real Demographic Effects of 
Migration. (42 pages/July 2006) 

OP15 華民、曹宏成。《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路徑》。（22 頁／2006 年 9 月） 

OP16 Yue-man Yeung. China’s Urbanizing Popul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21 pages/January 2007) 

OP17 楊汝萬、紀緯紋。《如何運用泛珠三角和「十一五」規劃優化香港

的跨境物流》。（23 頁／2007 年 7 月） 

OP18 Julan Du, He Hao and Chenggang Xu. What Determines the 
Synchronicity of Stock Price Movements i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35 pages/August 2017) 

OP19 毛豔華、林珊珊，《香港與內地服務貿易合作的實證研究》（19 頁／

2009 年 8 月。 

OP20 Yun-wing Sung. Hong Kong and Shanghai as Global Service Hubs: 
Rivalry or Complementarity?. (36 pages/September 2009) 

OP21 楊汝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與上海：現評與前景》。（19 頁

／2010 年 8 月） 

OP22 宋恩榮。《珠三角及長三角加工出口對總產值及就業的貢獻》。（22
頁／201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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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23 杜巨瀾、魏尚進、袁惠思。《CEPA 協議如何影響香港的企業？對香

港上市公司基於事件研究的考察》。（30 頁／2010 年 9 月） 

OP24 沈建法。《香港與深圳的競爭與合作: 以機場的競爭與合作為例》。

（24 頁／2010 年 10 月） 

OP25 陳耀波。《培訓前工資、勞動者能力自我篩選與農村勞動力培訓結

果：浙江農村勞動力培訓計畫的一項試點調查研究》。（34 頁／2010
年 10 月） 

OP26 楊汝萬。《全球危機後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挑戰與機遇》。（20 頁

／2010 年 11 月） 

OP27 羅祥國。《外資金融機構在香港和上海的業務情況和前景》。（14 頁

／2010 年 11 月） 

OP28 謝國樑。《危機過後香港核心產業面對的挑戰與機遇》。（16 頁／

2010 年 12 月。） 

OP29 羅家聰。《憂慮與滬相爭 不如安守本份》。（12 頁／2010 年 12 月） 

OP30 楊春。《台灣電腦產業跨境生產網絡的空間重組：從珠三角到長三

角的再佈局》。（27 頁／2011 年 3 月） 

OP31 沈建法。《香港的城市發展與人口問題：生育率下降與人口老化》。

（23 頁／2013 年 9 月） 

OP32 Yun-wing Sung.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Independent Visitor Scheme 
for Hong Kong: How Large are They?. (46 pages/April 2014) 

OP33 沈桂龍。《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創新與瓶頸制約》。

（18 頁／2014 年 10 月） 

OP34 Yun-wing Su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Mainland Tourists for Hong 
Kong: The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IVS) and Multiple Entry Individual 
Visit Endorsements (M-Permit). (57 pages/September 2015) 

OP35 紀緯紋。《替代還是雙樞紐港？長三角及珠三角內部的港口關係研

究》。（41 頁／2016 年 10 月） 

OP36 孫軍。《香港經濟發展的歷程、困境與轉型︰一個比較的視角》。（24
頁／201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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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年刊 

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09、2010-12、2013、2014、

2015、2016 

 

講座系列 

LS01 沈聯濤。《上海和香港的金融發展》。（14 頁／2015 年 3 月） 

LS02 梁錦松。《上海與香港：競爭還是合作？》。（12 頁／2015 年 3 月） 

LS03 陳家強。《一帶一路: 香港發展的機遇》。（15 頁／2016 年 3 月） 

 

研究叢刊 

RM01 段樵、陸德明、楊汝萬（編）。《入世後中華經濟圈的機遇與挑戰》。

（380 頁／2002 年 11 月） 

  - 伏潤民、陳志龍、楊汝萬（編）。《中國西部開發與周邊國家》。昆

明：雲南大學出版社。（328 頁／2003 年） 

RM02 梁元生、王宏志（編）。《雙龍吐艷：滬港之文化交流與互動》。（391
頁／2005 年 11 月） 

 

滬港發展趨勢 

2005、2006、2007 

 

 

如欲閱覽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最新出版的刊物或查詢訂購詳情，請瀏覽本

所網頁（http://www.cuhk.edu.hk/shkdi）或與潘先生聯絡。電話：（852）3943 6762，

傳真：（852）2603 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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