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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港，夜幕低垂，灯海绚丽。闪烁两岸的巨型广告，
内地企业品牌已占一半。

40 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遥想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华大地，改革开放大门徐徐打

开。发展需要资金，改革需要路径，香港成为助推中华大地改
革开放的首选窗口。这里不仅有资金、市场，更有一大批爱国
情怀和国际视野兼具的各界精英。香港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信
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助力内地改革开放驶入快车道，香港这
颗“东方明珠”在内地改革开放浪潮的洗礼下也变得更加璀璨
夺目！

活水之源：先行者跋涉的背影是最美风景

“我们的批文，是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年届七十的伍
淑清，谈及当年创办中外合资企业——— ——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
公司的批文时郑重地说。

伍淑清回忆，当时合资企业没有成例，批文迟迟拿不下
来。但即将通航的中美航线急需飞机餐，只因时任民航局长一
句话“大家都是中国人”，伍淑清的父亲——— 美心集团的老板
伍沾德，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下拿出 500 万港元先行投入生产。

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大都犹豫观望，是香港同胞敢为天下
先，率先到内地投资办厂。“改革开放 40 年来，香港同胞以拳
拳赤子心、殷殷爱国情，创造多个‘全国第一’。”香港中联办主
任王志民对香港工商界的开创之功高度赞扬。

曹光彪是当时的香港纺织品贸易大商家，他看到内地产
品与国际市场需求差距太大，于是出资于 1978 年开办了珠海
香洲毛纺厂。他后来常笑称，开厂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
开，他是真正的“得风气之先”。

在内地尚无符合国际商务标准酒店的情况下，霍英东独
立出资，于 1983 年开办五星级酒店——— 白天鹅酒店。他坚持
设计、建造、采购、经营等各个环节尽量都由内地专家主持，希
望借助项目为国家培养一批人才。

胡应湘深谙“要发展，先修路”，急国家所需，率先投资兴
建耗资巨大的广深高速公路。他眼光超前，首倡兴建连接香

港、珠海、澳门三地的港珠澳大桥。如今，这一全长 55 公里的
世纪工程已建成通车。

……
如今，一些先行者已远去，只留下艰难跋涉的背影。但他

们的名字已永远与远见、勇气和历史创造者联系在了一起。
数据显示，直到目前，香港仍是内地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

地。到去年年底，内地累计使用香港、澳门资金 1 . 02 万亿美
元，占引进境外资本总额的 54%。

助推之力：内地对市场经济的了解，得

益于香港的“传帮带”

1988 年，上海首批试点土地批租。一位年轻的香港专家
坚持要求标书必须中英文同时发布。他的理由是：上海要成为
国际大都市，会有很多外资来上海投资房地产。他自己动手将
标书译成英文，一份一份寄到美国，寄到澳大利亚。

这位香港出生的山东人后裔，上世纪 80 年代初到深圳、
广州开办免费土地专业培训。他是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
相关住房制度改革重要的参与者。

他后来担任了香港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他的名字是梁
振英。

当年 20 出头的冯美仪，以法律顾问身份与伍淑清一同赴
京，草拟第一份中外合资企业的合约。这时的内地，没有市场
经济，没有私营企业，也没有所谓“股份制度”。要草拟一份首
创性的合资合约，基本上要把香港的《公司法》逐条翻译和解
释。

“香港的条文是英文，要翻译成中文，但香港人习惯的中
文用语与内地差别又比较大，有些概念完全没有，这就需要做
很多讨论。”冯美仪说，“欣慰的是，我们的工作，让以后的中外
合资合同，有了可依据的基础。”

2001 年 2 月，一位香港女性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中
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她就是当年被称为
股市“铁娘子”的史美伦。

在她上任的第一年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证券监管

的法规或条例就达 51件，初步建立了国内的监管法规架构。
在任职的 3 年多时间里，她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坚守
“规范”。

梁振英、史美伦、冯美仪……王志民感慨：“在改革开放起
步阶段，内地对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一大批香港专业人士‘手把手’地‘传帮带’！”

桥梁之功：香港正成为内地企业走向世

界的巨大跳板

1993 年 7 月 15 日，青岛啤酒成为内地第一个到香港上市
的企业，内地资本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香港的角色也不断演进。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香港一直是内地与国际市场联

系的重要桥梁。王志民把这一历程中的香港形容成是“让中国
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中国”的重要窗口。

香港是内地最大的海外筹资中心。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
业约 1100家，他们占市场总值接近百分之七十。

2004 年 2 月，香港银行正式开办人民币业务，标志着近
年来香港金融服务业中最值得关注的一项业务扬帆启航。
2009 年，国家推出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2010 年内地又
与香港签订备忘录，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进一步扩展。此后，
“沪港通”“深港通”的开通，更开辟了国际资金与内地资金和
市场之间的双向流通管道。

香港还成为内地企业进军海外的“首选平台”。“走出去”
风高浪急，不少内地企业迈出收购海外资产第一步，都是以香
港为基地，借助香港特有的金融、法律、会计等服务优势，便捷
高效，把风险降到最低。

香港同胞不仅为国家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更
慷慨解囊，积极支持国家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的
发展。40 年来，香港同胞慷慨资助内地公益事业，捐款总额达
数百亿元人民币。香港同胞捐助的教育设施、公益设施处处可
见，遍及内地的“英东楼”“逸夫楼”就是这些爱国爱港人士心
血的体现。

共享繁荣：香港既是贡献者也是受惠者

12 月 10 日，香港会展中心。
香港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的专题研讨会上，上千名各界精

英齐聚。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动情回顾，意味深长：“40 年的

改革开放，香港既是贡献者也是受惠者，香港与国家一同发展，

共享繁荣。”
香港为改革开放出力，也从国家发展中得益。香港财政司

司长陈茂波将香港的成功转型归因于内地：乘着内地改革开放
的机遇，香港顺势从制造业中心，转型至以国际金融、贸易和航
运等服务业为主的国际大都会。

香港更不会忘记，正是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香
港才平安度过两次金融危机。也正是内地不断的政策扶持，活
水注入，香港经济发展才平稳有序。

如今，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位置仅次于伦敦、纽约，按国际
机构的评分，香港与伦敦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得益于内地企
业大量在香港上市，最近 9 年间，香港有 5 年新股集资额名列
全球第一。同时，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数据，香港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支付在全
球占比保持在 70% 以上，近 90% 境外银行和内地银行将香港
作为境外人民币清算平台。

香港的人均生产总值也由约 40 年前的 3900 美元，大幅度
增加到今天的 4 . 4 万美元。

香港与祖国命运密不可分，国家发展规划也是香港的发展
机遇。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创科发展计划……香港人对这
些名词已耳熟能详。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更极大拓展了香
港的发展纵深。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书写新的“香港故事”，正成
为众多香港有识之士的自觉。

国家改革开放正迎来新的伟大征程。站在新时代的起点，香
港一定会在与国家的共融共进中谱写出更加精彩华丽的乐章。

（记者王旭）新华社香港电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郜婕)
编号“001”的改革开放后第一
份中外合资合同、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制造业北移后港商在
内地设厂生产的玩具、香港转
型为国际金融中心后其交易所
交易员穿着的红马甲……

由香港特区政府举办的
“飞跃 40 载 同发展·共繁荣”

展览 11 日在香港历史博物馆
开幕。约 60 件在国家 40 年改
革开放进程中对香港别具意义
的物品在此展出，展示香港利
用自身独特优势助推改革开
放、同时也完成自身成功转型
的历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在开幕典礼上表示，本次展
览是香港特区庆祝国家改革开
放 40 周年的重点活动之一。她
希望这次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的展览给更多香港市民，尤其
是青年人以启发。

林郑月娥说，国家改革开
放影响深远，而香港在其中从
未缺位。“同发展·共繁荣”6 个
字概括了香港与内地的密切关
系，也是香港未来不懈努力的
方向。如今改革开放进入了新
格局，意味着香港在“一国两
制”实践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将迎来新的空间和机遇。

展品分为 6个类别，分别展
示 40年来香港从以转口贸易和
制造业为主成功转型为国际金
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历程，以及
香港与内地在经贸、影视、音乐、
体育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

本次展览由特区政府新闻
处策划主办，自 12 月 12 日至 1
月 28 日供公众免费参观。特区
政府新闻处介绍，本次展览目的
在于让市民了解香港在国家改
革开放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角色。

出席开幕典礼的嘉宾之
一、特区政府青年发展委员会
委员谢晓虹在参观展览后告诉

记者，展览内容体现了港人对国家发展的担当，以及发挥香
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智慧。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中，
香港青年应加深对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发展规划的认识，
发挥自身所学，把握机会，实实在在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在内地创造的“第一”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颜昊）40 年前，改革开放开启改变

中国前途命运的发展航程。改革开放伊始，香港为内地打开
一扇窗，不仅为内地带来发展急需的资金，还引进了宝贵的
管理制度，培训了一批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专业人才。

引风气之先，得开放之利。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第一”
都深深打上了香港印记。

首个踏入内地的港商

未签约先投资的“001 号合伙人”

1978 年，内地外汇储备总额仅为 1 . 67亿美元，吸引境外
资金成为对外开放、启动经济建设项目的重要条件。来自港商的
投资对发展出口加工产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第一桶
金”的关键作用。

1978 年初夏，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主席曹光彪应邀赴
北京。时任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负责人希望他为国家多创一
点外汇收入，要求他代向外国市场推销国产毛衫和其他纺织成
品。

在曹光彪的建议和投资下，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来料加
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企业——— 珠海香洲毛纺厂在
当年 11 月破土动工。曹光彪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赴内地投资
兴业的港商。

1979 年，中美建交，中美两国也将实现直航。在那个年代，
坐飞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稀罕事儿，给跨越太平洋
的直航班机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餐饮成为一大难题。

国家民航局为此找到香港美心集团创始人伍沾德。在尚未
有批文和合约的情况下，伍沾德和女儿伍淑清就先行筹款 500
万港元从美国购入设备，从香港运到北京。1980 年 4 月，改革开
放后内地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获
得中央批准正式成立，批文是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

从五星级酒店到城市地铁

港式管理服务内地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应邀赴京，商讨在内
地多个城市兴建合资酒店。在那个“招待所年代”，地处改革开放
前沿的广州亟需达到国际标准的五星级酒店。

经过缜密考察，霍英东最终选址广州沙面岛以外的江面围
堰造地，在珠江上修建一座宾馆。1990 年，白天鹅宾馆成为完全
由中国人设计建造并管理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为中国自己培
养酒店管理人才打下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城市轨道交通从北京扩大到近 30 个城

市。香港地铁系统虽然起步晚于内地，但凭借严格和科学的
管理，成为内地迅速扩张的地铁网络最便捷的学习借鉴样
板。

2004 年 12 月，香港地铁公司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
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北京地铁 4
号线投资、建设、运营合作的原则性协议，标志着 4 号线成
为内地城市轨道交通首个公私合营的路线。2006 年 1 月
16 日，京港地铁有限公司成立。如今，京港地铁运营北京 4
号、14 号和 16 号三条地铁线路。

对内地捐资助学“第一人”

第一所港商捐资兴建的公立大学

在助力经济发展的同时，香港同胞还心系内地科教事业，
通过投资教育机构，帮助内地同胞改善教学条件、培养更多人
才。

改革开放以后，对内地慷慨解囊的香港爱国同胞不胜
枚举，其中，已故的香港慈善家邵逸夫堪称典范。据教育部
统计，邵逸夫自 1985 年以来通过邵逸夫基金会，连年向内
地教育事业捐赠，累积近 47 . 5 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达
6013 个。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逸夫楼。”邵逸夫对内地的捐赠
项目遍布 31 个省市区。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认为，改革开放以
来，邵逸夫基金会的捐赠项目有效促进了内地基础教育和高
等教育的发展，尤其为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均衡发展做了积极
贡献。

香港长实集团创始人李嘉诚的祖籍地广东潮汕地区，
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匮乏，历史上一直没有一所大学。李嘉
诚感到，要推动家乡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人才是关键，因此
决定发起在潮汕地区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

在李嘉诚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1981 年汕头大学正式
成立，至今已为社会培养出各类人才 10 万人。汕头大学不
仅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所由香港同胞捐资兴建的大学，也是
全球唯一一所由私人基金会持续资助的公立大学。

《 垂帘听政》“抢镜”首部合拍电影

《 我的中国心》成就香港艺人春晚首秀

随着内地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大，香港凭借发达的影视
文化率先进入内地市场，让内地同胞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让香港的文艺产业获得更大市场空间。

由香港导演李翰祥执导、在故宫和颐和园等地取景的《垂帘
听政》1983 年上映后轰动全国。而由香港海华电影公司与北京
电影厂合作拍摄的《绝处逢生》早在 1981 年就开机，却直到 1985
年才上映，成为记录在案的第一部香港与内地合拍的电影。

2003 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
后，香港电影获得了打入内地市场的“定心丸”，大批香港影人来
到内地寻找发展机遇。2016 年，两地合拍片总票房突破 110亿元
人民币，占当年内地电影总票房的 27%。

1984 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谈判进入最后时刻。香港歌手
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亮相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成为
第一位登上内地春晚的香港艺人。他登上万里长城录制的《我是
中国人》MTV 专辑，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共鸣。

在首次亮相春晚并红遍全中国的当年，张明敏应北京媒体
的邀请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唱会，成为第一位在内
地开个唱的香港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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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赴内地投资兴业的港商

■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第一所由香港同胞捐资兴建的大学

■第一部香港与内地合拍的电影

“同发展·共繁荣”，改革开放 40
年，香港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信息
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助力内地改革
开放驶入快车道；而香港这颗“东方
明珠”在内地改革开放浪潮的洗礼下
也变得更加璀璨夺目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书写新的
“香港故事”，正成为众多香港有识之
士的自觉。站在新时代的起点，香港
一定会在与国家的共融共进中谱写
出更加精彩华丽的乐章

扫二维码，看
改革开放 40 年，香港如
何与国家同发展共繁荣

■港珠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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