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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浦東開發開放 30 週年慶祝大會在上海世博中心舉行，成為中國改革開

放的最重要標誌之一。 

 

 

（圖 2）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區國安法》，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和穩

定，以及保障特區居民的合法權益。 



ii 

 

（圖 3）為完善公共衛生醫療救治體系，全國首個新冠科在上海公衛中心正式成

立，是上海市成人新冠肺炎病例唯一定點收治醫院。 

 

 

（圖 4）香港政府推行普及社區檢測，任何市民即使沒有病徵，可免費接受新冠

狀病毒檢測一次。累計逾 178 萬人參與在全港各社區檢測中心登記接受檢測。 



iii 

 

（圖 5）上海舉辦首屆「五五購物節」，提振消費信心及釋放消費潛力，促進上

海的消費市場復甦。 

 

 

（圖 6）第六屆香港立法會因疫情關係延任一年。人大常委會亦通過香港立法會

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民主派議員宣佈集體辭職。 



iv 

 

（圖 7）洋山特殊綜合保稅區在上海揭牌，進一步打造更具國際市場影響力和競

爭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 

 

 

（圖 8）全球經濟受疫情打撃，香港旅遊及航空業陷入寒冬，國泰港龍航空結束

35 年營運，航權交還特區政府，按機制分配給申請的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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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所長的話 

 

2020 年，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在衛生危機的衝擊下，國際經濟經歷「大

封鎖」，全球產業鏈因而開展結構性重構。中國的抗疫工作率先取得階段性勝利，

促成了經濟的率先復甦。2020 年是中國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的收官之年，經濟穩定恢復，「六穩」工作、「六保」任務妥善落實。GDP

全年先降後升，比去年增長 2.3%，經濟總量首次超越 100 萬億元人民幣。城鎮

失業率為 5.6%，與上年同期持平。疫症是危機也是契機，新一輪科技革命隨著

生活模式改變和政策措施刺激活躍起來，居家辦公、網上會議及教育、跨境電商

等科技服務及應用廣泛流通。 

 

「十四五」規劃致力於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推出構建以國

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堅持科技自立自強。

中國、日本、韓國、澳洲、新西蘭和東盟十國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打造全球最大自貿區，刺激區內經濟和投資增長。中國首部民法典亦

完成編纂並發表，全面系統地規範物權法、合同法、婚姻法、侵權責任法和人格

權等方面的民事法律，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基礎性法律」。 

 

上海市在「十四五」時期將加快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長遠實現科技創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功能，以成為具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際大都市和充分體現中國特色、時代特徵、上海特點的人民城市為目標。透

過發展創新型、服務型、總部型、開放型、流量型經濟等「五型經濟」，從人才、

品牌、头部企业、通道和平台等制高點著手，深度融入全球合作競爭的格局。 

 

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於 11 月在上海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擴大

開放中國市場，持續改善營商環境，深化多邊合作，共享繁榮及機遇。雖然受到

疫情影響，但是參展商仍然積極展示多項新產品、技術以及服務，累計意向成交

多達 726.2 億美元，比上屆增長 2.1%。金橋 5G 產業生態園開園，為上海首個 5G

產業園，致力推動 5G 技術和融合發展，打造產業發展新高地。產業園集聚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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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掌握 5G 核心技術的企業——諾基亞貝爾和華為，對科技發展有絕對優勢，有

望打造亞太地區的高端製造總部集聚區。 

 

2020 年 6 月 30 日，港區國家安全法通過實施，為維護香港社會穩定提供了

法律保障。「十四五」規劃亦為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清晰定位，首次提出四

個新中心與地位，分別是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及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位於落馬洲河套的香港園區尚在興建，港深政府正研究由香港科技園公司承

租及管理部分位於福田的深圳園區，把握時機推動港深兩地的創科產業生態鏈。

中美關係緊張，美國要求香港出口至美國的本地生產須由「香港製造」改為標示

「中國製造」，香港根據世貿機制向美國採取行動，據理力爭。 

 

首批香港與內地 ETF 互掛計劃產品上市，由香港證監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各認可兩隻基金在香港和深圳交易所互掛。新經濟大門繼續敞開，在港

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只要符合特定條件，即使未有營業收入，也納入滬港通和深

港通南向交易的選股範圍內，讓處於研發階段的企業進入公開市場融資。強積金

制度實施 20 年，淨資產值超越 1 萬億元，將繼續成為香港市民退休保障框架

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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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已經進入了第二十一個年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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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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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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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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政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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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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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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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按英文姓氏排列） 

顧問委員會 

主席 

段崇智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許寧生 

復旦大學校長 

 

管理委員會 

主任 

陳志敏 

復旦大學副校長 

霍泰輝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委員 

陳詩一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沈國麟 

復旦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 

杜巨瀾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黃 咏 

香港中文大學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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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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委員 

趙志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卓敏心理

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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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榮休教授 

彭希哲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文科

資深教授 

宋 錚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王志強 

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徐 江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 

袁志剛 

復旦大學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 

周 林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院長、卓敏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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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研究教授、榮休教

授 

盧永鴻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主任、

講座教授 

盛柳剛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孫立堅 

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 

吳心伯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教授 

徐以汎 

復旦大學管理科學系系主任、教授 

張俊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偉倫經濟

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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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聯席所長 

陳詩一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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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恩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客座教授 

沈建法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 

吳建峰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辦公室主任 

辦公室副主任 

 

張 怡 

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莊 輝 

復旦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處暨港

澳台事務辦公室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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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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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交流對滬港雙城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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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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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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輪流舉辦，通過發佈年度研究主題報告和發展思路作思想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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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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2019 

 承辦上海論壇 2019 分論壇，主題為「土地供應和都市增長——滬港及全

球大城市經驗探討」。 

2018 

 第六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王緝思教授擔

任主講嘉賓，講題為「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是否進入新冷戰時代？」。 

 第十七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在復旦大學舉行，主題為「城市一體化

和中國經濟」。 

2017 

 第五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

教授擔任主講嘉賓，講題為「為人民幣資產定價：人民幣融入全球貨幣體

系帶來的變革趨勢」。 

 第十六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主題為「未來十

年的中國經濟」。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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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與我國金融發展大局今後十年的展望」。 

 第十五屆滬港發展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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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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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屆滬港發展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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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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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滬港經濟和長三角珠三角區域發展論

壇」在復旦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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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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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屆滬港發展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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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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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屆滬港發展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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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第十屆滬港發展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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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滬港發展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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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

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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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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 億 3,494 億 

人均生產總值 22,555 元 46,707 元 

出口 1,989 億 5,063 億 

進口 3,059 億 5,504 億 

勞動人口 773 萬(1) 389 萬 

全年失業率 3.7%(2) 5.8% 

零售 2,309 億 420 億 

消費者物價指數 +1.7% +0.3% 

貨櫃處理(標準貨櫃單位：個) 4,350 萬 1,797 萬 

存款總額 22,592 億 18,710 億 

貸款總額 12,269 億 13,534 億 

旅客人數 129 萬 357 萬 

人口 2,487 萬 747 萬 

人口中具大專院校或以上程度 842 萬 258 萬 

公共開支 1,174 億 828 億 

註： (1) 為上年度 18-59 歲戶籍勞動人口。 

(2) 為城鎮登記失業率。 

 

匯價計算：1 美元分別換算人民幣 6.897 元及港幣 7.757 元（2020 年平均價格） 

 

資料來源：上海統計局、香港政府統計處、《2020 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
報》、《上海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香港統計數字一覽 2021

年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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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前瞻 

 

上海：破「疫」前行韌性發展的城市經濟 

陳詩一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聯席所長 

 

2020 年上海在積極採取措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時，不斷提升經濟韌性

來應對前所未有的複雜國際貿易環境。在經歷上半年恢復性增長後，2020 年上

海經濟穩步復蘇，彰顯出城市的發展韌性和活力。 

 

韌性增強的總體經濟 

 

2020 年上海全年實現生產總值 38700.58 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較 2019

年增長 1.7%。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比重從 2019 年的 72.9%提升到

2020 年的 73.1%。2020 年服務業增加值比 2019 年增長 1.8%，凸顯出服務業對上

海經濟韌性增長的突出作用。按常住人口計算，上海 2020 年的人均 GDP 為

15.5768 萬元，折合美元 2.256 萬美元，繼續位於全國前列。 

 

就發展質量而言，2020 年上海總體經濟中非國有經濟增加值和戰略性新興

產業增長表現突出：前者占上海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 54.85%，比 2019 年增長

2.0%；後者比 2019 年增長 9.2%，其中戰略性新興工業增加值增長 9.6%、戰略

性新興服務業增長 8.9%。全市 2020 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達到兩位數（10.3%），

且新網絡、新設施、新平台和新終端等基礎設施項目推進迅速。 

 

上海 2020 年經濟發展韌性還表現在以下領域：（1）消費市場呈現回暖走勢。

全年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 2019 年增長 0.5%。（2）外貿出口持續回升。全

年貨物進出口接近 3.5 萬元，比 2019 年增長 2.3%，其中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

長達到 6.3%。（3）就業和民生質量穩步提高。2020 年上海新增就業崗位 57.04

萬個, 城鎮失業率為 3.67%。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比 2019 年上漲 1.7%，全年全市



滬港前瞻 14 

  

人均轉移淨收入比上年名義增長 9.5%。（4）市場主體活力不斷激發。全年新登

記市場主體 47.73 萬戶，比上年增長 10.6%。 

 

成效凸顯的「五個中心」建設 

 

截至 2020 年末，上海的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等中心基本建成。金

融中心的國際化水平提升明顯。2020 年，上海金融市場交易總額達到 2274.83 萬

億元，比上年增長 17.6%。隨著一批外資金融機構入駐上海，上海在全球金融中

心指數(GFCI)中的排名升至全球前三。另外，2020 年上海的證券市場籌資額、現

貨黃金交易量和原油期貨市場規模均升至世界前列。上海全球貿易中心地位進一

步提升。2020 年上海口岸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 87463.10 億元，比上年增長 3.8%，

持續領跑世界其他城市。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成績顯著。2020 年上海集裝箱

吞吐量達到 4350.34 萬，其中集裝箱水水中轉比例達 51.6%，國際中轉比例

12.3%，分別比上年提高 3.3%和 1.5%。 

 

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基本形成框架。2020 年上海全年全市 R&D 投入支出接

近 1600 億元，占上海國民生產總值的 4.1%。全市有效期內高新技術企業數目累

計 1.7 萬家，年內認定的高新技術成果轉化項目 692 項。全市有效專利達到 54.25

萬件，比上年增長 22.3%。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 60.2 件，位於全國前列。

2020 年上海還建成了軟 X 射線、超強超短激光等一批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

具有較高水準的研發與轉化功能性平臺。 

 

雲經濟展現強勁城市活力 

 

在新冠疫情常態化防控背景下，線下服務逐步轉化為線上服務。上海充分

依託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和人工技能等新技術來發展與信息傳輸、軟件和信

息技術服務業相關的雲經濟，展現出強勁的城市活力。2020 年全市在芯片研發、

遊戲研發及電商、外賣和泛娛樂平臺企業快速增長的帶動下，全市信息傳輸、軟

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 15.2%，拉動全市 GDP 增長達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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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發展大數據、信息技術和雲計算，上海城市治理水平提升顯著。城市

運行「一網統管」和「三級平臺、五級應用」架構基本形成，防汛防颱、道路交

通管理等重點應用場景投入使用，大大提升了城市網格化綜合管理能力。2020

年，上海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實現行政審批事項全覆蓋，實名用戶數從 1024

萬增加到 4416 萬，日均辦事 17.3 萬件，網辦率 58%，比上年提高 30.3 個百分點。

截止 2020 年，上海整合信息系統 1182 個，歸集公共數據超過 390 億條。「一網

通辦」國際版開通運行。 

 

與此同時，上海公共事業的數字化轉型成效顯著。2020 年全年上海共組織

「雲展覽」、「雲演出」、「雲遊園」、「雲過節 」和「雲直播」等 3 萬餘場在線公

共文化活動，吸引超過 2 億人次參與。 

 

高水平開放深入推進 

 

就營商環境而言，2020 年上海制定出臺《上海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全面

落實優化營商環境 3.0 版方案和對標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價專項行動計劃。全年

全市新設企業 41.79 萬戶，比上年增長 13.7%；註冊資本達 27630.08 億元，增長

34.0%。 2020 年上海還發佈《上海利用外資條例》，實現了外資的逆勢增長。全

年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到位金額達到 202.33 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6.2%。年內新增

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51 家。2020 年上海成功舉辦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參

加企業來自全球 124 個國家（地區）。 

 

自貿區建設進展顯著。2020 年洋山特殊綜合保稅區掛牌運行。金融市場進

一步開放，自由貿易賬戶功能持續發揮，首批保險機構接入自貿區試驗區分賬核

算單位，自此實現銀行、證券、保險三類金融機構全覆蓋。截至 2020 年底，自

貿區累計開立 FT 賬戶 13.2 萬個，全年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額 54311.8 億元，占全

市 41.4%，比 2019 年增長 4.3%。自貿區重點產業蓬勃發展，汽車製造、電子信

息、生物醫藥等行業產值增幅分別為 37.6%、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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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2020 年是上海「十三五」收官之年。全市經濟在抗擊疫情中凸顯出強勁韌

性，城市治理水平和社會民生均穩步提高，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躍上新臺階，

寫下了改革開放征程上的重要一頁。2021 年上海在鞏固疫情防控成果同時，繼

續深入改革，在推動浦東更高水平開放上勇敢前行，確保「十四五」好開局，新

起步。 

 

主要參考文獻 

上海市統計局（2021）。《2020 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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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復甦在望謀定轉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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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員 

 

新冠疫情肆虐，香港面臨史無前例的困境。2020 年經濟收縮 6.1%，是有紀

錄以來最大跌幅。失業率為 5.9%，亦是歷史高位，旅遊業、建造業及其他消費

行業是重災區。整體貿易在上半年急劇下跌後大幅反彈，主要受惠於輸往內地的

出口增長，惟全年仍然錄得輕微下降。至於服務貿易，旅遊與運輸陷入停頓，只

有跨境金融及集資活動活躍，令金融服務稍有升幅。隨著《港區國安法》頒布實

施，社會逐漸穩定，但是經濟復甦的路仍然漫長。 

 

疫情反覆且嚴峻，令原定於 2020 年的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香港的

防控措施以「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為目標，期間得到中央政府派遣醫療隊來港，

為超過 170 萬名市民提供「願檢盡檢」的社區檢測，亦為香港預留疫苗，確保有

充足供應。面對經濟與民生的打擊，特區政府推出「防疫抗疫基金」，為市民與

各行各業提供 3,000 多億港元的紓困措施，其中包括「保就業」計劃，保障僱員

免被遣散。 

 

空間規劃助力城市轉型 

 

與此同時香港繼續投資基建，保持競爭力。香港機管局將投資入股珠海機

場，結合珠海機場的內地航空網絡與香港國際機場的國際網絡，增強協同效應，

建設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機場群。隨著港珠澳大橋開通，三地的交通時間大大

減少，香港口岸人工島已計劃發展自動化停車場，供「陸轉空」旅客直接前往香

港機場的閘口登機轉飛海外。機管局亦公佈發展「航天走廊」項目， 以無人駕

駛運輸系統連接港珠澳大橋、未來的航天城及東涌新市鎮，善用機場毗鄰土地。 

 



滬港前瞻 18 

  

今年政府提出「躍動港島南」計劃，借助港鐵南港島線（東段）加強對外聯

繫，打造南區成為一個集旅遊、歷史、文化及生活的消閒玩樂地區。海洋公園重

新定位，從主題公園轉型為保育教育的渡假勝地，分為免費入場的餐飲零售消閒

區和按景點收費的核心主題區。珍寶海鮮舫業主更無償地把海鮮舫捐贈給海洋公

園，以非牟利方式在香港仔避風塘活化，成為南區富特色的歷史文化和旅遊景點。 

 

區域合作注入新動力 

 

為便利港澳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居住和學習，稅務、購房、專業認

證等措施已經實施。目前，香港車輛駛進廣東省需要申請俗稱「中港牌」的配額

牌照。這一年的 「港車北上計劃」，便允許香港私家車毋須牌照，經港珠澳大橋

直接進入廣東，方便市民以自駕方式作短期商務、探親或旅遊。港深之間的第七

個陸路口岸─蓮塘∕香園圍口岸也正式開通，連接深圳東部過境通道，可以經深

惠高速及深汕高速通往粤東，令跨境貨運交通能夠「東進東出」。同時，皇崗口

岸亦進行重建，將來將落實「一地兩檢」安排，並研究推動「合作查驗、一次放

行」的創新查驗模式。 

 

青年人更有新機遇去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潛力，前往內地城市就業與創業。全

新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為本地大學畢業生提供 2,000 個崗位，由政府補助，

受聘於在香港及大灣區均有業務的企業，獲得機會派駐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亦為有意前往大灣區創業的青年提供創業支

援和孵化服務，廣東省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將會提供共享工作基地。 

 

近期，國家謀劃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香港位於國內大循環和國際

大循環的交匯點。既能在內循環中扮演「參與者」，透過大灣區切入國家經濟發

展，特別在科技創新領域上努力；又能在外循環中扮演「促進者」，發揮跳板、

中介人和人才庫角色、豐富資金池、試驗田和防火牆功能，使國家與世界對接和

互動。繼續履行「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優勢，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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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大事年記 

 

上海 

一月 

 2 日，上海市優化營商環境暨投資促進大會舉行。市委書記李強強調，要深

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重要講話精神，堅定不移把優化營商環

境向縱深推進，全力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投資發展環境，加快形成優環

境、抓投資、促發展的強大合力，奮力創造新時代上海發展新奇跡。市委、

市政府專門研究制定了上海營商環境改革 3.0 版方案和加強投資促進 32 條

舉措。此次 3.0 版改革方案，主要圍繞「1+2+X」設計。「1」是一網通辦，

「2」是提升上海在世行和國家 2 個營商環境評價中的表現，「X」是圍繞加

強、保護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提供的一攬子制度供給。市長應勇主持會議。 

 14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開幕。政

協主席董雲虎做工作報告。2019 年市政協圍繞推進新時代上海發展的「四

大戰略支撐」和全市重點任務，深入協商集中議政，強化監督助推落實；

著眼「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目標，積極為破解發展瓶頸和民生難題獻計出

力；強化政協系統自身建設，促進界別工作活起來實起來強起來，推動專

委會工作專業化規範化精品化，加強市區政協工作協同聯動，展現新時代

人民政協新形象。2020 年要突出「主」「總」「融」作用，下足「專」「實」

「新」功夫，做好「引」「聚」「聯」文章，堅持「責」「權」「能」統一，

堅持「立」「改」「廢」並舉，更好肩負起新時代人民政協新使命，切實把

政協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助力「把事幹成」，交出「政協答卷」，為

奮力創造新時代上海發展新奇跡作出應有貢獻。 

 15 日，上海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開幕。應勇市長向大會作

政府工作報告：2019 年以穩增長的硬任務實現高品質發展的硬道理，以自

身發展的確定性有效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實幹實效慶祝新中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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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70 周年，完成了市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確定的主要目標任務。2020 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全力實施三項新

的重大戰略任務，加快推進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建設，推動科創板持續

發展，大力推進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建設，加快打造虹橋國

際開放樞紐，精心辦好第三屆進口博覽會。 

 18 日，上海市政協第十三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勝利閉

幕 

 19 日，上海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勝利

閉幕。大會補選蔣卓慶為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大會表決通過了關於市人民

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關於上海市 2019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

況與 202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的決議、關於上海市 2019 年預算執

行情況和 2020 年預算等決議和《上海市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條例》。 

 24 日，市政府召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會議，聽取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情況彙報。會議決定，

上海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回應機制，嚴格落實國家關於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乙類傳染病、採取甲類管理」的要求，實行最嚴格的

科學防控措施。進一步落實對重點地區來滬人員實行居家或集中隔離觀察

14 天，全面實行各類進入上海市交通道口衛生檢疫，取消各類大型公共活

動，細化落實各項聯防聯控措施，加強健康衛生知識宣傳普及，增強市民

自我健康意識，確保上海市民健康和城市公共安全。 

 

二月 

 7 日，上海市第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召開，審議並表決通過《市

人大常委會關於全力做好當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決

定》，即日起施行。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蔣卓慶主持會議並講話。這一疫情防

控決定，是針對即將到來的大客流集中返程的關鍵階段採取的一項緊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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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旨在為政府最嚴格防控工作增加法律供給、提供法治保障，進一步明

確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個人的防控責任，把依法依規、科學防

治、精准施策、有序規範、聯防聯控、群防群治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確

保中央和市委關於疫情防控的重要決策部署落地見效。 

 8 日，上海市政府發佈《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援服務企業平穩健康發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包括六個方面 28 條措施。上海將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前提下，千方百計減輕企業負擔，加大財稅金融支援力度，實施援企

穩崗政策，著力優化企業服務，切實做好新形勢下「六穩」工作。具體包

括：全力支持企業抗擊疫情、切實為各類企業減輕負擔、加大金融助企紓

困力度、著力做好援企穩崗工作、有序促進企業復工複產和優化為企服務

營商環境六方面。 

 14 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上海市政府聯合發佈

《關於進一步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

意見》，包含 30 條具體措施。其中，在積極推進臨港新片區金融先行先試

方面，《意見》提出支持臨港新片區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重點產業，促進

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在更高水準加快上海金融業對外開放方面，《意見》

提出促進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中心建設，建設與國際接軌的優

質金融營商環境。 

 27 日，長三角三省一市建立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召開視訊會議，進一步合作

建立五項工作機制。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省長吳政

隆；浙江省委書記車俊，省長袁家軍；安徽省委書記李錦斌，省長李國英

出席會議。具體包括：建立長三角健康碼互認通用機制，產業鏈復工複產

協同互助機制，企業復工複產複市就業招工協調合作機制，跨區域交通等

基礎設施加快落地協同會商機制和疫情防控特殊時期區域經濟政策協調通

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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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4 日，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 2019 年全年業績報告顯示，中國寶武全

年粗鋼產量首次超過此前的全球最大鋼鐵企業安賽樂·米塔爾。同時，中國

寶武 2019 年銷售收入 5566 億元，利潤總額 345.2 億元，成為全球第一鋼鐵

企業，並將佈局建設上海運控中心。寶山和寶武鋼實行區企聯手，織密防

疫防控網，有序有力推動復工複產。寶山基地 1 月—2 月實現整體滿產超產。 

 10 日，市委書記李強主持召開企業座談會，深入瞭解新冠肺炎疫情對企業

和行業的影響，充分聽取部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負責人關於

落實疫情防控主體責任和推進復工複產複市的意見建議，感謝企業為抗擊

疫情作出的積極貢獻。中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海

君、上海基分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趣頭條）董事長譚思亮、巴斯夫全球高

級副總裁鄭大慶等參與座談。李強要求營造更加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為

企業發展壯大提供更多「陽光雨露」，以更高效精准服務、更優化創新生態、

更有力政策供給，全力支援企業渡過難關贏得先機，鼓勵企業在大變革中

捕捉機遇，在倒逼轉型中創造機遇。 

 19 日，經市政府同意，市商務委印發《關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支持外貿企

業穩定發展的政策措施》，從稅收、金融、海關等方面提出了 11 條支持舉

措，以進一步發揮外貿企業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加大融資支援外貿企業，

支援外貿服務行業優先復工，確保重點企業供應鏈安全。11 條舉措包括：

優化重點防控物資進口採購機制、支持企業妥善安排復工運營、加大對外

貿企業的融資支援、優化通關監管服務、進一步發揮信用保險作用、支援

企業調整境外參展計畫、支持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優化跨境金融結算服務、

推進進出口許可備案事項辦理無紙化、完善國際貿易「單一視窗」功能等。 

 26 日，英國智庫 Z/Yen 集團發佈第 27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最新

指數顯示，上海首次晉升全球第四，超過新加坡和香港，僅次於紐約、倫

敦和東京，且與倫敦、東京僅有 2 分和 1 分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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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一年一度的上海市民文化節首次「雲中」開啟。打開文化上海雲，「享

藝不停—12 小時大放送」、「雲遊雲購—文旅消費熱起來」和「漫賞春天—

場館景區現場玩」三大板塊，域精彩、雲賽場、雲劇場、雲展廳、雲講堂、

大美育、長三角、雲市集八大頻道呈現眼前，同時與已經恢復開放的博物

館、美術館、景區公園線下聯動，帶領市民朋友們一起「雲遊藝海，漫賞

春光」。 

 21 日，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市長陳吉甯率領的北京市代表團在上海市委書

記李強，市長應勇的陪同下在滬考察訪問。兩地舉行北京·上海經濟社會發

展情況交流座談會。雙方表示，上海與北京交往源遠流長，情誼深厚。兩

地未來發展有著很多共同的話題，承擔著共同的任務，合作空間非常廣闊。

上海與北京要進一步深化交流、加強合作，攜手在服務好、落實好國家戰

略中促進兩地共同發展。 

 22 日，第 29 屆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獎在滬揭曉。上海昆劇團《臨川四

夢》劇組與秦腔表演藝術家李梅，被授予本屆「白玉蘭」組委會特別獎。

本屆參評白玉蘭戲劇獎的 60 台劇碼，涵蓋了戲曲、話劇、音樂劇、舞劇等

20 多種舞臺藝術樣式，新昌調腔、滿族新城戲等稀有劇種也首次申報參評。

最終，許翠、埃琳娜·萊姆澤（俄羅斯）、劉子楓共 10 人獲得「主角獎」。

另有 9 位演員獲得「配角獎」。「新人獎主角獎」與「新人配角獎」共計 9

人獲得。 

 26 日，市委書記李強圍繞推動媒體融合發展、加快全媒體建設，赴澎湃新

聞網、東方網、第一財經、介面·財聯社及萬得資訊開展專題調研。李強指

出，要堅持導向為魂、移動為先、內容為王、創新為要，推動媒體融合向

縱深發展，做大做強主流輿論，使主流媒體更具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

公信力，為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提供強大精神力量和

輿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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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0 日，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上海市優化營商環境

條例》和《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條例》。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蔣卓慶主持

會議並講話。《上海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自 2020 年 4 月 10 日起施行，共

八章八十條，涉及市場環境、政務服務、公共服務、執法監管、法治保障

等營商環境建設的關鍵性領域。《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條例》將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其定位為本市地方金融監管工作的「基本法」，體現了

「強監管、防風險、促發展」的立法價值取向，有利於進一步健全完善本

市綜合協調、處置化解風險的工作機制，細化明確防控金融風險、保障金

融穩定的主體責任，助力打贏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 

 13 日，全市「一網通辦」「一網統管」工作推進大會舉行。市委書記李強強

調，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城市運行「一網統管」是城市治理的「牛鼻子」

工作，牽動著改革發展穩定全域，牽動著長遠發展大局。深刻認識「兩張

網」建設是提高城市治理現代化水準的有力牽引，是推動高品質發展、創

造高品質生活的有力牽引；深刻認識推進現代化城市治理，必須運用現代

化科技手段，推動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機交互型轉變，由經驗判斷

型向資料分析型轉變，由被動處置型向主動發現型轉變；深刻認識「兩張

網」建設不只是技術手段創新，更是管理模式創新、行政方式重塑、體制

機制變革，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推動城市治理的全方位變革。 

 25-27 日，首屆上海創新創業青年 50 人論壇成功舉辦。在為期 3 天的論壇

上，經濟學家、行業領軍企業家、青年創業家和政府官員等開展分享、討

論和政策解讀，共話疫情危機之下線上新經濟將迎來怎樣的新機遇，暢想

未來「黑科技」如何破局重塑經濟新格局，以及如何營造金融與科技融合

共生的生態圈。 

 28 日，由陸家嘴金融城發起召開的「連結全球、共贏未來——國際金融城

視頻圓桌會」正式開幕，以來自盧森堡、巴黎、卡薩布蘭卡、迪拜、新加

坡等六個國際金融中心城市，以及英國國際貿易部，世界各大銀行、資管、

專業服務機構的高管們為代表的全球金融業首次通過跨國視頻連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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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疫情下的國際合作、產業的創新與發展、金融業的振興與復蘇。陸家

嘴金融城在會議上發起《關於全球金融中心城市加強合作，共抗疫情，構

建更加穩定、安全、有序國際金融市場倡議書》，呼籲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

發揮資源優勢，加強溝通合作，保障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開放、穩定、

安全和順暢運行，服務經濟企穩復蘇。 

 

五月 

 4 日，上海國際消費城市全球推介大會暨「五五購物節」啟動儀式在上海舉

行，全方位展示上海這座國際消費城市，共同開啟眾人矚目的盛大消費節

慶。市委書記李強出席並與企業代表共同啟動「五五購物節」，代市長龔正

作主旨推介。「五五購物節」作為上海首創的大規模消費節慶活動，時間貫

穿勞動節、兒童節、端午節等多個重點節日。全市各大電商平臺、商業企

業、品牌企業、終端產品等將廣泛參與，做到「千企萬店、全城動員，日

日有活動、周周有亮點」。130 多項重點活動和 700 多項特色活動正陸續推

出，讓消費者們共用激動人心的購物體驗和實惠。 

 7 日，《上海市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行動方案（2020—2022 年）》正式發

佈。立足數字產業化、產業數位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方案從建

設任務、保障舉措等方面提出 35 條舉措，力爭用三年時間推動上海新型基

礎設施規模和創新能級邁向國際一流水準。方案明確具有上海特色的「新

基建」四大重點領域——以新一代網路基礎設施為主的「新網路」建設；

以創新基礎設施為主的「新設施」建設；以人工智慧等一體化融合基礎設

施為主的「新平臺」建設；以智慧化終端基礎設施為主的「新終端」建設。

未來三年實施的第一批 48 個重大專案和工程包，預計總投資約 2700 億元 

 10 日，雲上 2020 年中國品牌日活動拉開帷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活動作

出重要批示，指出要堅持品質第一效益優先，打造更多名優品牌。國務院

副總理韓正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北京主會

場，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上海主會場，通過互聯網平臺共同出席活動啟動

儀式。此次中國品牌日活動通過互聯網平臺在雲上開展，主題是「中國品

牌，世界共用；全面小康，品質生活；全球戰疫 ，品牌力量」。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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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雲上中國自主品牌博覽會和雲上中國品牌發展國際論壇，遴選 1300 餘

家企業參加，並邀請著名專家學者和知名企業家代表進行演講，與海內外

網友共話中國品牌發展未來，共推全球戰「疫」合作。 

 19 日，上海市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滬舉行，隆重表彰為上海科技事業和現

代化建設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工作者。中國科學院院士、華東理工大學教

授田禾，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院名譽院長陳亞

珠榮獲上海市科技功臣獎，並在主席臺就座。2019 年度上海市科學技術獎

共授獎 308 項（人），10 人獲青年科技傑出貢獻獎，43 項成果獲自然科學

獎，31 項成果獲技術發明獎，205 項成果獲科技進步獎，15 項成果獲科學

技術普及獎。比利時籍專家盧克·塔爾維、美國籍專家余金權獲國際科技合

作獎。 

 

六月 

 3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與浙江大學在滬簽署戰略合作協定。市委書記李強、

浙江大學黨委書記任少波出席並講話。代市長龔正與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

為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揭牌。李強表示要努力把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

究院建設成為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的尖兵、集聚一流創新人才的平臺、服務

輻射區域發展的標杆、深化體制機制創新的典範；強化基礎研究和基礎應

用研究，為提升大資料處理能力、厚植數位經濟優勢提供強有力支撐；依

託上海綜合優勢，面向全球招才引智，培養集聚高層次創新人才；充分激

發作為新型研發機構的創新動力和活力，努力成為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

圍繞重點區域開發、新興產業發展，推動人工智慧產學研用深度融合，讓

更多創新成果在上海、在長三角加速轉化。 

 5 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重大專案·滬蘇湖鐵路開工儀式在浙江湖州舉行。

該鐵路上海段、江蘇段建設動員會同步舉行，安徽揚馬城際鐵路馬鞍山樞

紐工程同步開工。這是長三角一市三省首次聯合舉行重大項目開工活動，

拉開 2020 年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帷幕。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湖州項

目建設現場宣佈滬蘇湖鐵路開工。浙江省委書記車俊、國家鐵路集團總經

理楊宇棟致辭。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安徽省委書記李錦斌，上海代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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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正，江蘇省長吳政隆，安徽省長李國英出席。浙江省長袁家軍主持。滬

蘇湖鐵路總投資 380 億元，全長 163.8 公里，設計時速 350 公里，沿途設虹

橋站等 7 座車站，串聯起上海、江蘇、浙江三地，並在湖州與商合杭鐵路

銜接，連通安徽合肥，是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最具代

表性的項目之一。 

 18 日，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2020：新起點、新使命、新願景」為主題的

第十二屆陸家嘴論壇在滬開幕。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向論壇發來書面致辭。

市委書記李強出席開幕式並致辭。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以視頻方式在開幕

式上致辭。劉鶴強調堅持「建制度、不幹預、零容忍」，加快發展資本市場。

上海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動力源，正在努力打造擴大金融開放

的新高地。進一步打造金融開放的樞紐門戶，大力推進全球資產管理、跨

境投融資服務等中心建設；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能，加大對中

小微企業、重點行業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援力度，大力推動上海自貿試驗

區臨港新片區金融政策落地，大力推動更多科創企業在上交所科創板上

市，大力推動長三角金融服務一體化；進一步加強金融生態建設，完善金

融業發展支持政策，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吸引更多全球金融機構落戶上海，

以更優的營商環境激發更強的市場活力。 

 23 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在世博中心舉

行。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上海市委關於深入貫徹落實「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為人民」重要理念，譜寫新時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見》,對加快建

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作全面部署,加快建設具有

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探索開拓人民城市建設新境界。 

 

七月 

 9 日，2020 世界人工智慧大會雲端峰會在上海世博中心開幕。開幕式線上

線下結合，以現場演講、全息影像、視頻音訊等形式交互進行。工業和資

訊化部部長苗圩通過視頻致辭。代市長龔正主持。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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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李勇、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分別通過視頻致辭。市委書記李強

在開幕式上致辭時指出上海將著力打造四個連結平臺，發揮頭雁效應：連

結協同創新的開放平臺、連結產業發展的賦能平臺、連結城市治理的智慧

平臺和連結美好生活的服務平臺。以「智聯世界 共同家園」為主題的本屆

峰會於 7 月 9 日至 11 日舉辦，將圍繞「AI 技術趨勢」「AI 賦能經濟」「AI

溫暖家園」等議題，舉行近百場各類論壇和特色活動，共同探討人工智慧

技術前沿、產業化發展和服務化應用。 

 11 日，《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2020）》在 2020 年中

國航海日論壇上發佈，報告顯示，上海首次躋身國際航運中心排名前三，

僅次於新加坡和倫敦。上海在航運硬體和軟體建設上持續發力，首次位列

三甲。 

 20-21 日，上海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世博中心隆重舉行。

人大常委會主任蔣卓慶指出要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優勢，堅持黨的

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嚴格遵守會風會紀和疫情防控

措施，切實履行好人大代表職責，圓滿完成大會各項議程，為上海完成中

央重大戰略部署和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提供堅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市委

書記李強主持閉幕會並講話。大會補選龔正為市人民政府市長，劉學新為

市監察委員會主任。 

 22 日，以「城市防疫 智慧經濟」為主題的 2020 臺北—上海城市論壇以視

頻方式舉行。上海市市長龔正、臺北市市長柯文哲出席論壇開幕式並致辭。

龔正指出「雙城論壇」是上海、臺北攜手合作的重要平臺，已成為兩岸城

市交流的典範。希望以此次論壇為契機，凝聚更多共識，加強「後疫情」

交流合作，為兩座城市共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作出

更大貢獻，為兩地民眾謀取更多福祉。此屆論壇分為主論壇及衛生醫療、

產業經濟交流、區域治理與合作、智慧交通四個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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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7 日，以「破圈」為主題的第 26 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在滬揭曉，演員陳

寶國、閆妮分別獲最佳男女主角，《破冰行動》獲最佳電視劇。網劇《慶餘

年》拿下最佳男配角、最佳編劇（改編）兩個獎項。網劇《長安十二時辰》

則拿下最佳攝影和最佳美術獎，分別由荊沖，以及楊志家、金楊摘得。本

屆上海電視節共徵集到來自 48 個國家和地區的報名作品 800 多部。白玉蘭

獎評選首次採用中國評委集中在上海、國際評委線上參與的方式進行，並

由導演鄭曉龍出任電視劇類別評委會主席。作為電視行業「風向標」，本屆

評獎的最大變化莫過於首次把網劇納入評選範圍。 

 12 日，以「我愛讀書、我愛生活」為主題的 2020 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

上海周正式開幕。以「安全、出彩」為目標，以線上線下交融的跨界破圈

為新特徵，此次書展制定嚴密細緻的疫情防控和安全措施，採用「實名、

預約、限流、錯峰」等手段，同時積極利用新技術提升讀者服務；線上線

下結合，推出「上海書展·閱讀的力量」線上平臺，打造「雲首發」模式，

實現作者、編者與讀者的線下線上互動。一批從科普、經濟、歷史、社會

等各角度觀照疫情方方面面的出版物成為亮點，這同樣是上海書展以首發

機制回應讀者需求和社會關切的特點所在。 

 23 日，以「科技戰疫 創新未來」為主題的 2020 年上海科技節正式拉開帷

幕並將持續至 29 日。市委書記李強，市長龔正與全市科技工作者和青少年

代表一起出席啟動儀式，中國科學院院士蒲慕明、田禾與「少年愛迪生」

獲獎代表詹林、李佩含共同啟動 2020 年上海科技節。本屆上海科技節特別

邀請持續奮戰在疫情防控、醫療救治、科研攻關一線的科技工作者代表和

辛勤耕耘在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各戰線的中外科學家、創新企業家代表一同

來到啟動現場。本屆上海科技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將圍繞十大主

題板塊開展 1800 餘項活動，全面展示科技創新成就和科技戰疫成效，開展

特色科普活動，開放優質科技資源，營造科學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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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14 日，市委書記李強會見由 18 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駐華使節組成的代表團

一行。李強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對各位駐華使節來滬訪問表示歡迎。作

為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和改革開放的前沿視窗，上海將堅定不移擴大

對外開放，不斷推動多領域多層次國際合作。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將在上海如期舉辦，歡迎更多拉美和加勒比國家企業參與。 

 15 日，以「智慧、互聯——賦能產業新發展」為主題的第二十二屆中國國

際工業博覽會在國家會展中心（上海）正式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出席開幕式暨頒獎儀式，中國工程院院長李曉紅，上海

市長龔正，工業和資訊化部副部長辛國斌致辭並共同開啟第二十二屆中國

國際工業博覽會。本屆工博會為期 5 天，共設 9 大專業展，參展企業超過

2000 家，展覽規模 24.5 萬平方米，聚焦首展首發新成果和「互聯網+工業」

新進展，涵蓋從製造業基礎材料、關鍵零部件到先進製造裝備、整體解決

方案的全產業鏈最新技術、產品和服務。 

 21-22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市委書記李強和市長龔正陪同下在上海考

察。李克強先後考察了喜馬拉雅公司、上海自貿區、交通銀行和上海交通

大學等，希望上海在改革開放上繼續先行先試，樹立更高水準標杆。依託

工業互聯網大力發展面向製造業的服務，深化開放合作，促進中國製造提

質升級，穩固和做強產業鏈供應鏈，培育發展新動能。 

 24 日，以「科技讓未來更普惠」為主題的外灘大會在滬開幕，為期 3 天。

市委書記李強，市長龔正前往察看外灘大會相關展區，現場體驗金融科技

前沿技術與場景應用。外灘大會由支付寶和螞蟻集團主辦，是上海加快推

進國際金融科技中心建設的重要舉措，將永久落戶上海。本屆外灘大會雲

集 500 餘名各國經濟學家、諾獎得主、企業家、技術大咖，共同探討最前

沿的金融科技技術及商業落地，並在黃浦江畔的黃浦世博園區設立展示

區，讓參觀者實地感受金融科技助力產業發展、賦能綠色生活的豐富場景

和最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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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英國智庫 Z/Yen 集團發佈第 28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28），上

海首次躋身全球前三，與前兩名紐約、倫敦的差分進一步縮小。疫情中國

際金融機構對上海的信心不減反增，上海各項綜合得分較上一次提升 8 分。 

 28 日，2020 年上海市「白玉蘭榮譽獎」、「上海市榮譽市民」稱號頒授儀式

舉行。日本籍人士平井康光獲「上海市榮譽市民」稱號，西班牙籍人士安

瑞璋等 10 位外籍人士獲得「白玉蘭榮譽獎」。上海市市長龔正頒授證章、

證書。 

 29 日，上海市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在世博中心隆重舉行，1000 名先

進個人、300 個先進集體和 100 名優秀共產黨員、80 個先進基層黨組織受

到表彰。市領導為受表彰的個人和集體代表頒獎。 

 

十月 

 5 日，第十二屆中國舞蹈「荷花獎」舞劇評獎在滬正式公佈。內蒙古民族藝

術劇院的《騎兵》、揚州市歌舞劇院的《朱自清》、安徽省花鼓燈歌舞劇院

的《石榴花開》、吉林市歌舞團的《紅旗》、成都藝術劇院的《努力餐》5

部作品獲得「荷花獎」舞劇獎。 

 9 日，上海市政府與阿裡巴巴集團、螞蟻集團在滬簽署戰略合作協定。市委

書記李強，市長龔正會見阿裡巴巴集團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勇、螞

蟻集團董事長井賢棟一行。李強對阿裡巴巴集團、螞蟻集團為上海統籌推

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的積極貢獻表示感謝。上海將全

力推動城市數位化轉型，為企業在滬深耕做好全方位服務保障。此次簽約

後，雙方將圍繞線上新經濟、數字新基建、金融科技、跨境業務、數字生

活、雲上會展等方面開展合作，加快「三總部三中心」建設，加大對雲計

算、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新技術的研發。 

 22 日，以「科技合作與創新共治」為主題的 2020 年浦江創新論壇在上海開

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主賓國塞爾維亞總理布林納比奇分別發表視頻致

辭。李克強表示，科技創新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不竭動力。中國政

府高度重視科技創新，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推進大眾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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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創新，促進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希望與會代表聚焦創新創

造，革故鼎新與時偕行。市委書記李強致辭表示大力推進原始創新、科技

攻關、成果轉化和全面創新，上海將勇當科技和產業創新開路先鋒，充分

發揮排頭兵、先行者作用，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 

 24 日，以「危與機：新格局下的新金融與新經濟」為主題的第二屆外灘金

融峰會在上海開幕，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開幕式上發表視頻致辭指出經濟

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合作共贏是唯一正確選擇，新發展格局重在順應變

化轉變方式、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市

委書記李強在致辭中表示上海將著力打造金融開放新高地，著力構建金融

創新試驗田，著力營造金融發展生態圈，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向更

高能級邁進。 

 30 日，第三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2020）在上海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

向論壇作視頻致辭。習近平強調中國將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用的國

際科技合作戰略，堅持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第一動力。本屆論壇以「科技，

為了人類共同命運」為主題，採用線上視頻與線下出席相結合的方式舉辦，

全球 300 多位科學家，包括 61 位諾貝爾獎得主參會。 

 

十一月 

 4 日，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視頻發

表主旨演講。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和胡春華、市委書記李強在上海線下會場，

有關國家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線上上會場，通過線上線下結合方式共

同出席開幕式。習近平主席強調各國要攜手致力於推進合作共贏、合作共

擔、合作共治的共同開放，宣示中國將秉持開放、合作、團結、共贏的信

念，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讓中國市場成為世界的市場、共用的市場、

大家的市場，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為國際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本屆進博

會於 11 月 4 日至 10 日舉行，將舉辦 100 多場配套活動，為推動世界經濟

復蘇提供中國機遇，累計意向成交 726.2 億美元，比上屆增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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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浦東開發開放 30 周年慶祝大會在上海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對浦東提出新要求：

1.全力做強創新引擎，打造自主創新新高地；2. 加強改革系統集成，啟動

高品質發展新動力；3.深入推進高水準制度型開放，增創國際合作和競爭新

優勢；4. 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5.提高城市治理

現代化水準，開創人民城市建設新局面。努力成為更高水準改革開放的開

路先鋒、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排頭兵、彰顯「四個自信」的實

踐範例。 

 18 日，2020 全球智慧城市大會（簡稱 SCEWC）正式發佈世界智慧城市大

獎獲獎名單。在全球 350 個城市當中，上海脫穎而出，獲得最高殊榮——

世界智慧城市大獎。這是中國城市首次獲得該獎項，代表上海的智慧城市

建設成效卓著，得到來自全球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認可。上海基本建成以泛

在化、融合化、智敏化為特徵的智慧城市。 

 25 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第十一屆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在世博中心舉

行。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上海市委關於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浦東

開發開放 30 周年慶祝大會上重要講話精神的決定》、《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制

定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

建議》。 

 

十二月 

 2 日，2020 年上海市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和上海市模範集體表彰會舉

行。市領導向全國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上海市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

和上海市模範集體代表頒發榮譽證書。 

 7 日，2019 年度上海金融創新獎揭曉，共評選出金融創新成果獎 69 個，金

融創新推進獎 9 個。其中，「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改革落地」專案獲得

金融創新成果獎特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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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市委書記李強會見由 18 個阿拉伯國家和阿盟駐華使節組成的代表團

一行。李強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對各位駐華使節來滬訪問表示歡迎，願

在中阿戰略夥伴關係大框架下，進一步發揮自身優勢、拓展合作空間，推

動雙方在經貿、教育、人文等各領域的務實交流合作，為中阿關係良好發

展作出地方的積極貢獻。 

 11 日，上海市—新加坡全面合作理事會第二次會議通過視頻連線方式舉

行。滬新理事會上海方主席、上海市市長龔正，新加坡方主席、新加坡教

育部長兼財政部第二部長黃循財出席會議並致辭。龔正表示願與新方攜手

開啟全方位合作新征程，實現更高層次的互利共贏。期望兩地合作共建「雙

迴圈」樞紐、合作提升自貿區能級、合作服務長三角發展，為中新關係發

展做出更大貢獻。上海和新加坡共同發佈了合作成果。兩地相關部門、機

構、企業還簽署了「一帶一路」建設、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科技創新等

四個板塊的合作備忘錄。 

 13 日，2020 上海金融論壇在滬舉行。論壇現場發佈由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

級金融學院聯合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共同撰寫的《上

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目標與發展建議》報告。報告指出，上海國際金融中

心建設已取得重大進展和顯著成效；並給出建議：到 2035 年，上海要基本

建成引領亞洲輻射全球、以開放的現代化金融市場體系為核心、以全球人

民幣資產配置中心為標誌、與紐約和倫敦並駕齊驅的頂級全球金融中心。 

 16 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近日發佈《2020 年全球創新指數》中文版，在

科技集群前 100 位中，上海排名第九。這是上海首次在全球科技城市集群

榜單上躋身前十，從 2017 年的第十九位到 2020 年的第九位，反映了上海

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顯著成效。 

 26 日，上海「戰疫堡壘」——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成立「新冠科」，以

此助力疫情常態化防控。這也是全國首創之舉。「新冠科」將實現專病專收，

形成確診病例從隨訪門診、應急病區、影像檢查到檢驗檢測全流程閉環管

理，為救治主戰場提供制度保障，進一步探索「上海方案」，助力常態化防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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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一月 

 4 日，國務院委任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為香港中聯辦主任，接替離任的王志

民主任。 

 8 日，政府刊憲將「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納入《預防及控制

疾病條例》的法定須呈報傳染病及修訂附屬法例，賦予衞生署法定權力對傳

染病接觸者進行檢疫和隔離受感染人士。 

 13 日，舉行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退休前最後一

次在典禮致辭，他表示有信心與法官同僚會無懼無畏地履行職責，並寄語大

眾社會應珍惜法治。 

 22 日，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人力資源公司 Adecco 和 Google

聯合發布《2020 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香港在城市排名中位列第六。 

 23 日，國際反貪污組織透明國際發表 2019 年的《清廉指數》，香港全球排

名第十六，比去年下降兩名，但評分同樣是 76 分。 

 25 日，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情況，政府將防疫應變計劃提升至緊急級別，

並公布一系列抗疫措施，包括將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的農曆年假期延

長。 

 28 日，政府宣佈除提供緊急和必須公共服務的人員外，公務員開始實行在

家工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亦宣布暫停開放多個文康設施，包括所有體育

館、博物館、圖書館等。 

 

二月 

 1 日，部份醫管局員工開始罷工，要求政府封關，阻截懷疑個案經內地傳入

香港，並促請醫管局確保員工工作環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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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香港出現首宗確認本地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在病毒潛伏期間沒有

到訪過內地或外遊。 

 3 日，政府宣布翌日凌晨起，會關閉羅湖、落馬洲、落馬洲支線、港澳碼頭

等口岸，只如常開放香港機場、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口岸，表明不會禁

止內地旅客來港。 

 4 日，香港出現第一宗新型冠狀病毒病的死亡個案。 

 5 日，政府宣布將成立超過 100 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為受疫情影響的僱員

和僱提供支援。 

 7 日：醫管局員工罷工行動進入第五日，相關人士決定擱置是次行動，不再

延長罷工。 

 11 日，國際人力資源顧問機構 ECA International 公布《外派僱員宜居城市

榜》，香港在東亞地區由 2018/19 年度的第四十一名，下跌了五十二位至

2019/20 年度的第九十三位，調查機構指出排名跌幅是「前所未見」，認為主

要原因是社會政治形勢持續緊張所導致。 

 26 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 2020 至 21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措

施，包括向 18 歲或以上永久居民全民發放一萬元，但預計來年財赤高達

1,391 億元，創歷史新高。 

 

三月 

 4 日，由於同性婚姻不符合「夫婦」定義，房屋委員會拒絕一對男性伴侶申

請公屋，高等法院最終裁定房委會違憲。 

 4 日，通訊事務管理局公布本地免費電視台毋須再播放香港電台的節目，電

視台可自行決定是否及何時停止播放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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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國際人權監察組織自由之家公佈《2020 年全球自由度調查報告》，香

港排名跌至 55 分新低，被列為「局部自由」地區。 

 11 日，美國國務院發表 2019 年人權報告，當中香港部分提到反修例示威中

的警暴問題，而香港政府則批評外國政府不應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11 日，世界正義工程公布《2020 年法治指數》，香港連續 5 年在世界排名中

位列第十六，並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排名第五。 

 17 日，美國傳統基金會公布 2020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失去蟬聯 25 年

的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地位，被新加坡首次超越，下跌至第二名。 

 24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命張舉能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明年 1 月履新。 

 27 日，英國 Z/Yen 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聯合發布第 27 期《全

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香港排名首次降至第六位，較去年 9 月報告的排名

下跌了三名，上海則首度超越香港，由第五位上升至第四位。 

 

四月 

 1 日，香港正式啟用 5G 流動通訊服務。 

 8 日，政府公布新一輪抗疫紓緩措施，涉及超過 1,375 億元，當中包括 800

億元的保就業計劃。 

 21 日，無國界記者組織發布 2020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第八十，

較去年下跌七名，是有史以來最低。 

 

五月 

 5 日，前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成立香港再出發大

聯盟，旨在守護一國兩制、保護經濟民生、維護法治及團結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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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政府向香港市民派發可重用的「銅芯抗疫口罩」。 

 11 日，香港入境事務處在英國航空運輸研究機構 Skytrax 的 2020 年度旅客

意見調查中，繼 2015、2016 及 2019 年後再次獲得全球最佳機場出入境服務

大獎。 

 22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會議開幕，議程包括審議「港區國

家安全法」草案，草案內容表明應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和執行機

制，中央政府相關機構可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

的職責。 

 22 日，考評局決定取消文憑試歷史科被指迴避日本侵華史實的試題，涉及

的分數不會評卷和計算成績，會參考其餘題目的分數估算考生表現及加以調

整。 

 27 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提交認證報告，不再承認香港擁有高度自

治，將不再保證香港享有在 1997 年主權移交前所獲得的特殊待遇。 

 28 日，全國人大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28 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宣布將成立專責小組檢討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

理，確保港台全面履行《香港電台約章》。 

 

六月 

 10 日，全球高等教育分析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布《世界大學

排名》，香港有七間院校上榜，當中有五間維持位列全球首一百名，除了浸

會大學排名退步外，其餘院校的名次皆有進步，以理工大學的升幅最顯著，

比去年上升十六位，排名第七十五。 

 12 日，香港《國歌條例》刊憲正式生效，為奏唱、保護及推廣國歌訂定條

文，並訂明不當使用國歌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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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2020 年世界競爭力報告》，香港由

去年第二位下跌至第五位，主要原因包括經濟表現下滑、社會動盪和受內地

經濟影響。 

 18 日，台灣陸委會公布《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並將於 7 月 1 日設

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為港人提供到台灣升學、就業、投資、移民等

諮詢服務。 

 3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港區國安法》，香港政府於即日下午十一

時正式刊憲實施。因應《港區國安法》即將生效，多個本地政治組織相繼宣

布解散。 

 

七月 

 1 日，英國宣布允許 300 多萬名合資格申領 BNO 的香港人及其家屬，到英

國居留和工作，提供獲取公民資格的途徑。 

 8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正

式成立。 

 8 日，公務員事務局提出，所有由 7 月 1 日起新入職、升職或轉職公務員須

簽署文件或宣誓，確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 

 9 日，立法會三讀通過產假增至 14 周。 

 15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案》，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將同

等對待香港與中國內地。 

 31 日，特首林鄭月娥宣布引《緊急法》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至明年 9 月 5

日，而立法會未來一年的任期問題，會呈交緊急報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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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7 日，政府公布兩星期後將推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並指定 3 間內地檢測機

構承包化驗工作。 

 7 日，美國財政部以損害香港的自治及香港人的言論和集會自由為由，宣布

制裁 11 位內地與香港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

局局長李家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等。 

 10 日，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至少 9 人，他們涉嫌

勾結外國勢力及違反《國安法》，警方派遣 200 人搜查及封鎖壹傳媒集團總

部。 

 11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有關《香港第六屆立法會繼續運作》的議案，

現屆立法會議員將延任不少於一年，直至下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 

 23 日，被控違反《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等 12 名香港人，在

計劃潛逃到台灣期間，被廣東海警截獲和拘捕，後來被送至深圳鹽田看守所

拘留。 

 

九月 

 2 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2020 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香港由第十三

名躍升至第十一名，是自 2016 年以來的最佳排名，其中香港在「市場成熟

度」的指標排名更登上全球第一。 

 2 日，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世界大學排名，香港有五間大學打入首

二百名，香港大學排名第三十九，較去年下降四名，在亞洲排第五，科技大

學由由四十七位下降至五十六位，而中大則上升了一名，與科大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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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公布《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0 年度報告》，香港再

度蟬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第一名，報告指出評分是建基於 2018 年的數

據，並推測因中央政府在 2019 及 2020 年的干預，香港未來法治評分將會下

降。 

 18 日，一名男同性戀者就《無遺囑者遺產條例》不認可已婚同性伴侶為「配

偶」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裁定相關條例構成非法歧視，即同性伴侶應享

有自動繼承權。 

 22 日，警方去信通知四個新聞工作者協會，將更新《警察通例》下「傳媒

代表」的定義，不再承認記會攝記協記者證持有人是傳媒代表，只有已登記

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機構、或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機構才獲得承

認。 

 23 日，政府公布部分中小學及幼稚園班級率先恢復面授課堂，其餘班級亦

於一周後恢復實體課堂。 

 25 日，英國 Z/Yen 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聯合發布第 28 期《全

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香港排名第五，較 3 月報告的排名上升一位，當中

香港在營商環境和人力資本兩類競爭力中更位列第三。 

 

十月 

 5 日，教育局首次以「教材散播港獨信息」的原因取消一名在九龍塘宣道小

學教師的教師資格。 

 15 日，美國國務院警告國際金融機構，不可與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在內等 9

名遭到制裁的人士進行商務往來，否則金融機構可能會面對制裁。 

 15 日，香港與新加坡就建立雙邊「航空旅遊氣泡」達成原則性協議。 

 18 日，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展區明日起關閉翻新，大批市民趁最

後一天參觀排隊進館，閉館前有超過 9,800 人次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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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國泰航空宣布裁減 8,500 名員工，有 35 年歷史的國泰港龍航空即日

停止營運。 

 

十一月 

 11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會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别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特區

政府隨即宣布取消梁繼昌、楊岳橋、郭榮鏗及郭家麒四人的議員資格，其餘

15 名民主派議員宣布集體辭職以抗議相關決定。 

 12 日，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布的《2020 年世界人才競爭力報告》，

香港排名全球第十四，居亞洲第二位，僅次於排名第九的新加坡。 

 12 日，加拿大政府因應《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宣布多項便利香港人移居

當地的措施，包括以香港學生為對象的「年輕人才計劃」，並將於明年落實。 

 16 日，政府為應對疫情，推出「安心出行」免費應用程式，讓市民更有效

和準確地記錄行蹤。 

 

十二月 

 1 日，香港正式終止模擬電視廣播，進入全面數碼電視年代。 

 11 日，香港公開大學宣佈改名為「香港都會大學」。 

 11 日，政府與兩疫苗供應商達成協議，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將提供

50 萬劑以滅活技術生產的疫苗，而復星醫藥、德國 BioNTech 和美國輝瑞藥

廠亦會供應 750 萬劑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首批 100 萬劑最快明年

1 月到港。 

 15 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2020 年人類發展報告》，香港的人類發展指

數為 0.949，屬人類發展水平極高的地區，全球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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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政府宣布再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資 64 億元，主力援助因收緊社交距離

措施而受打擊的行業或從業員，當中超過一半會用以支援食肆、酒吧等行業。 

 19 日，美國卡托研究所及加拿大菲沙研究所聯合發布《全球人類自由指數

報告》，香港排名第三，與去年相同。 

 21 日，政府曾就去年高等法院裁定政府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

違憲提出上訴，上訴庭於今年 4 月裁定政府勝訴，再被上訴至終審法院。終

審法院最終裁定政府合憲，在危害公安的情況下制訂緊急規例，沒有違反《基

本法》，而《禁蒙面法》適用於非法集結和合法遊行集會。 

 23 日，政府發表《2019 年貧窮情況報告》，2019 年貧窮人口達 149.1 萬，較

去年年增加 8.5 萬，是 2009 年有紀錄以來最高。 

 27 日，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正式通車，青嶼幹線改為免費道路。 

 28 日，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因清拆工程，令 1904 年興建而成的巨型古羅馬

式地下蓄水池結構曝光，水務署立即暫停拆卸工程。 

 30 日，政府正式推出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智方便」應用程式，方

便市民使用政府和商業網上服務，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30 日，因偷渡被大陸當局拘押逾 4 個月的 12 名香港人，深圳法庭判處鄧棨

然和喬映瑜被裁定組織他人偷渡邊境罪名成立，監禁三年，另外 7 人因偷越

邊境罪被判監禁 7 個月，其餘兩名未成年人不獲起訴。 



滬港文獻概覽：政治及法律類  44 

  

滬港文獻概覽 

 

政治及法律類 

上海 

李曉霞、季萍（2020）。〈民主黨派專項民主監督實踐及其優化研究——以九三學

社上海市委專項民主監督為例〉。《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2 期，頁

39-44。 

祁明、黃靜、範登峰（2020）。〈新時代高校年輕幹部激勵機制研究——基於上海

市 17 所市屬高校的訪談與調研〉。《上海黨史與黨建》，第 11 期，頁 47-51。 

徐峰（2020）。〈建設「國際體育賽事之都」背景下上海體育市場監管法制化研究〉。

《浙江體育科學》，第 42（02）期，頁 1-7。 

張敬軒、蘇小悅（2020）。〈戶籍政策中公民平等權的憲法思考——以上海大學生

落戶新政為例〉。《黑河學院學報》，第 11（01）期，頁 36-39。 

章志遠（2020）。〈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制度創新的法理解讀——以上海法院近五年

的實踐為例〉。《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第 23（04）期，頁 116-129。 

莊瑜（2020）。〈上海紅色文化融入大中小德育一體化的價值及路徑研究〉。《上海

教育科研》，第 3 期，頁 67-70。 

郭瑋（2020）。〈運轉、賦權、有效:啟動產業集群黨建功能的三重維度——上海

新橋鎮產業集群黨建的實踐探索與理論思考〉。《東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20 期，頁 27-30。 

黃震、占青（2020）。〈我國金融法院的創新實踐與未來展望——以上海金融法院

的創設探索為中心的實證研究〉。《金融理論與實踐》，第 1 期，頁 57-66。 

劉琳、張海東（2020）。〈階層、動機與特大城市居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參與——以

北京、上海、廣州為例〉。《社會科學戰線》，第 8 期，頁 209-221。 

戴康（2020）。〈新時代社會治理法治化的實踐創新與優化路徑——基於上海徐匯

區公共法律服務的調查〉。《四川行政學院學報》，第 03 期，頁 13-21。 

 

香港 

Cheng, E. W. (2020). United front work and mechanisms of countermobilization in 

Hong Kong. The China Journal, 83(1), 1-33. 



45 滬港年刊 2020 

Dynel, M., & Poppi, F. I. M. (2020). Caveat emptor: boycott through digital humour 

on the wave of the 2019 Hong Kong protes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19. 

Hartley, K., & Jarvis, D. S. (2020). Policymaking in a low-trust state: legitimacy, state 

capacity, and responses to COVID-19 in Hong Kong. Policy and Society, 39(3), 

403-423. 

He, A. J., & Ma, L. (2020). Citizen participation, perceived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health policy reforms in 

Hong Kong.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1-23. 

Ho, L. K. K. (2020). Legitimization & De-Legitimization of Police: In British 

Colonial & Chinese SAR Hong Kong. Journal of Inter-Regional Studies: Region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3, 2-13. 

Huang, R. H., Yang, D., & Loo, F. F. Y. (2020). The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of 

cryptoassets: Hong Kong experiences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Europea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21(2), 319-347. 

Hui, V. T. B. (2020). Beijing’s Hard and Soft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Orbis, 64(2), 

289-311. 

Hui, V. T. B. (2020). Crackdown: Hong Kong Faces Tiananmen 2.0. Journal of 

Democracy, 31(4), 122-137. 

Lee, F. (2020). Solidarity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1), 18-32. 

Manantan, M. B. (202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Cyber Coercion: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s & Studies, 56(03), 2040013. 

Mathews, G. (2020). The Hong Kong protests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National identity and what it means.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40(2), 264-269. 

Ng, M. K. (2020). The making of ‘violent’Hong Kong: A centennial dream? A fight 

for democracy? A challenge to humanity?.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1(3), 

483-494 

Owusu, E. K., Chan, A. P., Yang, J., & Pärn, E. (2020). Towards corruption-free cities: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procurement and management in Hong Kong. Cities, 96, 102435. 

Peck, J., Bok, R., & Zhang, J. (2020). Hong Kong–a model on the rocks?.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1-20. 

Purbrick, M. (2020). Hong Kong: the torn city. Asian affairs, 51(3), 463-484. 



滬港文獻概覽：政治及法律類  46 

  

Stott, C., Ho, L., Radburn, M., Chan, Y. T., Kyprianides, A., & Morales, P. S. (2020). 

Patterns of ‘Disorder’During the 2019 Protests in Hong Kong: Policing, Social 

Identity, Intergroup Dynamics, and Radicalization. Policing: A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14(4), 814-835. 

Ting, T. Y. (2020). From ‘be water’to ‘be fire’: nascent smart mob and networked 

protests in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9(3), 362-368. 

Tu, Y. (2020). The Question of 2047: Constitutional Fat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German Law Journal, 21(8), 1481-1525. 

Wan, K. M., Ho, L. K. K., Wong, N. W., & Chiu, A. (2020). Fighting COVID-19 in 

Hong Kong: The effects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 134, 105055. 

Yuen, S., & Cheng, E. W. (2020). Deepening the State: The Dynamics of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53(4), 136-154. 

劉兆佳（2020）。〈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深層次問題〉。《港澳研究》第 1 期，頁

3-12。 

曹琬茜（2020）。〈後物質主義價值觀下構建香港青年國家認同問題的研究〉。《四

川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2 期，頁 31-37。 

田飛龍、薛皓元（2020）。〈香港國安法與「一國兩制」的法治鞏固〉。 《青年探

索》，第 5 期，頁 5-21。 

郝鐵川（2020）。〈論《香港國安法》的性質、成因、特點和意義〉。《海峽法學》，

第 4 期，頁 41-52。 

韓大元（2020）。〈《香港基本法》頒布 30 週年：回顧與展望〉。《華東政法大學學

報》第 5 期，頁 5。 

馮慶想（2020）。〈香港本土意識與青年國家認同——基於內地與港澳學界的文獻

分析〉。《青年學報》第 1 期，頁 93-101。 

 

經濟及金融類 

上海 

丁鵬飛（2019）。〈基於 DO 指數的上海市製造業空間集聚測度研究〉。《經濟論壇》，

第 1 期，頁 41-47。 

王江、汪恒、吳莉（2019）。〈世界著名自貿港貿易投資便利化比較分析及對上海

的啟示〉。《華東經濟管理》，第 2 期，頁 20-26。 



47 滬港年刊 2020 

朱鵬程、曹衛東、張宇、袁婷、章屹禎（2019）。〈人口流動視角下長三角城市空

間網路測度及其腹地劃分〉。《經濟地理》，第 11 期，頁 41-48。 

武佳衛（2019）。〈上海地價房價關係分析及傳導機制研究〉。《上海房地》，第 4

期，頁 10-14。 

春燕、郭海生、王燦（2019）。〈上海人口老齡化如何影響經濟社會發展〉。《上海

經濟研究》，第 8 期，頁 51-63。 

孫國峰、鄧婕、欒稀（2019）。〈後 2020 時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遠景目標〉。

《上海金融》，第 3 期，頁 1-9。 

高國力、卞靖（2019）。〈上海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宏觀經

濟管理》，第 4 期，頁 66-75。 

舒服華（2019）。〈基於 EMD—ARMA 的上海市對外貿易額預測〉。《湖南涉外經

濟學院學報》，第 4 期，頁 41-48。 

黃小淩、肖本華（2019）。〈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研究:2013-2018〉。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學報》，第 2 期，頁 30-36。 

黃丙志（2020）。〈上海自貿試驗區新片區服務貿易開放與監管國際借鑒〉。《科學

發展》，第 06 期，頁 40-49。 

葉明確、任會明（2019）。〈北京和上海城市網路時空演化研究〉。《上海經濟研究》，

第 5 期，頁 48-62。 

 

香港 

Fu, X., Ridderstaat, J., & Jia, H. C. (2020). Are all tourism markets equal? Linkages 

between market-based tourism demand, quality of lif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ourism Management, 77, 104015. 

Hui, E. C., Li, X., Chen, T., & Lang, W. (2020). Decipher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s megacity region: A new bay area—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making. Cities, 105, 102168. 

Kim, M. J., Lee, C. K., Petrick, J. F., & Kim, Y. S. (2020).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risk and inter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ourists’ behavior during the Hong Kong 

protest: Application of an extended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45, 622-632. 

Lam, P. T., & Yang, W. (2020).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sideration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for smart city project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Cities, 

99, 102606. 



滬港文獻概覽：教育類  48 

  

Li, X., Wu, P., & Wang, W. (2020). Incorporating stock prices and news sentiments for 

stock market prediction: A case of Hong Ko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57(5), 102212. 

Liu, K. (2020). Hong Kong: Inevitably Irrelevant to China?. Economic Affairs, 40(1), 

2-23. 

Luk, P., Cheng, M., Ng, P., & Wong, K. (2020).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spillovers in small open economies: The case of Hong Kong.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5(1), 21-46. 

Ma, H. L., Wong, C. W. H., Leung, L. C., & Chung, S. H. (2020). Facility sharing in 

business-to-business model: a real case study for container terminal operators 

in Hong Kong 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21, 

107483. 

Manosuthi, N., Lee, J. S., & Han, H. (2020). Impact of distance on the arrivals, 

behaviours and attitud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in Hong Kong: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Tourism Management, 78, 103963. 

Nazir, M. I., Tan, Y., & Nazir, M. R. (2020). Intellectual capital performance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Evidence from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Qin, M., Su, C. W., & Zhang, S. P. (2020). Tourism and unemployment in Hong Kong: 

Is there any interaction?. Asian Economics Letters, 1(1), 17222. 

Sio-Chong, U., & So, Y. C. (2020).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crises 

on tourism: Evidence from Macao and Hong Kong.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33, 100628. 

Tong, S. C., & Chan, F. F. Y. (2020). Exploring market-oriented relations in the digital 

era: A study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marketing practitioner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Wan Chan, D. S., & Pun, N. (2020). Economic power of the politically powerless in 

the 2019 Hong Kong pro-democracy movement.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1), 

33-43. 

Zhou, Y., Zhu, R., & Zheng, X. (2020). Second language skill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59, 101366. 

吳開軍、李秀斌、謝慧婷、劉敏淇、吳佩玉、歐宛瑩（2020）。〈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旅遊競爭力研究〉。《城市觀察》第 1 期，頁 52-62。 

王春新（2020）。〈2019 年香港經濟形勢及 2020 年展望——兼論修例風波及新冠

肺炎疫情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港澳研究》第 2 期，頁 62-72。 



49 滬港年刊 2020 

王紫荊、梁印龍 、邵挺（2020）。〈「居者難有其屋」：香港公屋政策發展演變與

啓示〉。《國際城市規劃》第 6 期，頁 38-44。 

趙家章、丁國寧（2020）。〈香港離岸貿易發展現狀及經驗借鑒〉。《首都經濟貿易

大學學報》第 2 期，頁 35-44。 

魏曉琴、姜宇、程成（2020）。〈香港聯繫匯率制度穩健運行的影響因素〉。《金融

理論探索》第 3 期，頁 39-49。 

齊萌（2020）。〈香港虛擬資產監管經驗及其啓示〉。《亞太經濟》第 4 期，頁 135-141。 

 

歷史類 

上海 

王新學（2020）。〈上海紅色音樂文化的時代價值〉。《上海黨史與黨建》，第 12 期，

頁 34-38。 

牟振宇（2020）。〈1945—1949 年間上海人口的時空數位化分析〉。《南京大學學

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 57（05）期，頁 107-119。 

宋佩玉（2020）。〈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外資銀行金融監管的歷史考察〉。《晉陽學

刊》，第 04 期，頁 30-35。 

宋佩玉（2020）。〈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外資銀行金融監管的歷史考察〉。《晉陽學

刊》，第 04 期，頁 30-35。 

宋佩玉（2020）。〈監管與清理: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外資公用事業改造的歷史考

察〉。《中國經濟史研究》，第 04 期，頁 172-181。 

宋青紅、曹鳳（2020）。〈論上海歷史文化資源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教學〉。《新

西部》，第 14 期，頁 51-52。 

夏驥（2020）。〈上海郊區新城的歷史演變與未來發展〉。《科學發展》，第 11 期，

頁 47-56。 

徐贛麗（2020）。〈建構城市生活方式:上海近代文明化及其動因〉。《民俗研究》，

第 05 期，頁 55-71。 

張陽; 呂雲飛（2020）。〈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近代上海工業集聚與擴散機制〉。

《唐山學院學報》，第 33（01）期，頁 94-101。 

張雲（2020）。〈 論上海漁陽裡在建黨偉業中的歷史地位〉。《黨政論壇》，第 01

期，頁 8-12。 



滬港文獻概覽：教育類  50 

  

楊俊（2020）。〈共產國際確定上海為中國共產黨建黨首選之地的原因探析〉。《毛

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 05 期，頁 82-90。 

劉守柔（2020）。〈中國早期博物館的收藏與活動研究——以亞洲文會上海博物院

為例〉。《博物院》，第 01 期，頁 60-67。 

蔡豐明（2020）。〈論上海漁陽裡在建黨偉業中的歷史地位〉。《上海城市管理》，

第 28（01）期，頁 26-31。 

 

香港 

Peckham, R. (2020). Viral surveillance and the 1968 Hong Kong flu pandemic.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5(3), 444-458. 

Yu, A. C. (2020). Was governor MacLehose a great architect of modern Hong Kong?. 

Asian Affairs, 51(3), 485-509. 

教育類 

上海 

朱導俊、蔣夏鳴、袁傑（2020）。〈上海民辦本科高校學科優勢調查——基於中國

知網的統計與分析〉。《教育現代化》，第 7（01）期，頁 176-179。 

肖遠志、沈劼（2020）。〈應用型財經高校招生就業聯動機制構建策略研究——以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為例〉。《當代教育實踐與教學研究》，第 01 期，頁

127-128。 

胡東、周英芬（2020）。〈上海臨港新片區高等院校「產教城」融合發展的思考〉。

《產業與科技論壇》，第 19（01）期，頁 20-22。 

晉素靈、孫禮仕（2020）。〈基於學生滿意度的本科生教育服務品質研究——以上

海海洋大學為例〉。《高等農業教育》，第 01 期，頁 61-65。 

張建（2020）。〈塑基於大資料和雲計算的資訊化思政教育平臺的探索——以上海

思博職業技術學院為例〉。《教育現代化》，第 7（22）期，頁 185-187。 

張萌（2020）。〈 學校內部公平狀況的實證研究——以上海市兩校學生教育公平

感調查為例〉。《 教育發展研究》，第 40（02）期，頁 42-49。 

張楚成（2020）。〈「互聯網+」民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創新研究——以上海建

橋學院為例〉。《 教育教學論壇》，第 04 期，頁 66-68。 

梁宇、宋彩萍（2020）。〈上海市高校師資隊伍國際化建設現狀、問題與策略〉。《教

育與考試》，第 01 期，頁 78-82。 



51 滬港年刊 2020 

黃靜（2020）。〈教育要素視角下紅色資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徑探究——以上

海紅色資源為例〉。《思想政治課研究》，第 06 期，頁 57-61。 

趙文天、郝鳳霞、趙懷理（2019）。〈上海 STEAM 教育消費現狀調查分析〉。《當

代經濟》，第 10 期，頁 63-65。 

劉江雲（2020）。〈來滬務工青年創業教育面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勞動保障世

界》，第 09 期，頁 14-15。 

劉紅梅（2019）。〈高等教育規模與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研究——基於 2001-2017 年

上海市資料的耦合分析〉。《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頁

48-54。 

劉偉; 鄭衛東（2020）。〈新時代背景下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現狀與對策探析——以

上海高校為例〉。《中國農業教育》，第 21（03）期，頁 75-80。 

應小陸、密波鋒（2020）。〈著力構建「四大體系」，推進創新創業人才培養——

基於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的實踐〉。《創新與創業教育》，第 11（01）期，頁

131-136。 

嚴芳、陳滔宏、傅祿建（2020）。〈上海郊區義務教育學校精准委託管理的制度設

計與思考〉。《上海教育科研》，第 01 期，頁 20-24。 

 

香港 

Cheung, A., & Hennebry-Leung, M. (2020). Exploring an ESL teachers’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teaching literary texts: A case study in Hong Kong.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1362168820933447. 

Chiu, T. K., & Lim, C. P. (2020). Strategic use of technology for inclusiv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 content-level perspective. ECNU Review of Education, 3(4), 

715-734. 

Evans, J. C., Yip, H., Chan, K., Armatas, C., & Tse, A. (2020). Blende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a Hong Kong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39(4), 643-656. 

Jung, J. (2020). Master’s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ccess and programme d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33(4), 711-733. 

Lau, E. Y. H., & Lee, K. (2020). Parents’ views on young children’s distance learning 

and screen time during COVID-19 class suspension in Hong Kong.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18. 

Lee, T. T. L., Kwan, P., & Li, B. Y. M. (2020). Neoliberal challenges in context: A 

case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滬港文獻概覽：教育類  52 

  

Lo, M. F., & Tian, F. (2020). How academic leaders facilitate knowledge sharing: a 

case of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Lo, W. Y. W. (2020). A year of change for Hong Kong: from east-meets-west to 

east-clashes-with-west.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39(7), 

1362-1366. 

Mok, K. H., & Jiang, J. (2020). Towards corporatiz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multiple networks model and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5(10), 2110-2120. 

Moorhouse, B. L., & Beaumont, A. M. (2020). Utilizing video conferencing software 

to teach young language learner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COVID‐19 class 

suspensions. TESOL Journal, 11(3). 

Pan, W., Chen, L., & Zhan, W. (2020). Implications of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Case study of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36(2), 05019010. 

Shek, D. T., & Zhu, X. (2020). Promotion of thriving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adolescents: Evidence from eight-wave data.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30(8), 870-883. 

Shek, D. T., Lin, L., Ma, C. M., Yu, L., Leung, J. T., Wu, F. K., … & Dou, D. (2020). 

Perceptions of adolesc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of life skills education and life 

skills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14. 

Shek, D. T., Zhu, X., Dou, D., & Chai, W. (2020). Influence of family factors on 

substance use in early adolesc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52(1), 66-76. 

Wright, E., & Lee, M. (2020). Does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work’as an 

alternative to mainstream schooling? Percep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16. 

Yang, W., & Li, H. (2020). The role of culture in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urriculum innovations in Hong Kong 

kindergarten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arly Childhood, 1463949119900359. 

曹春艷 、 呂世虎(2020)。〈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比較研究及啓示——以大陸、香港、

澳門、台灣為例〉。 《天津師範大學學報(基礎教育版) 》第 1 期，頁 46-51。

 



53 滬港年刊 2020 

社會學類 

上海 

毛晶晶、路琳、史清華（2020）。〈上海農民工就業品質影響因素研究——基於代

際差異視角〉。《中國軟科學》，第 12 期，頁 65-74。 

田豔芳、王瑾、張蘋（2020）。〈流動人口隨遷子女交往融入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於上海兩區的調查〉。《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2（01）期，

頁 117-128。 

伊亞濤; 田發（2020）。〈上海老齡化對居民消費結構影響分析〉。《 經濟研究導

刊》，第 36 期，頁 90-91。 

朱志偉（2020）。〈特大城市社區資源配置模式演化與推進機制——以上海市為

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1 期，頁 181-190。 

朱志萍（2020）。〈智慧賦能與治理力:智慧時代超大城市社會治理創新——兼論

上海的實踐案例〉。《上海城市管理》，第 29（06）期，頁 34-39。 

吳瑩、葛道順（2020）。〈特大城市公共衛生安全風險與基層治理應對——基於新

冠肺炎疫情下北京、上海、武漢的社區防疫經驗〉。《學習與實踐》，第 09 期，

頁 75-84。 

侯立文（2020）。〈提升殘疾人就業與社會保障服務水準的策略研究——基於上海

普陀區的調研〉。《社會福利(理論版)》，第 01 期，頁 52-58。 

時蔚、徐培文、施毓鳳（2020）。〈上海老年人口變化對機構養老的需求分析〉。《智

慧健康》，第 6（01）期，頁 11-13。 

張敦福、高昕（2020）。〈城市公園的日常生活實踐、需求滿足與社會福祉——上

海市中山公園和大寧公園的實地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0

（01）期，頁 156-165。 

劉中起、章淑萍、金麗慧、鄭曉茹（2020）。〈社會治理現代化視野下的基層政府

職能改革——以上海市街道自治辦改革為例〉。《社會治理》，第10期，頁 71-78。 

劉煒（2020）。〈 偏好變化與青年擇偶匹配——基於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的

典型案例分析〉。《 當代青年研究》，第 06 期，頁 124-128。 

 

香港 

Chen, H. Y., & Barber, L. (2020). CityPsyche—Hong Kong. City, 24(1-2), 220-232. 



滬港文獻概覽：社會學類  54 

  

Choi, S. Y., & Lai, R. Y. (2020). Birth tourism and migrant children’s agency: the 

‘double not’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1-17. 

Ellefson, M. R., Zachariou, A., Ng, F. F. Y., Wang, Q., & Hughes, C. (2020). Do 

executive functions mediate the link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numeracy skills? A cross-site comparison of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94, 104734. 

Kong, T. S. (2020). The pursuit of masculinity by young gay men in neoliberal Hong 

Kong and Shanghai.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3(8), 1004-1021. 

Lau, P. Y. F. (2020). Fighting COVID-19: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mobilisation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Lei, M. K., & Klopack, E. T. (2020).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 experience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12(S1), S35. 

Liao, T. F., & Gan, R. Y. (2020). Filipino and Indonesia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Their life courses in migr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4(6), 740-764. 

Lum, T., Shi, C., Wong, G., & Wong, K. (2020). COVID-19 and long-term care policy 

for older peopl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32(4-5), 

373-379. 

Shek, D. T. (2020). Protests in Hong Kong (2019–2020): A perspective based on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 

Tang, D. T. S., Khor, D., & Chen, Y. C. (2020).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partnership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Japa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8(1), 192-208. 

Tao, S., He, S. Y., Kwan, M. P., & Luo, S. (2020). Does low income translate into 

lower mobility? An investigation of activity space in Hong Kong between 2002 

and 2011.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82, 102583. 

Wong, C. L., Chen, J., Chow, K. M., Law, B. M., Chan, D. N., So, W. K., … & Chan, 

C. W. (2020).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towards COVID-19 amongst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21), 7878. 

Wong, K. M., & Moorhouse, B. L. (2020). The impact of social uncertainty, protests, 

and COVID-19 on Hong Kong teachers.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25(8), 

649-655. 



55 滬港年刊 2020 

曾志敏、寧悅（2020）。〈香港青年對內地的社會心理:演變歷程與建構路徑〉。《青

年探索》第 1 期，頁 97-104。 

 

文化類及其他 

上海 

任偉、陳顯鴻（2020）。〈基於三維視覺化技術的上海市紅色文化遺產價值闡釋研

究〉。《城市建築》，第 17（31）期，頁 120-124。 

朱軍、劉奕晨、王文達（2020）。〈「迪士尼化」對中國城市的影響及應對——以

上海為例〉。《上海城市管理》，第 28（01）期，頁 11-20。 

李俠、霍佳鑫（2020）。〈城市的文化基因與科技品格——以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為

例〉。《民主與科學》，第 03 期，頁 34-37。 

邴守蘭、段逸山（2020）。〈期刊視角的近代上海名醫文化效應研究〉。《中醫藥文

化》，第 15（01）期，頁 36-42。 

侯關銀（2020）。〈新時代國有與民營美術館對國外藝術引進的諸多差異——以上

海地區為例〉。《齊魯藝苑》，第 03 期，頁 47-53。 

俞婷; 秦迎林（2020）。〈打響「上海文化」品牌背景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研究〉。

《大眾文藝》，第 14 期，頁 243-244。 

夏文芳、嚴月華（2020）。〈港澳臺大學生文化認同教育的實踐探索與啟示——以

上海中醫藥大學為例〉。《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03 期，頁 54-58。 

屠麗潔（2020）。〈斷裂時空下的上海書寫：論金宇澄的《繁花》〉。《文學教育(上)》，

第 02 期，頁 22-24。 

張珮琛（2020）。〈上海博物館青銅器修復和複製技藝的歷史與傳承〉。《 文物鑒

定與鑒賞》，第 22 期，頁 56-59。 

張國鵬（2020）。〈民國時期的上海文廟改制〉。《 中國文化研究》，第 02 期，頁

27-39。 

畢旭玲（2020）。〈上海都市型紅色歌謠的內容類別型與文化特徵〉。《上海文化》，

第 10 期，頁 24-32。 

趙曉藝（2020）。〈IMC 理論視角下城市藝術節品牌傳播研究——以上海市長寧區

「虹橋文化之秋」藝術節為例〉。《江南論壇》，第 09 期，頁 27-29。 

蔡豐明（2020）。〈民俗信仰與城市文化資源——上海媽祖信仰的歷史沉浮〉。《上

海城市管理》，第 28（01）期，頁 26-31。 



滬港文獻概覽：社會學類  56 

  

儲豔潔（2020）。〈文化創意與當地產業經濟融合發展策略淺析——以上海寶山文

創產業為例〉。《文化產業》，第 08 期，頁 119-122。 

香港 

Stokes, L. O., & Braaten, R. (2020).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Cinem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王妮娜（2020）。〈從疫情報道看建設性新聞在香港的共識性價值〉。《當代傳播》

第 3 期，頁 51-53。 

蔡迎春 、 廖柏成（2020）。〈高校圖書館區域共用平台的建設及啓示——以香港

地區 JULAC 為例〉。《中國圖書館學報》第 3 期，頁 102-112。 

 



57 滬港年刊 2020 

出版刊物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由成立至今，共出版了 37 本研究專論、17 本滬港年刊、6

本講座系列、4 本研究叢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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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刊物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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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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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滬港年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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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37 Xin Lin and Ray Poon.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29 pages/June 2017) 



出版刊物  60 

  

滬港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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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2017、2018、2019、2020 

 

講座系列 

LS1 沈聯濤。《上海和香港的金融發展》。（14 頁／2015 年 3 月） 

LS2 梁錦松。《上海與香港：競爭還是合作？》。（12 頁／2015 年 3 月） 

LS3 K.C. Chan. One-Belt One-Road: Opportunities for Hong Kong. (15 

pages/March 2016) 

LS4 Anthony Neoh. Compar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as Financial 

Centr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9 pages/June 2017) 

LS5 巴曙松。《為人民幣資產定價：人民幣融入全球貨幣體系帶來的變

革趨勢》。（19 頁／2019 年 5 月） 

LS6 王緝思。《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是否進入新冷戰時代？》。（16 頁

／2019 年 8 月） 

 

研究叢刊 

R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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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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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馬先標。《中國城鎮化：穩健快速的發展之路》。（268 頁／2018 年

4 月） 

 

滬港發展趨勢 

2005、2006、2007 




	covers
	cover 2020
	backcover 2020

	Shanghai-HK Annual 2020
	covers
	cover 2020
	backcover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