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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與繁榮乃香港今後希望達到的目標，而要臻至於此，中國傳統

文化的「中道」原則就起了指示的作用。中道原則指出事物的發展宜保持

一適當的平衡（並非絕對的平衡），這有助於穩定；而只有具備穩定的這

一先決條件，香港才有機會邁向繁榮。政策應隨環境的改變而作適當的

調整。對整個社會經濟而言，「適當的介入政策」似較故步自封的「不干

預政策」更加有利。香港與內地的兩利互補關係提供了香港在二十一世紀

發展的良好條件，如能配合中道原則，香港的前景將會更加美好。

對中國人來說，1997年7月1日是一個值得特別慶祝的大日子，因為在這一

天，中國用和平方式成功的收回了在十九世紀為英國所佔領的國土——香港。

從這一天起，中國將對這塊掛了百多年米字旗的地方重新恢復行使主權，中國

的國旗從此永遠的飄揚在這一塊曾經失落了一段長時期的領土上了；作為中國

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亦踏上了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康莊大道。

兩利的互補關係

自內地開放以來，香港工商業與內地的關係日漸親密，雙方的互補關係更

愈漸明顯。從投資金額來看，香港工商業目前在內地仍為最重要的投資者，投

資項目從早期的加工與酒店而逐漸擴大至服務業、金融、地產、基礎設施；另

一方面，內地企業紛紛在香港設立對外經營的基地，內地的製造業也陸續在香

港股票市場上市，以達融資的目的。香港與內地都具有彼此的比較優勢，透過

兩地的合作，必然能達到「兩利局面」。根據中國傳統的陰陽學說來看，香港與

內地各具有利的剛柔兩類因素，香港的柔性因素較強，而內地的剛性因素則佔

優，兩地工商業的結合就自然形成了剛柔相濟的情況，從而產生了新的動力。

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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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的工商業不僅只有互補的關係，也有競爭的對立關係。不過從

整個中國的觀點來看，互補與競爭對整體都是有利的，只要競爭的關係是建築

在公平的基礎上就行了。

中道原則為發展之道

穩定與繁榮乃香港今後希望達到的目標，而要臻至於此，中國傳統文化的

「中道」原則就起了指示的作用。事物的發展既不「過」也無「不及」就是中道，也

就是孔子所講的中庸之道。事物的發展若超過了一定限度就會轉向反面，

《易經》與《老子》都提出了這一傳統的智慧。中道原則指出事物的發展宜保持一

適當的平衡（並非絕對的平衡），這有助於穩定；而只有具備穩定的這一先決條

件，香港才有機會邁向繁榮。未來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應留意以下幾個有助

穩定發展的適當關係：

一、經濟結構應有一適當的平衡。只集中發展服務部門而忽略製造業部

門，這將不利就業，也不利穩定與二十一世紀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

二、工資增加率與通貨膨脹之間應有一適當關係。工資增加率落後通貨膨

脹率，不利購買力的維持；反之，工資增加率高於通貨膨脹率，則有加深通貨

膨脹的可能。

三、通貨膨脹率不宜長期性高於存款利率。兩者之間應維持一適當的關

係，否則不利儲蓄意欲，人們會紛紛尋求資產的保值行動，助長了投機之風，

不利資源的適當運用及分布，不利固定工資收入者與年老退休者，最終會造成

社會分化，不利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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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業投資與物業投機活動乃為市場經濟的正常行為，不過當物業投機

活動變成了整個社會的風氣與活動焦點時，過多的資金只會投放在物業市場，

而能增加社會生產力的部門卻因此得不到適當的發展，不利穩定。

五、樓價上升率遠高於工資上升率時就有加深通貨膨脹率的可能，不利中

產階級的發展與生活素質的改進。

六、土地供應增加率與樓房需求增加率應維持一適當的比例關係。

七、競爭與壟斷的適當分布。壟斷性過高的市場結構不利競爭，也不利消

費者的利益。反之，某些需要壟斷性經營才能具有經濟效率的部門，若採取完

全放任性的競爭方式則又未必對消費有利。

八、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之間應有一適當的平衡。社會福利高於經濟增長

的承受能力時，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也不利私人投資活動，但過於落

後也不利社會的穩定。

九、中英文在社會上的地位應有所平衡。只有對自己本身的傳統文化與語

言的肯定，才能受到別人的肯定；尊重自己的語言，也才會受到他人的尊重。

唯此，自卑感才會消除，從而產生自尊與自信；亦只有這樣，才能產生創造

力，有助於長期的開拓與發展。

十、政府的「不干預政策」與「適當介入政策」應有一合理的平衡。「不干預

政策」只有在市場結構充分發揮競爭機制時才算合理，否則就應考慮適當介入以

維持競爭機制的作用與穩定經濟的運行。當市場違反公平競爭時或市場缺乏自

由競爭條件時，例如有賣方壟斷或買方壟斷的情況，政府就應介入加以糾正。

當經濟波動較大時也應採用經濟手段來縮小波動的幅度，以達穩定的目的。如

果香港要發展高科技，單靠政府的間接性協助未必能奏效，應考慮追隨鄰近地

區所採取的優惠稅政策才能產生刺激力。如果要吸引跨國公司來港發展高新科

技與建立地區管理總部，除實施優惠稅政策外，尚需穩定經營成本。過去曾經

見過功效的「不干預政策」，在目前與未來的環境未必有效，政策應隨環境的改

變而作適當的調整。對整個社會經濟而言，「適當的介入政策」似較故步自封的

「不干預政策」更加有利。這世界其實並無真正完全徹底的「不干預政策」，差別

只在於政府介入的程度。不過，過多的介入顯然對私人部門的積極性有不利影

響。不應干預的就不干預，應適當介入的就介入，這才是發展之道。

整個社會經濟是一個大系統，其中有若干子系統或部門，而各部門之間又

存在3相互影響的關係。因此，當其中某些部門出現了不適當的不平衡現象

時，就必然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經濟的穩定性。作為現代的政府，不可忽視祖先

遺留下來的傳統智慧。香港與內地的兩利互補關係提供了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發

展的良好條件，如能配合中道原則，香港的前景將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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