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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她就不再屬於西方陣營，在政治、經濟上都

將是中國的一份子。因此，除非西方國家可以依然透過香港自中國吸取

財富，否則就必然會逐漸放棄經營香港。「特區」之「特」，是為了保護香

港人民的利益。香港人如果只在特權的保護下，遠遠的指手劃腳，顯然

是不負責任的。隨x香港及內地的改變，香港人民很可能會選擇不要

「特」了，不要「兩制」了。這種變化不是不可能的。

1997年7月1日香港將要回歸祖國，下面就三個大家關心的問題略抒淺見：

一、香港是否會繼續繁榮？二、中國對香港，香港對中國的影響會怎樣？三、

所謂「五十年不變」是甚麼意義？

繼續繁榮

在短期的將來，香港大概會繼續繁榮與安定。香港的經濟發展，已與大陸

的經濟發展緊密結合，中國的經濟看來還會繼續成長，因此香港也會繼續繁

榮。在健康的經濟狀態中，加上已經成型的健全法制，香港社會的安定也是可

以預期的。

港人有許多優點，助成了這些年來香港經濟的繁榮。例如勤奮、守法、靈

活的頭腦、高水平的英語⋯⋯，這些都是港人的長處。但嚴格說來，內地的中

國人也有這些優點。內地的中國人也一樣十分勤奮；在法禁明確的情況下，一

樣循規蹈矩；頭腦不比一般港人差；英語水平也在慢慢趕上。因此可以說，香

港成功的主要原因，實是因為香港處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國際關係位置上，而

且又得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帶動。在地理位置上，香港歷年來幾乎是中國對外的

回歸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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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窗口；在國際關係的位置上，香港是西方國家的前哨。主要是這些特殊因

素，促成了香港今日的繁榮。

香港有不少大財團及富豪，這些年來贏利纍纍。這些跨國性的財團也從事

香港地區以外的投資。可是大體而言，他們在香港地區以外的投資都不甚順

利。這說明了在正常國際金融貿易的運作情況下，他們的能力並不高人一等。

只有在這÷，運用特殊的地理及人事關係，利用內地尚未蘇醒的人力物力資

源，才使得他們獲得暴利。短期內，這一特殊因素可能因香港的回歸而得到更

有利的發展。可是從長期看，卻會退減。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中國的開放政策使中國對外的窗口愈來

愈多，同時內地的中國人也愈來愈懂得如何與外國人打交道。內地中國人的外

語水平已愈來愈高，將來某些城市的水平甚至會超過香港。不過這些發展已經

開始，與香港是否回歸祖國並沒有甚麼關連。

另一個原因卻比較不同，當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她就不再是英國的殖民

地，因此也就不再是西方國家可以控制的戰略前哨。香港將不再屬於西方陣

營，在政治、經濟上都將是中國的一份子；相形之下，新加坡雖是獨立國家、

雖是華人當權，可卻是西方陣營的一份子。因此，除非西方國家可以依然透過

香港自中國吸取財富，否則就必然會逐漸放棄經營香港。

由此可知，從長遠看，香港的命運與內地的發展是會結合得更加密切的。

香港的繁榮就看香港是否能從目前的經濟力量投入推動中國內地的發展。這包

含q一種心態上的改變，亦即不再是暫時自中國內地吸取財富而後轉移到外國

去，而是投入生根到中國國內。這個挑戰雖然十分艱鉅，但同時卻內藏q十分

美好的前景。

相互的影響

中國內地與香港會有甚麼相互的影響？這÷不預備討論政治經濟大層面上

的影響。因為在那樣的大層面上，主動權在北京，如果北京要影響香港，香港

是無法抗拒的。但北京大概不會這樣做。我們在這÷討論的，是一些透過交流

所造成的社會影響。

香港人非常關切的是，內地的腐化作風會不會因回歸而蔓延到香港？這是

很難作樂觀的否定回答的。因為就習性而言，港人的腐化本質與一般內地人差

不多。在國外的華人社會中，香港華人的表現並不比其他華人高明。這些年

來，香港社會風氣比以前潔淨多了，可是腐化的根仍然存在。香港回歸之後，

由於得到內地腐化勢力助長，香港自然會有更強的腐化傾向。所以這一方面確

需大家警戒努力，才能維持香港相對的清白。

在文化方面，內地應該會為香港帶來一些更好的影響。香港基本是一商業

城市，文化雖然華洋俱陳，但卻相當淺薄。隨便到香港的書店看看，再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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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台灣的書店相比，就可以感覺出氣息之不同。從小學教育開始，港人就不

知在文化上應如何認同，不十分清楚根在何處，因此就缺乏一種文化上的自

信。回歸以後，這方面就可以落實一些。當然，香港既然一直是英國殖民地，

港人的「洋」修養，也可以因更多的交流而影響中國內地。可是中國太大，香港

能起的影響畢竟有限。

香港最能影響中國內地的，是在政治經濟層面上的示範作用。無論是經

濟運作方面，抑或是民主、法治、言論自由方面，香港都可以對內地起一種

啟發及示範作用。不是去鼓吹、宣揚，而是以實際的存在傳達這些信息。成功

的表現固然是一種可貴的信息，即使是失敗的、荒謬的表現，也可以作為借

鏡，對內地也是一種可貴的信息，因為這些表現正是「中國國情」範圍以內的

表現。

「五十年不變」

對「五十年不變」這句話的理解應是：北京50年內不干涉香港本身的發展。

但這並不是說香港在這50年內一直維持現狀。香港必須年年隨q時代的進步而

改變，但如何改變應由香港人民自己決定。

香港是一特區，這使香港在中國內部享有不少「特」權，例如：港人不向中

央納稅。像美國這樣的聯邦，每一州的居民都要向中央政府納稅。香港雖受解

放軍保+，但港人卻不用服兵役。港人雖不盡這些國民應盡的義務，可是在中

央卻有人民代表，也可以在中央及其他地方政府參與全國的治理。港人可以自

由到內地旅行，而內地人民到香港來卻要受極大的限制。這些特別照顧，香港

人應加以珍惜。

江澤民說過「井水不犯河水」，就是提醒港人要知分寸。「特區」之「特」，是

為了保護香港人民的利益。如果香港人民願意選擇不要「特」權，就不存在井水

河水之分了。本來中國人自應有權管中國人的事，以及討論、批評中國的一

切。可是誰真的要管，就得負責任，要肯與比香港收入相差數十倍的全中國人

民同甘共苦，設法解決中國面臨的艱難問題。如果只在特權的保護下，遠遠的

指手劃腳，顯然是不負責任的。看來大多數香港人還是願意有特權的，那麼還

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好。

在愈來愈多的交流之後，隨q香港及內地的改變，香港人民很可能真會做

出選擇不要「特」了，不要「兩制」了。這種變化不是不可能的。但關鍵在於，這

必須是香港人民自己的選擇。

我們真希望香港人民會早早作出這樣的選擇。

謝定裕　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