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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志》第二冊述港參與改革開放
為記述香港千百年變遷，香港地方志中心

正進行編修《香港志》的龐大工程。繼去年出

版第一冊《總述大事記》後，中心今日推出第

二冊及首部專題志《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

志》，以120萬字的豐富材料，記述由1978年

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2017年間，香港

作為「參與者」、「見證者」和「受惠者」所

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香港地方志中心總

裁林乃仁形容，該專題志「最全面內容」、

「最獨家資料」及「最強陣容」，能幫助大眾

藉改革開放的歷程鑑古知今，香港與內地如何

互動及緊密相連，以及為未來包括大灣區的發

展提供啟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本身為著名經濟學者的陳坤耀及劉佩瓊，於香
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有大量親身體驗，
他們參與主編《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也
讓該書內容更見豐富立體。
陳坤耀分享說，在改革開放之初自己便與約
20名香港專業人士，逢星期五六日到深圳，應
邀為內地官員進行培訓，每班約30人在借用的
中小學課室舉行，內容涉及工商管理、土地政
策、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不同等，旨在「改變
他們的mindset（思維），從封閉走向開放」。
而由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他又持續邀請內地學者
到香港進行學術會議，包括海歸的和內地本土訓
練的學者，目的是「讓中國重新和國際接軌，與
世界各地學者交流」。
他提到，至2012年後，內地經濟開始面臨
「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此時期人均GDP已近
10,000美元，能否突破提升是個大難題，世界上
成功的地方不足10%。故他認為，自2012年12
月領導人視察深圳前海合作區起，改革開放的重
點就由工業轉為資訊科技、物流、金融及專業技
術服務。
陳坤耀表示，香港在當中的角色同樣重要，

「可以給予國家支援」，同時香港也是得益者，
因為人民幣國際化、離岸服務、首次公開招股
（IPO）和跨境理財等都為香港帶來很多機遇，
加上「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也將香港帶出東
南亞、中亞、中東等地區，促進香港經濟發展。
所以他強調「年輕人應該知道香港與內地經濟是
互利互助，不可分割」。事實上，此期間陳坤耀
也曾於前海創新研究院工作了3年。

港人積極投入「應記一功」
至於劉佩瓊更是從改革開放前的1972年起，

已時常來往香港與內地學習和參與不同研討會及
座談會，見證兩地的密切關係。她提到，鄧小平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中國改革開放要「摸着石
頭過河」，當中的「石頭」就是香港，而香港也
作出巨大貢獻，例如當時港人紛紛北上回鄉投資
設廠加工出口，於1980年至1985年間幾乎將所
有工廠都搬移到珠三角地區，認為港人積極投入
對改革開放成果「應記一功」。
作為大學教師，劉佩瓊當時也經常到深圳和廣

東其他地區講課，教授西方經濟學、投資學等不
同內容，亦要自製教材，將西方文獻書籍翻譯成
中文，40年間她已累積為逾萬人上課，包括曾
受到霍英東邀請到中國第一間五星級酒店－廣
州白天鵝賓館對員工進行培訓，另亦有不少地方
官員、高級幹部、企業管理層和少數民族等。
她認為，這些歷程說明香港參與改革開放「如

此主動親密」，更應要「記住呢個歷史」，故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的出版「很有意
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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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若以香港參與國家改革
開放的貢獻角度看，至

2017年為止亦可按時序分為三個階段，
由香港協助國家出口，到中國「入世」
香港幫助接軌全球市場，至近年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情況。
據香港地方志中心提供的資料，香港

貢獻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是1978年至
2000年間，協助國家發展出口導向型經
濟時期。自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
會議決，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在設置經濟特區、企業體制

改革及對外貿易擴大等一系列政策的鼓
勵下，大批港商將勞動力密集的生產線
搬移至內地，推動香港經濟由製造業轉
型至服務業，並同時協助國家發展出口
導向型經濟，逐步走入劃時代的改革開
放之路。
第二階段則從2001年至2012年，隨

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成為第143
個會員，推動全方位市場開放，香港因
應國家對外開放服務業的承諾，拓展與
內地包括集中於珠三角地區在生產服飾
業領域的合作，延伸和擴大香港服務業
的市場空間。而在2003年，兩地簽署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CEPA），透過政府的政策
引導和制度機制，加強兩地之間的貿易
和投資合作，促進雙方共同發展。
第三階段是指2013年至2017年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合作發展。隨着
2012年底中共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
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
革開放的目標」，並在其後提出的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上，展現對香港參與的重視。
隨着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轉變，和

香港與內地經濟規模的消長變化，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已成為香港參與國家
改革開放的新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地方志中心今日下
午將於香港禮賓府舉行《香港參與國家改
革開放志》出版典禮，同場進行《粵港澳
大灣區志》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與廣東
及澳門攜手，藉修志描繪大灣區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預計《粵港澳大灣區志》會
於2027年出版。

香港地方志中心指，今日舉行的《香港參
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出版典禮暨《粵港澳大
灣區志》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是開啟明年
香港回歸25周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國際一流灣區框架基本形成」的
標誌年份的盛事之一，典禮上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及澳門特

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將分別致辭，並會作網上
直播，引領民眾關注和討論香港過去及未來
在國家發展進程中的角色。
《粵港澳大灣區志》是由香港地方志

中心牽頭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
室及澳門基金會合作編纂，於 2027年出
版。

今簽《灣區志》合作備忘 粵港澳網上直播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簡介
主題：
●記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國家改革
開放序幕後，香港於國家改革開放中發揮作用、把握
機遇、乘時發展、和內地交流互動的歷史與現狀

●分上下兩冊共19章、兩個附錄和1篇大事記，總字數
約120萬

19章節篇目包括：
●製造業北移，香港與內地貿易，運輸物流，旅遊往
來，基礎建設，土地與房地產，經濟合作，科技合
作，在港中資企業，銀行，證券市場，離岸人民幣中
心，保險，多媒體產業，設計、廣告及公關，培訓與
教育，環境保育，參與救災重建，體育

●參考文獻4,700項，收錄圖片逾500張
●4名主編，22名專家/學者出任外審，歷時兩年編纂
●定價1,258港元，即日起在聯合出版集團旗下各書店
門市發售

●電子版於香港地方志中心網頁（https://www.hk-
chronicles.org.hk）免費供公眾閱覽

資料來源：香港地方志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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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覆蓋面廣
三階段述港貢獻

香港地方志中心介紹，《香港志》編纂工作於2019年啟
動，旨在通過尋根、記載、傳承的方式，讓港人更清

楚自身的文化根源，了解香港與國家、中華民族與生俱來的
血脈親情，及不可分割的共同命運。而《香港參與國家改革
開放志》是獨立於綜合志的專題志，因應主題其敘述內容範
圍不限香港，會兼及港人於內地的事跡。
因應專題志的出版，林乃仁以及4名主編包括香港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董事局主席陳坤耀、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前副
教授劉佩瓊、資深新聞工作者陳景祥，及香港地方志
中心編輯總監陸錦榮日前接受傳媒訪問，分享
其內容框架及出版意義。其中林乃仁以三
個「最」來形容該書：「最全面內
容」、「最獨家資料」及「最
強陣容」，是一本具學術
權威性的專志，又指出
其重要作用是「鑑古知
今」為香港與內地提供參
考，並「讓年輕人知道香港
在改革開放的參與度」。
林乃仁介紹，地方志又被稱
作「地方百科全書」，而今次專
題志的重點在於香港與內地於改革
開放中的經濟發展和互動，以及香
港人如何參與在當中，記錄當中有影
響和有歷史價值的事件。被問到為何選
在這個時候出版，他強調，參與國家改
革開放是香港經濟在現代史上「最重要的
環節」，又適逢大灣區規劃如火如荼，該書
可作為參考，為大灣區發展提供經驗。

「國家和香港永遠不可能分離」
陳坤耀分享指，他自1979年起參與改革開放工作，當

時「想像唔到兩地關係會如此密切」。他強調，香港於國
家改革開放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如果沒有香港的參
與，改革開放的道路不可能這麼容易，國家也不可能取得
今天的經濟成就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另一方面，他認為內地改革開放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也產
生決定性的影響，為了應對七十年代出現的能源危機，當
時的港英政府曾提出改革經濟結構、升級工業至高科技及
重工業，適逢內地改革開放而取消該念頭，轉而將發展香
港成為經濟金融中心，「使香港不用走一條艱難、不會成
功的道路」。因此，陳坤耀認為「國家和香港永遠不可能
分離，尤其在經濟方面」。
另一主編劉佩瓊認為，香港擁有自己的地方志「非常重
要」，她指自己自中學時期已開始關注內地事務，形容其一
生就是一場「中國探索之旅」，對能擔任主編感十分榮幸。

「用數字講故事」顯經濟發展脈絡
至於陳景祥提到，編志的初心是「希望留下香港重要和獨
特的歷史」，讓大家可以珍惜香港故事和香港情懷，是一件
「有意義的事情」；尤其當今香港在面對身份認同的問題
下，這些歷史「更值得重溫和保留」。
陸錦榮則表示，國家自改革開放至今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
濟體，香港參與其中，故要透過《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
志》「繼續講好香港故事」、「講好當中40年的歷程」。
他強調，該專題志資料特別豐富，其中一個特色就是「用數
字講故事」，以不同經濟數字的增長交代改革開放以來兩地
經濟發展的脈絡，並顯示香港在當中的密切參與及與內地的
緊密關係。

首部專題志120萬字 助大眾理解兩地緊密相連

●《《香港參與國家香港參與國家
改革開放志改革開放志》》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地方志中心介紹《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左起：林乃仁、陸錦榮、陳坤耀、劉佩瓊、陳景
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坤耀(中)分享香港在改革開放的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工商界代表團於1977年應邀到北京考察，團員在北京
市西南面郊區長辛店拍照留念。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