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香港经济学家陈坤耀：“前海+香港”要做好“一带

一路”的超级联系人

[摘要] 陈坤耀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就香港近 20 年经济发展情况、香港与内地合作关系

的变化、“一带一路”上的香港机遇、前海深港合作成效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陈坤耀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曾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岭南大

学校长，美国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历任美国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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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在首届前海深港合作论坛上，来自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地的 50 余位

政商学界人士围绕“深港合作”展开主题交流。香港经济学家、前香港岭南大学

校长陈坤耀亦在其中。三年前他受邀担任前海创新研究院长。

依托“创新之城”深圳，前海为推动深港合作积极探索，在打造优秀营商环境、

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法制创新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陈坤耀则带领团队完成了《前

海与香港金融体制一体化研究》等近 10 个研究项目，主持举办了几十场汇聚全

球行业领军人物的学术活动。作为在前海的香港人，陈坤耀尤其在沟通两地不同

意见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

近日，陈坤耀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就香港近 20 年经济发展情况、香港与内

地合作关系的变化、“一带一路”上的香港机遇、前海深港合作成效等话题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

香港应该在“一带一路”上找机会



时代周报：在过去香港和内地的经贸合作关系中，内地主要依托低生产成本提供

产品供应。你认为近 10 年香港和内地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坤耀：因为内地经济尤其是珠三角这个经济体已经成熟了很多，生产成本提高

了不少，导致内地作为香港的制造业基地这种模式，到了 2000 年左右已经不适

用了。2000 年以后，香港跟内地的合作趋势是现代服务业，因为这是内地经济

发展的方向，它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开始从简单的制造业转向现代服务业，

而香港又是亚洲最大的现代服务业中心。比如说，深圳的金融和科技发展很快。

在产业贸易方面，香港和内地的转运已经从传统模式转到保险、融资等其他商业

服务方面。另外转运模式也改变了，已经从在地转运变成离岸的转运。就是货物

不一定经过香港，但金融服务都是在香港进行的。所以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在改

变过程中寻求与香港有更多合作，应该是过去 10 多年两地合作的一个趋势。

时代周报：你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认为香港因为地缘优势适宜扮演中介人角色。

那么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香港应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参与其中？

陈坤耀：一直以来香港经济的发展就是靠它的中介地位，“一带一路”给香港提

供了一个担任新的中间人角色的机会，所以香港政府讲了很多次，香港的角色应

该是一个“超级联系人”。但问题的关键是联系什么人和怎样去联系？针对这两

个问题，香港在“一带一路”上应该找出它的机会。

在“跟谁联系”上，香港应该是内地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个中介。怎样利用“一带

一路”走出去，第一站就是东南亚。所以香港应该发展跟东南亚的关系。那么联

系什么呢？主要还是在金融和现代服务业方面发挥作用，因为这是香港最大的优

势，人才、经验和制度优胜于其他地区。此外还可以作为法律仲裁中心和数据中

心，因为香港的通信是最自由的。香港在管理工程方面也还做得不错，可以参与



进去。对香港来说，现在最好是和前海一起，把内地和香港的优势结合起来。前

海的先行先试加上香港的经验和制度，去扮演“一带一路”超级联系人角色，这

对香港来说，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时代周报：金融服务一直是香港强项，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集中于

资金融通、保险服务与服务创新三个方面，也都是香港的传统优势。但在融资功

能的拓展和创新方面，和新加坡相比，香港并没有显著优势。

陈坤耀：从金融中心来讲，香港和新加坡的条件差不多。但从作为“一带一路”

的中介来讲，香港如果能和前海合作，相比新加坡具备更多优势，主要是因为香

港有内地的支持。新加坡的优势主要在于联络伊斯兰地区，因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很多是伊斯兰地区，而新加坡和这些地区的关系更好。另外是他们在发展

金融科技方面也比香港更快更好。

时代周报：目前香港在积极参与到拥抱“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讨论

中，具体到香港商界的态度如何？

陈坤耀：目前来看，对“一带一路”的参与积极性，中小企业开始有兴趣，但香

港大的企业还在观望。因为他们的投资规模大，风险也大。其实这也是香港企业

的一个策略，因为香港企业的发展没有政府支持，所以他们会反应更慢一点。要

看到有更具体的机会和更低的风险，他们才会参与。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让他们

看到风险和回报相对等，并且是可接受的。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粤港澳大

湾区”，都需要尝试出一个模式。可以考虑政府有更多参与，甚至通过政府与私

人一同参与的 PPP 模式实现政府先行，让企业觉得风险可以预估了，然后再参

与。我认为可以借此作为一个开始，我相信香港商界也是非常灵活的，可以接受

官方或者半官方的形式。



前海制度创新有重大突破

时代周报：近期香港正式加入亚投行。此外，今年底港珠澳大桥通车在即，深中

通道和虎门二桥也开始动工，地理位置上香港和珠三角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你如

何看待这两件事对香港的影响？

陈坤耀：从大湾区来讲，基础建设中交通的联系是很重要的，对创造物流和人流

条件当然有利，但交通还是交通，如果制度上具体的操作不接轨，这个问题靠交

通也不能完全解决。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制度和操作方面的接轨。

加入亚投行当然是好的，香港作为会员，他可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作为“一带

一路”的融资中心，香港在这方面才刚刚加入，所以目前的影响还不太大，还要

再多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具体可以给香港带来哪些机会。

时代周报：前海自贸区是推动深港合作的重要抓手，你如何评价前海近三年在深

港合作试点方面取得的成果？

陈坤耀：过去几年，前海在制度创新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尤其在跨境人民币贷款

和双向融资业务方面取得的成果非常重要。从政策的创新来讲，前海已经做了很

多。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前海的实体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很多香港企业在前

海已经完成注册，但落地的还不多。因为前海的合作区建设是分步建立的，这有

它的好处，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是整体建起来的，而更多的企业希望看

到都建起来之后才考虑落地。

现在可以多做一点的是在专业服务方面，比如《普通法》的实行、会计制度的操

作方法的并轨。此外深圳和前海可以加强科技方面的合作，我相信两三年以后，

这个互补性会更加明显。因为香港的高等教育很强，有人才优势和对知识产权的

保护，不足是市场不大，以及没有科研的生态环境。而深圳的科研生态环境比香



港好得多，有很多大型企业从事科研工作，科技创业者即使失败，在深圳也有大

型公司去供他们去磨炼自身，但在香港没有。所以前海应加强和香港合作，思考

怎样结合两地优势。前海是一个先行先试的地方，我觉得在制度创新方面还可以

再大胆一点。现在香港大学在深圳有个研究基地，但规模还不太大。未来如果利

用好香港高校的研究能力，也有利于香港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能力提高。

（摘自《时代周报》2017 年 7 月 4 日 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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