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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75年來，中國服務業結構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現代服務
業的房地產業對經濟支撐作用不斷增
強，2023年增加值佔服務業增加值比
重達到10.7%，比1952年提高了3.5個
百分點。

房地產業支撐經濟作用增強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當年我的同學大多留在了香港，而我因為機緣巧合，進入香港地
產公司做的幾乎都是內地的項目。如今掉過頭來看，他們都很

羨慕我。」 坐在杭州拱墅區的咖啡館內，香港人唐龍添遙指不遠處正在
施工的杭州恒隆廣場─這已經是他經手的第五個地標性商業地產項目
了。1996年起，唐龍添相繼參與港資地產巨頭在上海、長沙、蘇州、
無錫等眾多城市地標級建築的開發與建設，見證着祖國內地城市日新月
異的變化，也親手寫下內地房地產業駛入快車道的篇章。 「香港土地
少，新建的商業地產項目更少，我得到了同齡人難以企及的機會，而這
都得益於內地地產業的騰飛。」

港房企精英深耕內地
見證城市建設日新月異

參與打造地標項目 助力商業＋地產融合發展

負責內地地產項目十餘年，行業最
大的變化是什麼？唐龍添回答了兩個字

──心態。 「最開始，港資地產商都是 『複製黏貼』 ，也就
是將他們在香港最擅長的打法，包括前期規劃設計、後期招
商運營等流程引進到內地。」 唐龍添舉例道， 「香港海港城
及其他大型項目的成功經驗，就被用在了長沙和蘇州的IFS
上。」

然而，伴隨着內地地產商的強勢崛起，港資地產商的心
態也逐漸發生了改變。 「內地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民營地
產商，他們深諳內地購房者的喜好，在住宅樓的規劃設計上
比我們更貼近消費者。譬如綠城在杭州的樓盤非常注重綠化
園林環境，大量使用了具有地方特點的植物例如桂花樹等，
它們價格便宜、存活率高，老百姓還喜歡。」

進軍內地市場二十餘年，港資地產商曾引領了一線城市
的消費風尚，如今更是拓展業務範圍，開啟了以杭州、南
京、成都等新一線城市為主的 「圈地」 。作為杭州恒隆廣場
項目開發建設的負責人，唐龍添告訴記者，目前該項目進展
順利，購物商場的上蓋建築已接近完工，六座大樓都在快速
興建。 「今年是項目施工的高峰期，團隊正加倍努力，以確
保購物商場和數座辦公樓能在計劃內開業。」

共同進步

向內地同行取經
引領消費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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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互幫互助 在浙港人圍爐

▲在內地生活中，唐龍添（中）熱心公益，參與義工活動。

今年4月12日，唐
龍添當選浙江省香港商

會會長，榮升成為300多位會員的 「領頭
人」 。 「我們的會員裏大概有200多位是來
自各行各業的在浙港人，每逢春茗、中秋、
聖誕等節日都會舉辦歡聚活動。」 唐龍添坦
言，2006年他飛往上海常駐時，社會上以
港人為主的組織非常少，遇到生活上的困難
只能自己克服。 「現在有了商會組織，在內
地的港人可以互相關照。」

「商會會員有個群，平時若誰有生活上
的問題，就會在群裏諮詢怎麼辦，很快便有
熱心人士列出詳細回覆，教他如何應對。」
不僅如此，香港駐浙江聯絡處的工作人員也

會為在浙港人們出謀劃策，幫助他們更快融
入內地城市。 「我下面就有好幾位項目副總
因此申報了杭州市高層次人才，將來若是買
房能享受政策支持及補助。」

每年9月，恒隆地產都會在香港和內地
的多座城市同步舉辦全國性周年義工日活
動，以富有意義的方式紀念集團周年慶。
「今年我將恒隆義工日與香港商會的義工活
動結合起來，邀請商會會員一起沿着運河毅
行4公里，清理河道兩側的垃圾。沒想到消
息發布後，一下子就吸引了30多位在浙港人
報名參加，可見大家對於杭州這座城市還是
很有感情的，希望多做一點讓環境更美
好。」

群策群力

大公報記者 俞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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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居者有其屋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們居住條件相對

較差，城鎮居民大多住的是瓦片平房，農
村居民大多住的是草房和土房，人口多，
面積小，設施簡陋，衞生條件差。改革開
放後，住房制度從福利分房逐步向市場化
轉型，城鄉居民住房短缺的情況逐步改
善，居住環境更加舒適寬敞。黨的十八大
以來，居民居住環境持續向好，生活更加
便捷舒適。

•改革開放後，中國房地產市場從無到
有、由小到大，從筒子樓到住宅小區，
從低矮平房到高層公寓，居民的居住條
件發生天翻地覆的改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房地產長效機制加快
構建。2013-2023年，全國商品房年
均銷售面積約13.9億平方米。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
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
38.6平方米，比1978年增長4.8倍；農
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46.8平方米，
比1978年增長4.8倍。

居住條件明顯改善

•2023年，全國建築業企業房屋施工面
積151.3億平方米，比1980年增長66.5
倍，年均增長10.3%。城鎮居民人均住
房建築面積平穩增長。

•截至2023年末，全國累計建設改造各
類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房6400多萬
套。2019-2023年，全國累計新開工
改造城鎮老舊小區22萬個，惠及居民
超過3800萬戶。

•城市更新改造在改善居民住房條件的同
時，也優化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城鎮綜
合承載能力，讓更多人住有所居、安居
宜居。

住房建設能力提升

•1995年，國家開始實施安居工程，大
力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加快構建滿足
人民群眾基本住房需求的住房保障體
系。截至2006年末，全國經濟適用住
房累計竣工面積超過13億平方米，有
效解決了約1650萬戶中低收入家庭的
住房問題。

•2008年，全國啟動棚戶區改造，截至
2012年，中央及地方政府棚改累計投
資超過4000億元，完成各類棚戶區改
造1260萬戶。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保障性住房建設
駛入快車道，截至2023年底，累計建
設各類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房6400
多萬套，多層次住房保障體系建設穩步
推進。

住房保障工程有力推進

▲位於上海市靜安
區的恒隆廣場是上
海老牌的國際購物
中心。

隨着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商業進
入初級發展階段。交易主體由農民變為專
業商戶，交易場所開始固定。寫字樓和高
級酒店也開始在一線城市出現。1992年
後中國出現了實力較強、經營規範的商
戶，產品也開始工業化、規模化，這些產
品大量上市，促使形成專業、固定的交易
場所， 「商業＋地產」 開始作為一個整體
出現。

1987年新的鐵路上海站建成，成為
當時上海最大的人流、物流集散地之一，
周邊地區卻面貌依舊，成片集中的棚戶簡
屋達26萬平方米。當時的閘北區委、區
政府研究推進鐵路上海站地區的建設，然
而方案規劃實施需要80億元（人民幣，
下同），區政府年財政收入結餘僅1000
萬元，資金缺口巨大。1992年，時任上
海市委副書記、市長黃菊在聽取了不夜城
（上海站地區）建設規劃的匯報後提出：
「不夜城的建設不僅要打 『上海牌』 ，還
要打 『中華牌』 『國際牌』 ，光靠閘北這
點資金當然遠遠不夠，但是可以吸引 『中
資』 『外資』 。」 沒過多久，不夜城改造
對外發布土地批租信息，短短幾個月裏，
近200家外商蜂擁而來，恆基不夜城項目
也由此誕生。

巨擘雲集上海灘 機會處處
出生於香港一戶普通人家的唐龍

添，靠 「勤力唸書」 考入香港城市大學建
築系，成為家中的第一個大學生。94
年，他應聘進入恆基地產，機緣巧合下開
始接觸閘北恒基不夜城項目。彼時的上海
已經有國際大都市的雛形，而在他所從事
的地產行業更是港商雲集，僅閘北區便匯
聚了嘉里、瑞安、九龍倉等港資巨擘。不
過，在唐龍添看來，彼時受 「外銷房」 政
策（用於向境內境外出售的住宅、商業用
房及其他建築物）的限制，當時所有 「外
銷房」 每平方米的售價比周邊其他內銷房
樓盤高出許多。 「伴隨着2001年中國加
入WTO，外國人和港澳台胞在內地買房
的種種限制被逐漸取消，市場更公平，港
資的機會自然也就更多了。」

2002年唐龍添進入另一家香港地產
公司──九龍倉。 「當時九龍倉手上有在
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個黃金地段地塊，也就
是後來的會德豐國際廣場地標性項目。」
唐龍添開始只是往返兩地的項目成員之
一，2006年該項目的駐地經理離職，他
從 「空中飛人」 變成駐地經理。 「記得那
時候領導找我談話，問我願不願意常駐上

海，那麼好的機會我肯定點頭啦。」
「會德豐國際廣場是地鐵上蓋物

業，它的地庫與最近的地鐵管道只有約五
米的距離，稍不留意很容易打穿，建造難
度極高！」 唐龍添告訴記者，2002年自
己就開始參與會德豐國際廣場的調研工
作，等2006年他常駐上海，項目也才進
展到完成打樁的階段，可見前期籌備之久
和難。

告別兩地奔波 細味內地生活
從 「空中飛人」 變成駐地經理，唐

龍添坦言他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一天的工
作結束後，他不再需要匆匆忙忙趕往機
場，而是偶爾city walk，欣賞晚霞中的
上海風光。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2010年
世博會的召開，上海的國際化程度又有了
一次飛升，感覺全世界優秀的建築師都匯
聚到上海來了。這對於我們建築行業而言
也是一場盛會，在學習中收穫成長。」 這
之後，唐龍添又相繼負責了九龍倉位於長
沙和蘇州的IFS（國金中心）項目，直至
2014年加入恒隆地產，開發建設無錫恒
隆廣場的一二期工程。伴隨着杭州恒隆廣
場項目的啟動，唐龍添再次 「升級」 ，以
恒隆地產副董事的身份，負責該項目的商
場、寫字樓及酒店的開發建設工作。

新中國成立75年來，中國服務業結
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現代服務
業的房地產業對經濟支撐作用不斷增強，
2023年增加值佔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
10.7%，比1952年提高了3.5個百分點。
「坦白講，我的多次升遷離不開負責多個

地標項目的履歷，而這也是內地地產業騰
飛給我帶來的機遇。」 在唐龍添看來，雖
然當年參與內地項目是一種誤打誤撞的結
果，但如今回過頭來看很值得慶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