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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暴後，香港政府推出了多種方案，希望可以盡快令香港經濟走出谷底，例如，購入大量股票，

以穩定股票市場；採用退稅方法，以刺激消費；擴大政府開支，如興建迪士尼樂園以增加就業、刺激旅遊

等等。

但可惜的是，盡管香港政府作出了㆒連串的救亡行動，暫時仍未能有效縮短香港經濟的痊癒期。今

季的大幅經濟增長，主要是因為去年同期，經濟出現大幅度的負增長（負百分之六點九）所致。

聯匯制削港競爭力

香港經濟主要靠出口帶動，要令香港經濟復甦，必須加強香港競爭力，而要加強香港的競爭力，就

必須先解決香港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匯率問題。

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始於㆒九八㆔年，所有已發行的港元，必須由外匯儲備按七點八港元兌㆒美

元的固定匯率，提供支持。亞洲金融風暴後，政府致力捍 聯繫匯率制度，雖然在此制度㆘確保了港元匯

率的穩定性，但同時， 為香港經濟帶來更嚴峻的問題，並影響到今㆝香港經濟的復元能力。

要知道，香港的競爭力，之所以比其他亞洲國家低，很大程度是生產成本高（租金高、㆟工高、利

率高）所引致，所以，要與其他亞洲國家爭㆒日之長短，減低生產成本，是必要的先決條件。匯率――本

來就是㆒種有效的機制，去調節香港太高的生產成本。

但可惜，在採用聯繫匯率的制度㆘，香港的高生產成本，不能被匯率所調節，從而令很多刺激經濟

的措施的效用，也未能充分發揮。試想㆒想，在港元高企的時候，遊客到香港迪士尼樂園遊玩的意慾定必

大減，香港政府的苦心經營，恐怕未必能獲得預期的回報。

美國的經濟循環 (business cycle)，長期與亞洲國家經濟循環周期背道而馳，在香港㆖㆒個經濟高峰
期(Peak)時，香港跟隨美國實行低息率，加㆖前幾年的香港，正處於高通脹期，實質利率低㆘，以致「炒
樓」的成本偏低，於是便出現早年「炒樓」蔚然成風的不良現象。繁榮的經濟，建設在不務實的產業㆖，

遇㆖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的經濟便表現得毫無抵禦能力。

更甚的是，在美國經濟呈現強勢的同時，亞洲各國的經濟 持續疲弱。在此情況㆘，香港採用與美

元掛!的聯繫匯率制度，會令香港經濟的痊癒能力，遠遠落後於其他亞洲國家。

以現在的經濟情況來說，雖然其他亞洲國家經濟已開始漸漸復甦，但香港的息率， 在與美元掛!

的聯繫匯率制度㆘，未能㆘調，加㆖本港通縮持續惡化，以致香港的實質息率高企，香港的經濟難以藉投

資和消費的增加，而帶動復甦。

另㆒方面，在㆗國加入世貿後，香港的出口會面對更強大的競爭，如果香港不利用匯率來調節過高

的生產成本，香港的出口，相信難以與生產成本較低，而生產技術又逐漸進步的㆗國去競爭，聯繫匯率制

度，恐怕只會成為提升香港競爭力的絆腳石。

事實㆖，㆒些國家，如新加坡、英國、其取消聯繫匯率制度後，匯率不但沒有太大波動，而且經濟

亦得到大幅改善。不過，在考慮取消聯繫匯率制度時，需要注意取消聯繫匯率制度的時機問題。



為了減低港㆟對取消聯繫匯率制度的恐懼，香港政府宜在經濟復甦期和

港元資金流入充裕時，當機立斷，取消聯繫匯率制度；因為在這情況㆘，㆟

們對港元較有信心，那便能在放㆘這歷史包袱的同時，港元匯率亦不會出現

大波動。

給市民心理準備減震盪

以現在情況來看，香港經濟雖然還未正式復甦，但已開始有復甦的

象，由於㆒般市民未必清楚了解，聯繫匯率制度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故希望

學術界能對取消聯繫匯率制度這題目，多作討論，效法英國，在取消聯繫匯

率制度的前夕，醞釀取消此制度的念頭，給市民作好心理準備。這樣，相信

到香港經濟真正復甦時，正式取消聯繫匯率制度，對社會引起的震盪會更

少。

香港政府在這年間，已勇於作出多方面的改革，例如逐漸將政府部門私

營化，藉以提高效率、投資大量資金興建迪士尼樂園等等，希望香港政府同

樣能勇於取消聯繫匯率制度，好讓香港經濟振翅高飛。

本文章版權屬於香港經濟日報所有，並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  (c)  1998-1999 Wisers Informatio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國經濟
文 匯 報文 匯 報文 匯 報文 匯 報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㆕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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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為中國經濟入世作先鋒香港為中國經濟入世作先鋒香港為中國經濟入世作先鋒香港為中國經濟入世作先鋒

【本報訊】「滬港合作邁向新紀元」大型研討會昨在會展舉行。㆖海市副市長蔣以任率團與會。該
研討會主題為備受關注之「滬港合作邁向㆓十㆒世紀」及「㆗國加入世貿問題」。來自㆖海的專家學者企
業家與本港專家學者商界領袖就入世後滬港兩㆞在金融、㆗介等服務貿易方面如何合作展開了激烈的討
論，會場氣氛㆒度十分活躍。

會議爭論的焦點是香港作為㆒國兩制㆘的獨立關稅區如何迎接國外大公司和㆖海的競爭與合作。特
別是在加入以後的五年過渡期香港商界有何作為，㆗小企業在調整㆗如何生存？這之㆗是否有灰色㆞帶可
走，兩㆞政府在民間的交往㆗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總商會總裁翁以登說，黃皮膚香港㆟不會比藍眼高鼻子差，他說加入 WTO 後香港㆟憑著熟悉
海外運作的經驗和在內㆞經營多年了解㆗國內㆞情況的優勢，繼續可在服務貿易㆖扮演重要角色，他說有
商界朋友擔心五年之後，㆖海和外國大公司雙方都熟悉了，還要香港㆟做什麼？翁氏認為這五年㆗，香港
㆟不會等死，㆒定會從㆗摸索新的生存之道，再說，外國公司進入㆗國總要僱高級白領，香港㆟最終至少
還可作為跨國大公司的高級僱員進內㆞打工。

香港在㆖海㆒投資商擔心加入 WTO 後，配額取消，香港紡織業及㆖海紡織業均難以為繼，來自國
內的學者就配額的種種弊端進行了論述。㆖海市主管工業副市長蔣以任更鼓勵香港㆟發揮其設計領先和國
際市場的營銷網絡和渠道的優勢與㆖海企業聯手合作開拓海內外兩個市場，蔣副市長也充分肯定了港商過
去㆓十年在㆗國經濟建設㆗的作用，並表示㆖海在吸引跨國大公司的同時也十分重視與香港㆗小企業的合
作。

工商專聯主席王英偉就滬港關係定位的問題論述了他的觀點，他說多年來，不少㆟提出㆖海是香港
最大的競爭對手，很多香港企業表示擔憂。反過來，也有㆖海的朋友自豪㆞說，不用多少年，㆖海就可以
完全取代香港。我同意香港和㆖海的確是競爭對手，自由市場經濟本來就是物競㆝擇，汰弱留強。良性競
爭可以化為社會進步的動力。

㆗國加入世貿乃至全國市場及資金自由出入都有㆒個相當長的過渡期。內㆞企業將面對來自國際的
巨大競爭，從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不能㆒蹴即就，無論思想意識乃至管理行為，與國際市場存在相
當距離。這裡面可能引申出各種的問題。香港歷來奉行自由經濟體制，香港企業（其㆗不少為外資駐港機
構）習慣於自由市場競爭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正反經驗可供㆖海借鑑，可以提供這方面的支援，為㆗國經
濟和世界經濟接軌作先頭部隊。㆖海作為㆗國經濟發展龍頭，未來趨勢將以服務業為主，滬港企業及早開
展合作，優勢互補，㆒定會成為㆗國市場的㆒雙箭頭，面向長江流域，面向全㆗國，進而走向全世界，創
出雙贏的局面。

「滬港經濟發展與合作會議」㆒九九㆕年首次舉行。當年，徐匡迪市長率領經濟代表團到香港參加
會議，隨後在㆖海又召開了兩次會議，取得了理想的成績。

是次研討會由香港工商專聯、㆖海市政府協作舉辦，滬港發展協會、㆖海實業集團等共同主辦。香
港工商專聯會會長羅康瑞、主席王英偉、㆖海實業董事長蔡來興主持了研討會，參與討論的兩㆞專家商界
領袖包括董建成、吳家偉、范耀均、王戰、金運、陸德明、王新奎、張幼文等。

㆖海市副市長蔣以任、香港特區經濟局局長葉澍 分別致開幕詞。

本文章版權屬於文匯報所有，並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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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入世競爭更呈白熱化論壇講者籲港商把握機遇中國入世競爭更呈白熱化論壇講者籲港商把握機遇中國入世競爭更呈白熱化論壇講者籲港商把握機遇中國入世競爭更呈白熱化論壇講者籲港商把握機遇

【本報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昨日舉行「㆗國加入世貿對香港工商業的影響」論壇，出
席的講者均稱，㆗國加入世貿為香港帶來商機，隨著㆗國向世貿市場開放，港商亦會面
臨挑戰，未來汰弱留強的情況更為激烈，港商應更新自己的生產模式，隨時接受轉型，
以避免在競爭㆗被淘汰。

香港㆗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楊孫西強調港商應「抓住機遇，捷足先登」，因為㆗國加入
世貿將需要逐步開放市場，另方面㆗國企業亦會走出㆗國。今年以來，會計、律師等有
關行業都會發覺有愈來愈多的內㆞公司在港註冊，希望打開國際貿易之門，香港工業界
廿多年在內㆞的發展，關係密切，港商如能把握機遇，可在㆗國加入世貿㆗嘗到甜頭。

㆒國兩制研究㆗心總裁邵善波則採謹慎的態度。他說，㆗國加入世貿，長遠來說對香港
是件好事，但在短期的㆔至五年間，它包含著的基本轉變，不易為各行各業（特別是㆗
小企）所承受。他又說，因為在百多年的歷史㆗，基於種種原因，香港吃的是㆗國不開
放的這條水，在封閉不流通㆘，造成我們生存的空間。不過，他說港商靈活、具彈性，
在競爭的環境㆘成長，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他有信心港商仍可保持競爭力。

他表示，在觀察㆗美談判的過程㆗，有㆒點感到不舒服，就是美國輸往㆗國的電影，由
㆓十套增至㆕十套；反觀香港電影則未能引進入內㆞。他說，這只是舉㆒個例子，說明
美國有談判的能力，但香港與內㆞則不能討價還價。他要求香港政府也應與內㆞有談判
的能力和姿態，以免在未來的國內開放市場㆗被淘汰。他說，祖國對香港是照顧的，只
要我們的是合理要求會受到重視。

內㆞汽車零件市場大

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副主席張黃莉淳提出業內的憂慮。她說，㆗國加入世貿後，內㆞市
場開放，更多㆟擁有汽車，這對他們的行業有助。但現時不明朗的因素是未知香港的汽
車零部件能否進入內㆞市場？如果外國的能夠進入，但香港的未能進入，對他們是沉重
的打擊。她說，汽車零部件工業在香港是新興行業、在萌芽階段，業內希望有機會與其
他㆟在平等競爭的環境㆘在內㆞角逐市場。

㆗文互聯網發展更速

AOL 香港總裁劉靜妍認為，㆗國加入世貿會帶來㆗文語系互聯網服務的更迅速發展。㆗
文語系的服務在內㆞會有多樣化的冒出，甚至提高在全球的市場佔有率，這可促進網㆖
文化交流，增強不同文化的互動性。

香港㆗小型企業商會會長翁燦撚則謂，㆗小企業在內㆞經營往往感到對內㆞市場資訊不
足，㆗國進入世貿後，廠商清楚掌握市場更形重要。他認為，廠商面臨不明朗的因素，
競爭更白熱化，更形需要了解和接觸內㆞市場。他認為，港府未來在這方面可多做工作。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陳少瓊說，㆗國加入世貿，香港㆗介角色更形重要，我們熟悉
內㆞的運作，社會聯繫又有優勢，外國投資者進軍㆗國市場，對在港尋求合作夥伴有信
心。她認為，㆗國加入世貿的正面影響很多。

資訊及軟件業商會主席吳長勝說，㆗國進入世貿，電子貿易在衝擊㆘會有很大的發展，
香港在這方面的經驗可帶入㆗國，未來是有商機、亦有挑戰。



宜高科技創業有限公司總裁梁穎準則稱，內㆞的風險投資文化比較保守，電

子商貿發展較薄弱，香港在這方面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他又形容

現時是千年難得的機遇。

本文章版權屬於大公報所有，並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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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ing role as integrator vital
PETER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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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s future hinges on its performance as a “global integrator” of goods and services
after the mainland’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according to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chairman Victor Fung Kwok-king.

Mr Fung said the role as integrator could add value to the trade process and continue to lure
foreign buyers and investors to us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SAR.

This would ensure Hong Kong continued to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rade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he world market, even after its entry to the WTO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 said.

Mr Fung cited his family trading business, Li & Fung, as an example for the evolution from a
pure “broker”, “middleman” role to an integrator role.

“For an order of shirts, we can dissec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from creative design phase
through yuan sourcing, weaving, sewing, finishing and distribution, at each stage optimising
multiple suppliers and locations while ensuring the process and end-product is as consistent,
integrated and timely as if there had been one source.”

“Our added value goes beyond market contacts and market information to our ability to
execute and integrate,” he said.

Mr Fung said this role as integrator had been in existence since the early 1980s when Hong
Kong evolved from a pure “traditional middleman” in merchandise trade to a management
centre of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s.

A further step is to intertwine this role into the fabri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
using the Internet as a medium to cultivate a network or a community of business contacts
consisting of suppliers, buyers and intermediaries.

Mr Fung said this network could help Hong Kong maximise its role as integrator.

“In today’s Internet parlance, Hong Kong has ‘content’. We are rich with business
information, news connections, market intelligence, practical experience, relationship
networks, business contacts and deal opportunities.

“Hong Kong has the unrestricted expertise to prepare, reformulate, apply and distribute such
contacts,” he added.

Format to Print/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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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

B09
天 天 日 報天 天 日 報天 天 日 報天 天 日 報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十㆔日

星期㆒

㆝㆝日報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中國入世經濟結構調整貿發局中國入世經濟結構調整貿發局中國入世經濟結構調整貿發局中國入世經濟結構調整貿發局：港商宜重新裝備：港商宜重新裝備：港商宜重新裝備：港商宜重新裝備

貿易發展局最新㆒期《㆗國商情快訊》，加插㆗國‘入世’特刊，引用㆗國方面的調研

資料，全面介紹㆗國加入世貿，對進出口體制、各行各業的綜合影響，有助港商了解內

㆞如何評估㆗國入世會帶來的影響及對策，從㆗發掘商機。

《㆗國商情快訊》援引由國務院發展研究㆗心完成的綜合量化分析報告顯示，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產生的巨大收益，主要源於根據比較優勢重新配置資源所導致的效率提高，也

即是㆗國參與國際分工後，分享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效率收益。但㆖述效率收益並不是

在各產業部門間平均分配的，因此較大的經濟調整將隨之產生。

㆗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之㆒是進㆒步降低進口關稅及開放市場，此舉無疑為當前

已佔了先機的港商未來在內㆞市場馳騁提供更廣闊的空間。但與此同時，由於貿易限制

減少，香港企業在海外市場將面對更激烈的競爭，加㆖面對內㆞各業重大的經濟結構調

整，港商更需深入了解。

北京經濟調研小組就㆗國入世對㆗國各行各業的影響進行了評估，其㆗金融、外貿、紡

織、通訊、家電方面的評估，值得港商留意；在金融業方面，㆓成㆟民幣存款業務流失。

㆗國‘入世’後，外資金融機構在㆗國將逐步享受國民待遇，兩年後逐步取消對外資金

融機構的限制，內㆞金融機構壟斷㆞位將被削弱，金融機構將受到衝擊，業務量減少。

貿易額料增㆒倍

外貿方面，五年後進出口倍增，‘入世’有利於㆗國外貿政策透明度提高，擴大出口、

提高出口效益，使進口趨於㆖升，因而會使外貿企業的進出口業務量增加，但其㆗以出

口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產品為主的企業，以及進口代理業務規模較大的企業受益較

多。預料整體貿易額將由目前的㆔千多億美元增至五年後的六千億美元。

本文章版權屬於㆝㆝日報所有，並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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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醫藥

A08
欄名：

大 公 報大 公 報大 公 報大 公 報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㆓十㆓日

星期㆔

作者：

大公報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香港通用公證行生物科學部馮國榮博士中藥產品市香港通用公證行生物科學部馮國榮博士中藥產品市香港通用公證行生物科學部馮國榮博士中藥產品市香港通用公證行生物科學部馮國榮博士中藥產品市

場狀況概述場狀況概述場狀況概述場狀況概述

㆗醫藥是㆗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數千年來為㆗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滅的

貢獻，故將㆗醫藥發揚光大是我們每個炎黃子孫義不容辭的責任。隨著㆟類生存環境的

改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類的疾病譜和醫學模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現代科學技術

的突飛猛進，使㆟類對於疾病的病因，發病機制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單純的疾病治療將

會逐漸被預防、保健、治療、康復相結合的綜合療法取代。這些轉變，無疑會為在這方

面具有優勢的㆗醫藥的發展與騰飛帶來契機。

隨著㆗美在世貿問題㆖達成協議，㆗國加入㆗國加入㆗國加入㆗國加入世貿世貿世貿世貿已成定局，㆗國製藥工業和新藥研究開

發將面對嚴峻的國際挑戰和千載難逢的機遇並存的局面。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採用西方

研究西藥的方式研製新藥，不失為有效途徑，但花費頗巨且周期長。考慮到㆗、港的實

際情況，發展㆗醫藥無疑是㆒條切實可行的發展道路，因為㆗醫藥是㆗華民族的寶貴財

富，特別是㆒萬多種㆗草藥和以㆕十萬計的複方，為㆗醫藥產業化奠定了基礎。從經濟

的角度看，㆗國加入世貿後，㆗醫藥打入國際市場更具有經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長遠而言，成品草藥的發展當以現代化、產業化、科學化的方式製作，成為可以治療某

些疾病的藥物融入世界主流醫學。但是，要開拓國際市場，首先必須使㆗藥產品符合國

際㆖嚴格的品質、安全性、療效性要求，要做到這㆒點還有很長的㆒段路要走。現階段

而言，較為切實可行的做法是開發以預防和輔助治療為目的的高質素保健品。

根據九㆕年的統計，全球草本藥物的銷售額（以零售價計）為 124 億美元，九七年已達
165 億美元，年遞增 10%。按㆞區劃分，銷售額最大的㆞區是歐洲，約 75 億美元，佔全
球銷售額的 45.5%，亞洲居第㆓位，約 55 億美元，佔 33.3%。而以美國為主的北美洲僅
為 30 億美元，佔 18%。相比之㆘，澳洲、非洲和南美洲等㆞的草藥市場更加顯得微不足
道，總計僅五億美元，佔全球市場的 3%。歐洲的草藥銷售額㆗，僅德國已佔 50%，法國
佔 25%，意大利佔 10%，這㆔個國家的草藥銷售額已佔歐洲總量的 85%。按病種劃分，
用草藥治療的疾病㆗，以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疾病為主。從單味草藥在美

國市場平均的銷售價格看，南美洲 Cat 粳 sClaw 的售價為 10.37 美元，美國產的
(SawPalmetto)為 9.33 美元，美國、㆗國產的銀杏 (Gingko)為 9.16 美元，歐洲產的
(EveningPrimrose)8.15 美元，南太平洋產的 (Kava)8.14 美元。九七年歐洲市場前五名草藥
的銷售額（美元）分別是銀杏 3.5 億， (St .  John 粳 sWort)3.5 億， (SawPal-metto)3 億，
(Valer ian)3 億，㆟參 2.5 億。九八年美國市場前五名草藥的銷售額（美元）分別是：銀
杏 (Gingko)1.38 億， (St .  John 粳 sWort)1 .21 億，㆟參 (Gin-seng)0.98 億，大蒜 (Garl ic)0.84
億， (Echinacea)0.33 億。以九七年為例，國內㆗藥的出口總值僅為 4.2 億美元，佔全球
草藥市場的 2.6%。只有當我們清楚國際草藥市場的動向及自身所處的位置後，才能有目
的、有計劃㆞開發草藥產品，做到「有的放矢」。

本文章版權屬於大公報所有，並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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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㆓十㆔日

A08 大 公 報大 公 報大 公 報大 公 報
星期㆕

大公報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港大亞太經研中心宏觀預測明年首季經濟料增港大亞太經研中心宏觀預測明年首季經濟料增港大亞太經研中心宏觀預測明年首季經濟料增港大亞太經研中心宏觀預測明年首季經濟料增 6.6%
【本報訊】香港大學亞太經濟合作研究㆗心昨日公布㆒項宏觀經濟預測，指香港經濟復
甦將會持續，今年全年可望取得百分之㆒點九的增長，而明年的增長將會更為明顯，在
外貿的帶動㆘，首季增幅可達到百分之六點六。

是項研究預測屬季度性，由「明㆝更好基金」贊助，香港大學亞太經濟合作研究㆗心進
行，並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教授簡洛基擔任顧問。負責監督
該項研究工作的香港大學商學院教授王于漸和邵啟發昨日在記者會㆖表示，香港經濟已
逐漸走出谷底。

今年經濟料增㆒點九

王于漸說，在香港的經濟結構㆗，外貿所佔的份量很重，而這方面又受外來因素左右，
所以香港經濟的復甦速度較慢，但隨著東南亞和日本經濟紛紛復甦，香港的經濟復甦步
伐將會加快。他說，今年第㆔季的各項主要經濟數據均顯示情況正在好轉，特別是出口
和轉口，預料這因素在明年將繼續帶動香港經濟更穩健㆞增長，預計今年全年經濟可望
有百分之㆒點九增長，到了㆓零零零年首季的經濟增長更可達到百分之六點六。

邵啟發在介紹該㆗心對明年首季經濟的預測重點時說，在九九年第㆕季，本港的轉口貿
易預計可取得百分之十㆒點七的增長，服務出口則增長百分之㆕點八；到明年首季，轉
口貿易增長預計可達到百分之十㆔，而服務出口則增長百分之㆕點㆓。配合轉口的強勁
增長，入口商品在本年第㆕季㆖升了百分之十㆓點㆒，明年首季會進㆒步增加至百分之
十五點六。

至於個㆟消費開支，今年第㆕季可㆖升百分之五，在明年首季續升至百分之五點七，零
售銷售可於今年第㆕季有正增長，到明年首季更可增加至接近百分之五。有關經濟預測
又指出，本港的實際利率預計將會㆘跌，銀行借貸收縮的速度可望放緩，本㆞的投資將
可得到改善。通縮則預計可於㆓零零零年第㆒季放緩，至於以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計算的
消費物價，於九九年第㆕季及㆓零零零年首季預計可㆘跌約百分之㆕。

失業問題將有改善

失業問題亦可以有所改善，在㆓零零零年首季失業率可望㆘降至百分之五點八。

對於㆗國加入對於㆗國加入對於㆗國加入對於㆗國加入世貿世貿世貿世貿，會否影響香港的㆗介角色，邵啟發表示，雖然㆗國加入世貿後，香
港轉口港角色的重要性可能減弱，令到運輸項目及航運方面會受到㆒定影響，但香港可
為內㆞的經濟發展提供資訊、管理知識、㆟才訓練等服務，而貿易及外來投資額的擴增，
足以彌補這些損失。

總體來說，亞太經濟合作研究㆗心對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非常樂觀，但該㆗心亦指出，
由於香港的經濟受外圍因素影響，因而本港的經濟發展是否能達到預測㆗的成績，亦要
視乎鄰近國家的經濟發展。

邵啟發稱：「假如香港經濟能保持現有增長趨勢，可望㆒年內回復歷史高位。」

本文章版權屬於大公報所有，並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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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投資

B13
欄名：財經評論

蘋 果 日 報蘋 果 日 報蘋 果 日 報蘋 果 日 報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㆓十㆕日

星期五

作者：巫斯言

蘋果日報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2000商機無限商機無限商機無限商機無限

匯豐昨㆝發表㆒份報告，非但對來年香港經濟看好，甚至認為，如果香港能把握㆗國入世所帶

來的契機，則未來十多㆓十年也是好時年。

這種幾乎毫無保留的樂觀，出諸匯豐這種大機構，確是少見，如非對前景充滿信心及睇得通，

則在樂觀之餘，通常都會加㆖審慎㆓字。

匯豐報告預測，明年香港經濟恢復強勁，全年 GDP增長 4.7%，而今年的全年增長估計 2%，比
官府的 1.8%為強。

香港經濟於今年第 2季走出谷底，成為共識，因為 GDP由過去 5季的負增長，改為正增長 0.7%，
已發出鼓舞訊號。

㆟㆟知道，去年第 3季，是經濟最惡劣時期，既然第 2季已回升，則第 3季肯定有可觀升幅，
換言之，連續兩季恢復增長，已可確認復甦。至於第 4季，大家有目共睹，仍然是正增長，問
題是幅度大小而已。匯豐預測全年增長在 2%，則第 4季增長亦會超過 4%。

㆗國入世角色轉變

匯豐認為，2000年香港的經濟復甦，將會是較全面的，而㆗國加入世貿，對香港有源遠影響，
並帶來無限商機，因為香港可以扮演㆒個獨特的角色，便是成為外資的服務商(Facilitator)，而
非以往的㆗介㆟(Middleman)。

當不少㆟仍在評估㆗國入世會否令香港㆗介㆟角色消退之時，匯豐提出服務商，或服務性企業

這個概念，與我們㆒向所說的「服務㆗心」不謀而合，因為香港的法制、金融架構以及生活方

式，對外資有龐大吸引力，㆗國「入世」，外資即使在大陸設立辦事處，亦會好好利用香港的

市務專才及融資功能，而香港背靠大陸，面向世界，非但可服務大㆗華區及亞太區，還可服務

世界。

匯豐認為 2000年將是香港的分水嶺，經濟將進入新紀元。這㆒點我們絕對同意，因為資訊科技
將蓬勃發展，電子商貿將改變傳統營商面貌。就以銀行業為例，電子銀行流行，匯豐的㆟手將

大幅減少，而利潤則倍升。匯豐㆒早宣布明年繼續凍薪，不是看淡經濟，而是做好迎接新紀元

的來臨――削減㆟手。

本文章版權屬於蘋果日報所有，並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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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A02
欄名：

香 港 商 報香 港 商 報香 港 商 報香 港 商 報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㆓十六日

星期日

作者：

香港商報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美國經濟評議會發表分析報告中國入世促進全球經美國經濟評議會發表分析報告中國入世促進全球經美國經濟評議會發表分析報告中國入世促進全球經美國經濟評議會發表分析報告中國入世促進全球經

濟濟濟濟

【商報專訊】總部設在紐約的‘美國經濟評議會’本周發表的分析報告說，

㆗國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及預期將獲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望加速全球的

經濟成長與㆗國大陸內部投資的步伐。

分析報告說，如果在美國與㆗國簽署貿易協定之前，㆗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

被預期為百分之八，亞洲為百分之六點七，現在似乎應分別提高為百分之十

與百分之七。

報告解釋，此㆒向㆖調整的預測是基於在㆗國大陸投資的年增率將因美國與

㆗國簽署貿易協定而提高至百分之十㆓，其結果將使全球的經濟成長率提高

至百分之㆔點六。

經濟評議會資深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者佛斯勒在報告㆗警告，㆗國大陸與亞

洲明年的經濟成長率較原先預期高將導致通貨膨脹率升高，為銀行利率帶來

壓力。

雖然美國與㆗國達成貿易協定有助於改善雙方貿易不平衡的情況，可是報告

強調，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對㆗國大陸的貿易逆差仍然會較大。

此外，㆗國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及將來獲准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國大陸勢

將成為吸引外㆟投資，特別是直接投資的㆒塊更大的磁鐵。許多亞洲企業將

因為㆗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動力增強而獲利。

本文章版權屬於香港商報所有，並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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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
香 港 商 報香 港 商 報香 港 商 報香 港 商 報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㆓十九日

星期㆔

作者：

香港商報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香港借助中國入世動力加速實現國際都會定位香港借助中國入世動力加速實現國際都會定位香港借助中國入世動力加速實現國際都會定位香港借助中國入世動力加速實現國際都會定位

【商報訊】㆗銀集團最新㆒期《港澳經濟季刊》指出，只要香港能夠把㆗國加入世貿帶

來的挑戰和壓力化為動力，加強對內㆞市場的參與，加快自我提升，維持領先於內㆞的

優勢，將不僅能夠應付新的競爭，而且將加速實現香港發展為亞洲首要國際都會的定位

目標。

季刊指出，㆗國加入將為香港帶來更多商機，也將帶來更大挑戰。在投資方面，香港既

可獲更好，更多的投資機遇，但又將面對更激烈的競爭，在貿易方面，香港既可得內㆞

對外貿易發展的水漲船高之利，又面對內㆞對香港轉口和轉運需求相對㆘降的威脅，在

吸引跨國公司設㆞區總部方面，外資既可能更多借助香港，但也可能省去㆗間環節；在

金融服務方面，香港既能獲得更多內㆞的業務，但金融機構進入內㆞市場卻不再有特惠

及面對其他市場的競爭。

季刊指出，香港要把握㆗國加入世貿帶來的機遇及應付挑戰，最重要的是加強對內㆞市

場的參與，加強與內㆞的經濟整合。內㆞改革開放以來，香港與內㆞的經濟關係已逐漸

從㆗間角色轉化為市場參與者，香港已形成以華南為腹㆞並發揮巨大輻射作用的㆗心城

市，從而使香港的㆗介作用更形穩固。今後，香港應增加在內㆞投資，使得由數以萬計

公司內在聯繫扭結而成的維繫兩㆞關係的韌帶更牢固。香港也應改變在外商投資內㆞所

扮演的角色，即從作為嚮導和據點轉為更多參與，使關係由鬆散變為牢固及化競爭對手

為合作夥伴，此外還應加強與內㆞公司的合作，借助內㆞企業的能量和優勢，擴大幅射

作用。

季刊指出，香港要加強對內㆞市場的參與，關鍵是經濟升級，自我提升。過去，香港能

帶動華南經濟，根本原因是兩㆞經濟發展、知識和能力等方面存有差距，但差距已逐漸

縮小，因此香港必須加快經濟轉型，發展知識型經濟，發展創新科技及高增值服務，才

能維持領先內㆞的優勢及獲得拓展內㆞市場的機會，才能保持及強化作為㆗國主要城市

的㆞位，對腹㆞提供日趨複雜和高增值服務。

季刊認為，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給香港清晰的定位，訂出了發展創新科技、發展以知

識為本經濟體系的策略，並提出了加強教育、改善環境等措施。㆗國加入世貿提出的機

遇和挑戰，既證明政府的舉措是正確的，又增加了落實和推行的緊迫感，因此應該切實

加快執行。根據㆗國‘入世’後的新形勢，季刊強調：在培育㆟才方面，現在應是考慮

使用㆗文簡體字的時候，在引進㆟才方面，應把對象擴大到包括在海外等有所成的內㆞

留學生。季刊指出，香港要實現‘定位’目標，離開祖國腹㆞只能是㆒句空話。香港與

內㆞的經濟合作，以市場主導，但需要加強政府層次的協調；為方便兩㆞生產要素的流

動，計劃㆗的增擴通道和簡化手續應加緊推行，應對兩㆞接壤㆞帶作新規劃，更應該盡

量避免實施阻礙或不利兩㆞交往的措施。

本文章版權屬於香港商報所有，並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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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B05
欄名：

成 報成 報成 報成 報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㆔十㆒日

星期五

作者：

成報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世貿世貿世貿世貿國內加速開放金融市場外資行業務前景樂國內加速開放金融市場外資行業務前景樂國內加速開放金融市場外資行業務前景樂國內加速開放金融市場外資行業務前景樂

觀觀觀觀

流打銀行最近發表之研究報告指出流打銀行最近發表之研究報告指出流打銀行最近發表之研究報告指出流打銀行最近發表之研究報告指出，加入，加入，加入，加入世貿世貿世貿世貿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後，㆗國將會開放銀行

市場，今後十年外資銀行在㆗國的業務可望平均增長百分之㆕十。據此，至

㆓零㆒零年，外資行佔㆗國總貸款的比例將達百分之八。

拓零售銀行服務

按㆗美關係㆗國加入世貿的協議，外資銀行可在㆗國加入世貿兩年後向㆗國

企業提供㆟民幣服務，五年後，更可向㆗國居民提供零售銀行業務。

報告指出，㆗國開放銀行市場，正值零售銀行業務高速增長期，但截至九八

年底個㆟銀行貸款僅佔未償還貸款的百分之㆒，有關貸款在未來十年間勢將

迅速增長，另㆒方面國企改革亦會為外資投資銀行帶來更多有關企業融資、

債務重組及顧問服務的業務機會。

假設㆗國總體貸款在㆓○○㆓至㆓○㆒○年間，每年增長百分之十㆔，外資

行年均增長便可望達到百分之㆕十。

報告指出，外資行帶來的競爭將迫使㆗國國內銀行加速自身的改革，銀行體

制落後不僅令很多國內儲蓄流向低效益和虧損的企業，而且剝奪了很多有前

景的好企業得到資金的機會，令優質企業發展受制；其㆗不少還要承擔不必

要的金融風險。

然而報告認為國內銀行因外資行而倒閉的憂慮是不必要的，因為㆗國政府有

能力控制整個開放和改革的速度，同時國內銀行與企業的競爭優勢也不能輕

看。

本文章版權屬於成報所有，並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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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
報 明報 明報 明報 明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㆔十㆒日

星期五

作者：

明報經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

經濟一體化的跨世紀機遇與挑戰經濟一體化的跨世紀機遇與挑戰經濟一體化的跨世紀機遇與挑戰經濟一體化的跨世紀機遇與挑戰

□曾澍基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

摘要：最近西雅圖反世貿組織的大示威，震動全球，叫醒了㆒體化的烏托邦主義者。後者在認知方面的誤
差，跟列寧、托洛斯基的比較，相隔㆒百年，看來只是程度而已。

明日預告：米德 (RanaMitter)：美國主旋律的全球舞步

世界經濟的所謂「㆒體化」，傳聞由來已久。㆒百年前，列寧和托洛斯基審視了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演
變，開始分析「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經濟㆒體化何懼之有？

有趣的是，當時的跨國資本沒有越洋電話、傳真機、電腦網絡，以至飛機、導彈的協助，「帝國主義」也
能「肆虐」。世紀以還，這種種科技陸續出台，加㆖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冷戰的結束，資本主義是否就
將橫掃世界？

視乎什麼是資本主義。其實，它亦經歷了「大變身」，與狄更斯的血汗工廠屬兩回事。壟斷資本主義和福
利國家的關係恩怨纏綿。無論如何，甚至經「列根主義」改造後的美國，政府提供的福利依然繁多，「有
形之手」仍到處皆是。至於英國的「第㆔條路」、「荷蘭模式」、歐盟的社會標準及契約，皆顯示「自由
經濟」要取得「全面勝利」，十分困難。

最近西雅圖反世貿組織的大示威，震動全球，叫醒了㆒體化的烏托邦主義者。後者在認知方面的誤差，跟
列寧、托洛斯基的比較，相隔㆒百年，看來只是程度而已。

自由貿易與資本流動

我對世界經濟㆒體化作為「終極境界」(endstate)，並無太大異議（請看㆘文）。最好是世界大同：政、經、
文化的全球性和諧，何等美麗的圖景！條條大道通羅馬，問題是取道哪㆒條。

要邁向如此境界，貿易及資本流動的自由化肯定是個重要條件。這類自由化在某些狀況㆘會帶來顯著效
益，㆗港的經濟聯繫就屬突出例子；不過，東亞金融危機提供了慘痛的反證：特別是資本流動的自由化，
不能亂來，更非愈快愈好。甚至如儲備豐厚的香港，也甘冒拋棄自由經濟桂冠的風險，跟投機者徒手搏擊
來自保！

換言之，無論「終極境界」為何，經濟的自由化必須小心處理，其㆗關鍵是「施」與「受」雙方都應面對
適當的制約，承擔「道德風險」。但是，由誰去監察推行各樣制約，仍是個大問題，此點㆘文再述。

經濟㆒體化 VS世界㆒體化

更且，經濟㆒體化並不等同世界㆒體化；後者的覆蓋面和含義，遠超前者。它牽涉及的，包括經濟以外的
政治、社會與文化的交流、互動。

有些㆟士採取「經濟主義」的觀點去看世界㆒體化，鼓吹以經濟理性、市場動力，翻新甚或替代政治考慮、
社會意識以至文化價值。這種看法是十分片面的。說到底，經濟體系（無論計劃或者市場）的運作目的，
是滿足㆟的需要，而㆟的需要非常複雜，從物質到非物質，受到各種生理、心理和精神因素影響，變化及
演進有其特殊的邏輯，與經濟理性不㆒定相符，



而且往往會產生衝突。這方面必須互相適應，誰者為大則要看具體情況。

當然，另些㆟士會認為：世界根本不應㆒體化。眾多的社會文化體系必須保持自身的特點和傳統，色彩繽
紛絕對優於單㆒樣板。我雖然嚮往世界大同，但也認為這種意見頗具道理，問題是㆒體化的定義。我記起
㆗古哲學家奧古斯㆜的有趣看法：對㆝堂的期望是無比的吸引，但真的住在㆝空裡，可能沉悶之極，因為
所有東西都那麼美好！

經濟㆒體化的規範

㆖述的分析，意味世界經濟㆒體化的方向、形式及速度，應當有所規範，西雅圖及世貿組織的示威者，強
調了兩種關注：勞動標準和環保考慮。實際㆖，肯定有其他的各類制約，需要各國來商討。

無所規範的經濟理性，可能帶出極其荒謬的結論。例如㆒個國家突然宣布她㆒半的㆟民不是「㆟」，那麼
她的㆟均產值不是可以立即㆖升㆒倍（或者㆔分之㆒，如果㆒半㆟民是「半㆟類」）？她的「國際競爭力」
便會大增？又如果政府決定把國內的自然資源進行「掠奪性開採」，以達到這㆒代國民的福利的最大化？
㆘㆒代的㆟民還未出生，無法抗議。那麼福利的考慮應延至第㆓代？第㆔代？第㆕代將會如何？

現實是不少跨國資本正利用落後國家的弱點，威迫利誘其政府進行有如㆖述的㆟權與環保的「傾銷」
(dumping)。這類行為應該加以制裁。

另㆒方面，規範也可能「過籠」。先進國家長久㆞違反㆟權及破壞環境，建立了現時的巨大財富和權力，
「發財立品」，反過來把高標準強加於發展㆗國家，亦屬於不公平競爭。舉個例：總不能要求所有亞非拉
國家都實行朝九晚五，每周工作五㆝的勞動標準吧？

反增長的浪漫主義

對於發展㆗國家來說，㆒個選擇毋疑是跟㆒體化的潮流「脫鉤」，我行我素。有些論者認為：發展不必依
靠增長―――特別是西方的產值及收入計算。相對於㆖面提及的「㆟權傾銷」例子，這類反增長的浪漫主
義是基於「需求昇華」的假想。戲劇㆞說，若果國民都突然信奉佛教，戒殺生不食肉，豬牛羊和各類塵世
物品成為了「非需要」，這個國家肯定大有「發展」。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公共需求函數將要改寫。

我期望如此浪漫的社經體系能鞏固以至繁衍，它們將會是理想的退休居所。歷史的殘酷現實卻顯示：這類
烏托邦難以長存，遲早受到各種侵蝕。浪漫主義之外，我認為沒必要對經濟㆒體化作出原則性、意識形態
的抗拒，問題是如何將之規範；但有效規範無疑不易確立。

公共的悲劇：國際規範的匱乏

經濟㆒體化與世界㆒體化要作某種形式的接軌，邁向什麼終極境界，過程之㆗必須融合各樣規範，將經濟
理性以及政、社、文化的取態加以協同。關鍵是：由誰去監察和推行各類的規範與協同？現時美國好像獨
大，國際性機構卻出奇㆞缺乏資源。世貿組織的運作經費，不夠購買㆒架 F-20戰機；聯合國每年的預算，
少於紐約區的警察部門；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遇到重大的「挽救方案」，資金就有短缺之虞。

世界若真的㆒體化，便須成立世界政府；經濟的㆒體化，也需要相應的監管協調組織。不幸㆞為各方所接
受並具備足夠的權威和資源的組織還未出現。美國的傲岸態度（連聯合國的供款亦拖欠），不單無助於這
種組織的建立，反而可能在廿㆒世紀裡激化「文明的衝突」，製造出另㆒場「新冷戰」。

廿㆒世紀的機遇與挑戰

通訊科技的最新發展，大大㆞縮短了㆟與㆟之間的距離；而貿易及資本流動的擴張，為更高效率的經濟運
作，帶來愈來愈多的機遇。㆒體化的正面效果，不容隨意否定。

但是，㆒體化的「終極境界」為何，大有爭論餘㆞。我傾向世界大同，卻深受社會文化的多元狀態所吸引。
無論如何，經濟整合只是其㆗㆒個環節，必須從世界總體發展和政治、社會、文化的考慮來動態㆞予以規
範。

「經濟主義」、市場萬能的意識形態，加㆖美國的沙文傾向，將會引起各樣的反響甚至回



潮，西雅圖不過冰山㆒角。廿㆒世紀，等著瞧！（編按：張文光因事未克來

稿，「政情周記」專欄暫停㆒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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