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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經濟獨特性與優勢這一問題，在回歸20年這個時間被重

新提出或多或少會令人感到詫異，但卻又合乎情理。近年來，

香港周邊地區超速發展，令香港人多年來的經濟優越感一次又

一次受到衝擊。眼看着過去由香港佔據引領地位的內地，在經

濟上遠超香港的可能性愈來愈高，港人內心對保持自身的獨特

性與優勢之焦慮油然而生，加上目前香港社會亂象叢生，更平

添了港人對香港能否持續繁榮發展的疑慮。今年正值是香港回

歸20周年，在這種疑慮不斷累積的情況下，對香港來說，清晰

定義其國際上的優勢及動向，自身與外部世界的獨特關係，從

而確立重新出發的戰略，是提升香港優勢的關鍵；而對中央政

府而言，從國內外政治與經濟大變局的高度，重新審視香港經

濟獨特性與優勢的內容、動態變化和走向，作出理性判斷和客

觀的分析，以達致心中有數、政策有據，則是順利貫徹「一國

兩制」，保持香港持續穩定繁榮的根本應對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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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Karl Marx）在《資本論》（Capital ）中，把經濟進

程當作是自然史的過程來觀察，即是把經濟現象與因果關係，

當作是時間和內在規律的變數。如果時間退回到5–10年前，甚

至是更早的時期，香港的獨特性與優勢可以說是絕對無人質疑

的議題。1990年代中期，即香港回歸中國前期，美國主導的經

濟全球化正處於全盛時期，中國市場化的改革開放不但推動經

濟，還讓中國深深捲入這股全球化浪潮之中，成為全球生產網

絡的主要部分。「中國製造，美國消費」的全球化現象是中國

經濟崛起的主因之一，讓中國成功建構市場經濟體系，躋身世

界十大經濟體之列。地處中國的香港擔當與世界市場聯繫的仲

介角色，其獨特性對中國建構市場經濟體系、成為世界十大經

濟體之一，亦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香港也從中獲取了

巨大的經濟利益，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香

港這個位於中國邊陲地區、長期寂寂無聞的殖民海島開始受到

世人關注。香港優勢不僅得到全球認可，其成功經驗更為很多

學者津津樂道，而且得到當時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主導意識─

新自由主義奉行者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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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哈佛大學學者恩萊特（Michael J. Enright）等開始編

寫《香港優勢》（Hong Kong Advantage），並於1997年香港

回歸之時出版。這是一本最為集中闡述香港的獨特性與優勢的

著作。作者在引論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香港雖然受到各界廣

泛的談論，然而卻未曾獲得普遍的了解。此書的目的在於認識

清楚「是甚麼使香港如此獨特」，並讓我們知道「維持並發展

香港的特性、『香港的優勢』，將可使香港的未來和它的過去

一樣，令人讚歎」。1 此書的出版為香港的獨特性與優勢定下基

調，是其後討論與研究香港優勢的範本。

歸納《香港優勢》的觀點：首先，書中指出香港具有「一個獨

特的經濟體系」，「不但令香港成為一個橋樑或者一條通道，

也使它成為世界經濟活動的統籌兼協調者」。2 而且，香港經濟

體系的特點是「開放、具有國際視野，以及靈活性」。3 與此

同時，香港經濟體系還有一些「獨特組合」，成為香港經濟獨

特性的主要表現。這就是政府和商界之間、本地和海外企業之

 1. 恩萊特、司各特、杜大偉，曾憲冠（譯）（1999）。《香港優勢》。北京：商務印

書館。3頁。

 2. 同上註，2頁。

 3. 同上註，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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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擁有獨特的優勢，是中國連接世界市場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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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可以說是澳門經濟開始變壞的時刻，回歸後十多年來井

噴式的經濟超速增長勢頭驟然逆轉。從2014年6月起，作為澳

門經濟增長引擎的博彩收入，突然開始以每月20–30%，甚至

超過40%的速度，螺旋式的垂直下降1，這個進程持續了一年時

間竟然沒有任何止跌回彈的端倪。由此，這個21世紀首十年被

評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澳門歷史上表現最好的經濟體，2014

年的經濟增長率與2013年的19.3%相比，跌至負1.2%（以當年

價計算）。在2015年第一季竟然錄下負24.5%的本地生產總值

（GDP）增長率。2015年，澳門的整體經濟增長為負21.5%，

成為全球經濟表現最壞的經濟體之一。（見圖1.1）雖然澳門經

濟的跌幅開始收縮，至第三季仍然錄得負6.0%的增長。2

 1. 資料源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旅遊及博彩—博彩業調查。

 2. 資料源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本地生產總值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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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經濟增長及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物價指數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本地生產總值2015年第1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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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影響澳門GDP的主要經濟部門博彩業看，2015年6月博彩毛

收入從最高峰的每月300多億澳門元，下降至173億澳門元的低

位，更有再跌破170億元的風險。如果以每月170億澳門元的博

彩毛收入計算，則2015年的博彩毛收入與2013年的高峰相比，

年均跌幅將高達43%，即高於四成的財富已經消失殆盡。3

 3.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6）。《統計年鑒2015》。澳門：南海印

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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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此次澳門整體經濟之所以直線下降，是源自博彩

業。自2014年6月起，博彩收入持續低迷以來，澳門經濟的其

他因素並無出現變化，有的甚至更呈現上升趨勢（見表1.1）。

可是很不幸地，這些正面積極因素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微乎其

微。博彩業與澳門經濟之間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緊密關係，正正

反映出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那就是澳門經濟被牢牢綁在博彩

業一業獨大的戰車上。

澳門經濟大起大落，最好時期的終結與最壞時期的出現，反映

微型經濟體成長的波動性與非穩定性，而這便是微型經濟體的

固有現象和內在規律。然而，澳門在回歸後2000–2013年這個

歷史上最好時期錄得的最高GDP增幅，與2015年這個最壞時期

錄得的第一季GDP增幅，竟然相差高達58%4，創下全球歷史的

 4.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6）。《統計年鑒2015》。澳門：南海印

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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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15年第1季本地生產總值主要項目變動（%） 

名義變動 實質變動

本地生產總值 -20.4 -24.5

私人消費開支 +10.9 +6.7

政府最終消費開支 +18.6 +6.8

固定資本形成 +37.6 +32.2

貨物出口 +30.7 +32.5

貨物進口 +10.4 +10.4

服務出口 -35.6 -33.7

博彩服務出口 -36.8 -39.7

其他旅遊出口 -16.2 -17.7

服務進口 -35.6 -37.9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本地生產總值2015年 

第1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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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記錄。而這種潛水式自由落體般的澳門經濟硬着陸，不僅

突顯了主宰澳門十多年經濟超速增長的單一動力突然消失，所

造成的經濟體高度震盪和風險；也預示了澳門經濟增長方式已

經踏入轉型與調整的重大時期。

財富在21世紀首個十年間井噴式地湧入，現在正如海水退潮

式般地迅速消失。在人們腦海中縈繞着、揮之不去的一個疑問

是，此次的經濟大幅滑落的原因究竟是短期或外部的，還是結

構性或內生性的？這種大幅度增長下滑是否意味着澳門經濟成

長出現拐點？如果下降是短期與外部性的，並不涉及澳門自身

的經濟動力與經濟結構問題，則經濟成長在短期內可以緩解，

高速增長的浪頭會重新捲土重來。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

引致澳門經濟增長率一度下降至2.3%，之後則全面反彈，更躍

升至2010年33.4%的最高增長率。5 相反，如果跌幅是結構性

和內生性的，則必然蘊含着澳門深層次的經濟問題。而涉及深

層次的經濟調整必然預示着現存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如此一

來，澳門經濟出現拐點也是無庸置疑的。

 5. 資料源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本地生產總值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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