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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質生產力是香港經濟社會轉

型的重大標識，必將引領香港走出傳統

經濟社會結構，實現新一輪跨越式發

展。這一重大戰略調整也標誌着自回歸

以來香港經濟社會發展與 「一國兩制」
即將步入相互成就的新階段。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實現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由之路

相比較其他主要經濟體，香港經濟

社會發展已面臨轉型滯後的嚴峻挑戰。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

2003年之前新加坡和香港兩者人均收入

水平一直相差無幾，2003年分別為

23596美元和23529美元，居世界人均

GDP排行榜的第23位和24位，之後香港

與新加坡人均收入之間的差距呈日趨擴

大趨勢，2023年新加坡人均收入水平高

達80952美元，比香港50763美元高出3

萬多美元，也就是說20年之後，香港人

均GDP排名幾乎處於停滯狀態，降至第

25位，新加坡則躍升至世界第9位，進入

世界前十大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就經濟總量而言，人口少於香港的

新加坡2023年GDP總量卻高出香港5000

億美元。新加坡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在

於，新加坡早已堅定走上科技立國之

路，不斷提升經濟發展中的科技含量，

不斷增強創造高附加價值能力，同時確

保製造業在GDP中佔有一席之地（常年

保持在20%左右的比例），為研發投入

和產出提供必要的支撐平台。相反，香

港卻一直以傳統服務業為支柱，而傳統

服務業早已難以承擔確保香港長期穩定

高收入增長來源的重任。香港製造業佔

GDP比重不到1%，服務業佔比則高達

91.5%。服務業中主要以金融服務、貿

易物流、專業服務、旅遊等為主，這類

產業不斷面臨周邊競爭和自身成本上升

的壓力，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增值空間也

在不斷被擠壓，導致香港經濟發展步伐

不穩、步伐不快、步伐不暢。據統計，

香港GDP年均增速從1970年至1996年的

7.4%降至1997年至2023年的2.7%，同

期用以衡量波動程度的差異系數卻從

0.56升至1.49。

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

發展新質生產力，同時還提出要 「因地

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發展新質生產

力對香港這一高收入經濟體而言意義尤

為重大。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今後香港經濟社
會發展的立命之本。高收入經濟體的經

濟學意義就是能夠不斷創造高附加價

值。這既是高收入經濟體有別於其他收

入水平經濟體的核心所在，也是對高收

入經濟體的內在要求。作為高收入經濟

體，香港同樣需要具備創造高附加價值

能力，否則很容易陷入 「高收入陷阱」
而停滯不前。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

加大經濟發展中的科技含量是香港迎頭

趕上的當務之急，也是香港未來繁榮穩

定的根基所在。

所謂新質生產力就是創新起主導作

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

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

量特徵，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

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

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

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

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

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誌，

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

生產力。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香港破局傳統發
展模式的關鍵所在。傳統經濟發展模式

主要依賴土地、資本、自然資源、勞動

力等有形資源。這類傳統生產要素對經

濟增長貢獻存在邊際遞減效應，也就是

說，有形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是隨

着投入增加而遞增，相反是遞減。同時

傳統生產要素還存在稀缺性問題，常常

導致人們在實現經濟擴張的時候不得不

面臨資源有限性約束。新質生產力則打

破常規，使經濟發展模式不再受制於傳

統定理的束縛。

新質生產力最大限度地將科學、技

術、知識等無形產品運用於生產中去，

以此帶來更大的產出和收益。這種發展

新模式一是打破傳統生產要素存在的邊

際遞減效應困境，知識、技術用於生產

中的數量越多，對經濟增長貢獻越大；

二是打破經濟增長受制於資源稀缺性限

制，知識、技術來源於人類大腦，而人

類大腦創造新知識、新技術的潛力是無

限的；三是傳統生產要素的世界分布不

具有均衡性，一國發展因某種資源的短

缺難免受制於外部，相反一國經濟系統

一旦以創新為主導，其發展將主要依靠

自身的發明創造，勢必減少對外部資源

的依賴，進而掌握更多的經濟發展主動

權。總之，新質生產力將為一國經濟增

長提供穩定的可持續的發展動力，尤其

對於地域發展空間有限的香港而言，發

展新質生產力將更有利於香港擺脫

「物」 的約束，進而獲得新繁榮空間。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香港打破常規發
展、實現快速躍升的路徑所在。新質生

產力以科技創新為主導，一旦在技術上

有重大突破，將不再遵循傳統生產力發

展的常態規律，而是迅速形成新的產業

部門，並帶動上下游產業乃至全產業部

門實現擴張式發展，特別是當新產業達

到一定規模之後，為實現經濟追趕或加

速度發展進而避免 「高收入陷阱」 提供

了可能性與可行性。新加坡在過去20年

間獲得快速發展的經驗就是一個很好的

例子。今天，香港大力推動生物醫學、

低空經濟、通訊科技、航天科技和新能

源等新質生產力產業，看中的就是新質

生產力能夠為香港實現經濟快速躍升提

供的一條非常規發展路徑。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香港抵禦外部或
非經濟因素衝擊的中流砥柱。當今國際

形勢複雜多變， 「灰犀牛」 「黑天鵝」
時有發生，外部衝擊以及非經濟因素對

一國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日趨加

大。在過去20年期間香港經濟增長所表

現出來的非平穩性，主要源自香港自身

抵禦外部衝擊或非經濟因素影響的能力

有限所致。相比之下，新加坡能夠經受

住諸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

以及新冠疫情、俄烏衝突等一系列外部

衝擊，主要與新加坡自身科技實力等無

形資源增長有極大關係。因此，依靠自

身的知識、技術發展經濟，有利於香港

創造更多的高附加價值，增強抵抗外部

或非經濟因素干擾的能力，減少在經濟

社會發展中受制於人的風險。

香港新質生產力發展離不
開有為政府

香港長期奉行自由主義理念，主張

政府干預經濟最小化。事實上，有效市

場和有為政府早已成為中西方共識，成

為當今世界各國處理政府與市場關係時

共同追求的目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新質生產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規劃引

導、科學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場機制調

節、企業等微觀主體不斷創新，是政府

『有形之手』 和市場 『無形之手』 共同

培育和驅動形成的。」
有為政府能夠彌補市場失靈，為新

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效率保障。傳統經濟

運行主要依靠的是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

的生產要素，如資本、土地、自然資源

等，市場主體通過明晰所有權能夠避免

「搭便車」 行為，並獲得利益最大化。

而新質生產力是以技術、知識為基礎。

技術、知識等無形資源的最大特點就是

和公共物品一樣，具有非排他性、非競

爭性和外部性。如果技術創新活動完全

由市場支配，則很難解決知識產品的外

溢問題，或者 「搭便車」 行為，進而影

響創新主體的積極性。為糾正 「市場失

靈」 對創新主體帶來的負面影響，世界

上多數政府在努力增強有為力度：一是

保護好創新主體的積極性，比如推進知

識產權保護制度；二是介入市場不願意

介入的基礎研究領域。基礎研究對一國

發展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因其創新周

期長、風險大、投入高，僅靠市場來推

動基礎研究將是一個漫長過程，也將有

礙長期經濟增長；三是對於研發資源有

限的小規模經濟體而言，更有必要依靠

政府力量引導資源流向那些能夠產生更

高附加價值的產業部門。香港長期形成

的依賴市場的慣性思維和做法只能對新

質生產力發展起到部分的催發作用，要

想加快新質生產力發展，必須更多發揮

政府主導作用，加大政府對新質生產力

發展的支持力度，包括對基礎研究的投

入、對科技創新的戰略引導和對社會力

量的動員。今天的政府作用早已不同於

傳統經濟發展階段。隨着數字技術的發

展，政府對市場信息的掌握也更加充

分，人們應該相信，政府制定的發展戰

略或做出的決策也更具有科學性、合理

性與可行性。

有為政府能夠促進社會公平，確保
新質生產力發展惠及每一個人。資本主

義制度激發香港個體自主創新潛力，增

強香港創新活躍度，為高技術產業發展

提供源源不斷的活力。然而，新質生產

力發展極容易導致財富向少數人集中，

導致人均收入差距拉大，製造新的社會

矛盾。香港過去20年的發展表明，僅僅

依靠市場力量或資本主義制度在推進經

濟發展的同時往往伴生貧富差距拉大等

問題。根據香港樂施會發表2023年香港

貧窮狀況報告，2023年第一季度的香港

整體貧窮率為20%，逾136萬人處於貧

窮狀態，佔香港總人口18.1%，差不多

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位屬於貧困人口。為

避免香港重走過去20年間的老路，確保

香港人在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道路上 「一
個都不能掉隊」 ，就有必要充分發揮政

府的角色優勢，推動香港新質生產力發

展從一開始就走上既講效率也注重公平

的經濟發展道路。

有為政府能夠助力實現社會穩定，
確保新質生產力發展平穩有序。一般而

言，規模較小的經濟體最容易遭受外部

衝擊和內部衝擊。特別是技術創新帶來

的結構巨變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缺乏穩定

性，包括人員失業、社會矛盾激化等。

這就需要政府做好事前布局和事後應對

工作。事前布局需要政府對技術創新帶

來的衝擊有清醒的認知，並做好預警工

作，事後應對需要政府動用部分資源來

平穩技術創新帶來的社會經濟變遷問

題，特別是顛覆性技術的發展帶來的超

出意料的問題。 「預則立、不預則

廢」 。無論是面對外部衝擊還是內部結

構性變遷引發的對傳統秩序的破壞，都

需要政府積極作為。更何況新質生產力

發展更是前無古人的事情，技術創新的

加快發展更有可能超出市場可控制的範

圍之外，對此，政府的作用不是減弱而

是增強。

有為政府能夠助力國際競爭，為新
質生產力發展保駕護航。當今世界競爭

早已體現為科技實力的競爭，拚的是國

家力量，是市場與政府的合力，而非單

單依靠市場力量就能脫穎而出。進入21

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包括美國、日

本、德國以及新加坡這種城市型國家紛

紛出台以科技創新為導向的產業政策，

扶持本國科技發展。新質生產力是香港

未來參與世界競爭、提升經濟實力的核

心要素。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有效市場

與有為政府的密切合作。事實也證明，

香港在過去20多年時間裏僅僅依靠市場

力量是不可行的，反而一次次失去向以

科技創新提升經濟競爭力的路徑轉型的

良機，同時也極易受到外部干擾，遲滯

香港經濟發展。因此，無論是吸取過去

的經驗教訓，還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內

在要求，都更需要動用制度力量，才有

可能做到 「集中力量幹大事」 ，在堅持

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的同

時，積極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力量，實

現市場有效與政府有為的高度結合，確

保新質生產力發展行穩致遠。

「一國兩制」與香港新質生
產力發展必將相互成就

「一國兩制」 不僅僅是一個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好的政治

制度，實踐也證明， 「一國兩制」 更是

一個促進香港經濟繁榮穩定的好的經濟

制度。

2024年通過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

法進一步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線，為

香港經濟社會開闢新發展道路奠定了堅

實的政治基礎。回歸後的香港一直處於

「不太平」 的狀態，經濟上別有用心的

人鑽香港市場主導之空隙，製造各種事

端，通過虛假宣傳，破壞香港國際形

象，鼓噪人才、資產離港，甚至香港成
立負責科技發展的部門也被一再 「拉橫
幅」 而不得不有所緩行。政治上更是風
波不斷，從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
法的遊行開始，一直到2019年修例風波
結束，其間經歷了2012年 「反國教」 、

2014年非法 「佔中」 、2016年旺角暴
亂、2018年反對 「一地兩檢」 等一波又

一波的動盪，給香港經濟社會發展造成

極大的破壞。政治穩定是世界各國政府

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前提。

今天如果香港政治穩定仍得不到有

效保障的話，香港新質生產力發展同樣

將無從談起。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實施

進一步維護了香港的社會政治生態，有

效保障了國家安全，香港政治穩定不容

挑戰，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名義干擾破

壞香港的安全和正常的社會秩序。

「一國兩制」 有着豐富的內涵和價
值體系，為香港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了
靈活的制度安排。 「兩制」 安排使得香

港擁有世界其他經濟體少有的政治制度

優勢，這種安排不是為了在香港內部展

開兩種政治制度的較量，而是要相互配

合，形成合力，共同促進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事實也證明，僅強調香港資本主

義制度特徵，對香港的未來發展仍缺乏

有力的支撐作用。回歸後的香港一直是

以市場經濟為主導，以高度自由化為特

徵，政府對產業發展採取最小化不干預

做法，甚至沒有為下階段產業發展做好

充足的準備，其結果是香港製造業日漸

式微，甚至出現空心化，走上以服務業

拉動經濟增長的道路，經濟增長極易受

到外部干擾，且無法為長遠發展、高質

量發展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今天的香

港新質生產力發展不能再重複過去的老

路，必須既要發揮資本主義制度的優

勢，也要借鑒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建

立起適應香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制

度體系。

國家已具備科技實力、經濟實力，

是香港新質生產力發展最可依靠的力

量。今天內地所具有的科技優勢能夠為

香港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撐。

近年來國家高技術產業增長勢頭強勁。

2023年中國研發經費支出達3.34萬億

元，投入強度為2.64%，已超過英國、

法國、日本、歐盟以及經合組織

（OECD）國家平均水平。2025年，有

效期內的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總數已達

46.3萬家，較2012年的4.9萬家有明顯增

長，其中有570多家工業企業入圍全球研

發投入2500強，佔比近1/4。當今世界多

項前沿技術都有中國的身影。世界知識

產權組織發布的《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

報告》顯示，中國創新指數從2010年的

第43位升至2024年的第11位，是前30位

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也是科技集群

數量最多的國家。國家提出發展新質生

產力，不僅僅是實現經濟轉型的現實需

要，更主要的是已具備能夠完成經濟重

大轉型的科技創新實力。

香港新質生產力發展將是一面鏡
子，將映襯出 「一國兩制」 的優越性和
世界價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

「一國兩制」 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

的。回歸之後的香港不再是國家發展大

局之外的孤雁，香港經濟振興已是國家

發展戰略中重要組成部分。香港的繁榮

不完全是一港之事，而是一國之事。中

央政府早已將粵港澳大灣區確定為國家

技術創新中心之一。自2023年國家提出

新質生產力概念以來，2024年香港特區

政府施政報告也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新

質生產力。近時期特區政府出台諸多科

技偏好型政策，如已在產業發展上做出

清晰的規劃，同時也在加大力度吸引科

技創新企業進港，積極推進優才計劃，

為香港補充優質人力資源，加強政府部

門建制，與內地簽署多個再工業化方案

以及科技合作協議等等。這些令人鼓舞

的政策，將以槓桿方式，激勵香港向高

附加價值的經濟體邁進。可以預計的

是，依靠國家力量，加上香港自身長期

所具有的法制觀念、稅收政策、監督體

系、治理經驗等多方面優勢，新質生產

力發展必將加快香港經濟的換裝速度，

提升香港經濟的發展質量，向世界展現

新一代香港經濟社會發展風貌，同時也

將證明 「一國兩制」 所具有的強大生命

力，並對世界發展模式的演進作出新貢

獻。

香港所長亦是國家所需。值得注意
的是，香港所長是一個內容可以變化的
概念，固然國際金融中心、自由港等等
傳統優勢仍是香港所長，不因發展新質
生產力而被削弱，相反要與新質生產力
相結合，更好地推進科技創新的對外開
放與合作。下一步，香港也要不斷增加

新的所 「長」 ，創造新的經濟發展優

勢，拉長香港為國所需的清單。如加快

成為世界科技中心，成為引領內地新質

生產力的排頭兵。《2024年全球創新指

數報告》顯示，香港創新指數排名第18

位，落後於其他高收入經濟體，特別是

在知識和科技產出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提

升。再如，香港可以發揮在基礎科研、

對接全球科技創新體系以及推進國內外

科研合作方面所具有的獨特優勢，成為

推進國家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協調發展

的擔當者。

當然，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還需要

着力推進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大政府

對科技的創新投入，尤其是基礎研究的

創新投入。2023年香港研發投入只有

1.12%，遠低於其他高收入經濟體的研

發投入水平。除借助國家力量之外，香

港有必要盡快對標國際一流研發投入力

度，尤其是在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初期階

段。二是推動新科技、新模式、新業態

的普及化。香港不僅需要加快形成具有

比較優勢的高科技產業，同時也需要用

相對成熟的具有新質生產力標識的技

術，如數字技術等對經濟系統進行整體

的數字化、綠色化改造，其目的是用知

識和技術武裝全社會，推動社會整體進

步，進而激發更複雜更為複合的技術進

步，加快實現經濟跳躍式發展。三是加

快與內地一體化建設，這是確保香港新

質生產力發展的成功所在。隨着大國競

爭加劇，香港可利用的外部條件較為有

限，而與內地合作則為香港騰飛提供充

足條件，如內地技術流入、內地人才引

入、內地優質科技型企業入港等，給那

些想在香港打拚的人才、企業置換出空

間，讓愛港者留下，共同完成新時期偉

大事業的推進。四是對全社會進行動

員，使不同收入群體都積極參與到新質

生產力的發展中來。對於香港這一具有

自由傳統的社會而言，思維模式固化是

普遍存在的問題，因此，在推進新質生

產力方面更需要形成全社會共識，盡快

形成有助於香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社會

力量，加快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整體進

步。在國家鼎力支持與香港主動作為的

共同努力下， 「一國兩制」 的生命力和

優越性必將因香港新質生產力的快速發

展而熠熠生輝，香港也將因 「一國兩

制」 而重現往日 「東方之珠」 之神韻。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
員、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一國兩制與香港新質生產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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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
筆談

趙江林

▲生物醫學、低空經濟、通訊科技、航天科技和新能源等新質生產力產業，將為香港
經濟增長提供穩定的可持續發展動力，更有利於香港擺脫傳統產業的約束，進而獲得
新經濟增長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