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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規劃與香港之一 
 

『十四五』規劃與香港經濟發展方向 
                                 

3 月 1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

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正式出爐，對今後 5 年及 15 年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在涉及香港部分，『十四

五』規劃繼續強調要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其實自香港回歸以來，

香港經濟與祖國內地的聯繫越來越密切，國家的支持既是過去香港取

得成就的主要原因，也是未來香港再創輝煌的重要保障。隨著『十四

五』規劃的有序推進，香港與內地的經濟互動有望進一步加強。香港

要把握好國家的大政方針，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取得經濟增長新

動力。 
 

一、主要特點與發展目標 
 

『十四五』規劃作為指導今後 5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綱領性

文件，明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和核心任務，包括建立可持續

的增長模式、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優化區域經濟佈局、以及堅持創新

驅動等。總體上來說，本次五年規劃體現出“低”目標下的“高”標準，

是中國經濟增長邁向追求發展質量的具體體現。 
 
一、不提五年經濟增速目標，關注就業和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本

次規劃綱要沒有确定五年經濟增長目標，但提出『十四五』期間會

“各年度視情提出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強調未來要使“增長潛力充分

發揮”。而宏觀政策上，規劃則提出要繼續為市場主體紓困，保持必

要支持力度，不急轉彎，但也要根據形勢變化適時調整完善。穩定的

就業市場仍然是政策關注的核心，報告指出就業優先政策要繼續強化，

聚力增效，城鎮調查失業率將控制在 5.5%以內。同時，規劃也提出了

全員勞動生產率要高於 GDP 增長的要求，並指明通過改革和創新提升

效率將是可持續增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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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十四五』規劃綱

要提出要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加快國有經濟佈局優化和結構調整，

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同時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面

完善產權制度，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

在對外開放上，目標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同

時，規劃也提出，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

機結合起來，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全面促進消費，

拓展投資空間，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三、優化區域經濟佈局，完善新型城鎮化戰略。『十四五』規劃

綱要提出要發展壯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完善住房

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具體而言，要紮實

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

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高標準、高質量建設

雄安新區，優化區域經濟佈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農村發展方面，

規劃綱要提到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

化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加快農業轉移

人口市民化，目標是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 2025 年的 65%。 
 

四、堅持創新驅動，加快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發展。『十四五』規

劃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打好關鍵核心技術

攻堅戰，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 7%以上。

規劃還將“加快數字發展建設數字中國”作爲獨立篇章，圈定了雲計算、

大數據、物聯網、工業互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和增強現

實等七大數字經濟重點產業，目標 2025 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值佔

GDP 比重達到 10%。而在綠色發展方面，本次規劃提出要加快發展方式

綠色轉型，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單位國內

生產總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降低 13.5%、18%，森林覆蓋率力爭

達到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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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 

類別 指標 2020  2025  年均/累計 屬性 

經濟

發展 

1.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2.3 — 
保持在合理區間、各

年度視情提出 預期性 

2.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 2.5 — 高於 GDP 增長 預期性 

3.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60.6* 65 — 預期性 

創新

驅動 

4.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增長(%) — — 
＞7、力爭投入強度高

於“十三五”時期實際 預期性 

5.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件) 6.3 12 — 預期性 

6.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 7.8 10 — 預期性 

民生

福祉 

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 2.1 — 與 GDP 增長基本同步 預期性 

8.城鎮調查失業率(%) 5.2 — ＜5.5 預期性 

9.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0.8 11.3 — 約束性 

10.每千人口擁有執業(助理)醫師數(人) 2.9 3.2 — 預期性 

11.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 91 95 — 預期性 

12.每千人口擁有 3 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個) 1.8 4.5 — 預期性 

13.人均預期壽命(歲) 77.3* — 〔1〕 預期性 

綠色

生態 

14.單位 GDP 能源消耗降低(%) — — 〔13.5〕 約束性 

15.單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 〔18〕 約束性 

16.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 87 87.5 — 約束性 

17.地表水達到或好於Ⅲ類水體比例(%) 83.4 85 — 約束性 

18.森林覆蓋率(%) 23.2* 24.1 — 約束性 

安全

保障 
19.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億噸) — ＞6.5 — 約束性 

20.能源綜合生產能力(億噸標準煤) — ＞46 — 約束性 

數據來源：中國政府網站，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 
備註：①〔〕內為 5 年累計數；②帶*的為 2019 年數據。 

 
二、涉及香港經濟的規劃安排 

 
在涉及香港和澳門的部分，『十四五』規劃沿襲了『十二五』、

『十三五』規劃單列專章的安排，繼續強調要保持香港及澳門兩個特

別行政區的長期繁榮穩定發展(第 61 章)。與『十三五』規劃相比，

『十四五』規劃中關於香港部分的描述既有相一致的地方，又加入了

不少新內容，具體來看： 
 

繼續支持香港保持傳統經濟強項。『十四五』規劃一如既往支持

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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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

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同時，

規劃支持香港和各地繼續展開交流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等。 
 

鼓勵香港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相比於『十三五』規劃，『十四

五』規劃新增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支持香港成為全球風

險管理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在科技創新方面，由『十三五』規劃的“支持香港發展

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轉變為『十四五』規劃的“支持香港

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顯示香港在國家科創版圖上重要性大幅提

升。 
 

更加強調與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

港參與、助力國家全面開放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更加強調要深化

內地與香港經貿、科創合作關係，深化並擴大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

聯互通。報告還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高質量建設粵港澳

大灣區，深化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推進深圳前海、珠海

橫琴、廣州南沙、深港河套等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設。 
 

三、兩地經濟關聯度將提升 

 
香港經濟對內地的依存度極高。在每日消耗的基本生活物資方面，

從自來水到活家禽和蔬菜，內地都是香港唯一或者最大提供方。從具

體產業來看，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即貿易與物流、金融、旅遊、專

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佔香港經濟總量將近6成，內地的支

持都是其能發展壯大的最主要原因。隨著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
等建設的穩步推進，香港經濟與內地的關聯度在『十四五』期間有望

進一步提升。 
 

1、對外貿易 
 
從外貿角度來看，與中國內地的外貿活動佔香港總外貿活動的一

半以上。改革開放以來，內地製造業實力顯著增強，尤其是 2001 年

加入 WTO 之後，得益於廉價的勞動力成本，迅速成為世界工廠，目

前已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香港擁有天然的深水良港，又與內地

毗鄰，自然就成為了內地進出口貿易的重要港口。自 1985 年起，內

地就超過美國成為香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到最近幾年，與內地的外

貿活動佔香港總外貿活動的一半以上。據香港政府統計，2020 年，香

港 53%的轉口貨物原產地為內地，而 59%則以內地為目的地，對外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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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活動與內地關係極為密切。 
 

從香港與內地的進出口同比增速來看，兩地貿易走勢趨於一致。

以進口同比增速為例，在 1954-1989 年，內地與香港進口同比增速的

相關係數僅為 0.28，接下去的三個十年裡，相關係數分別為 0.43、
0.90 和 0.95，不斷上升。從出口同比增速的相關係數來看，也能得到

類似的結論，在 1954-1989 年，內地與香港出口同比增速的相關係數

為 0.37，然而最近二十年相關係數維持在 0.9 以上。我們預計，隨著

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加速和『十四五』規劃的政策支持，香港與內地在

對外貿易上的關聯度存在進一步上升的可能。 
 

圖 1：中國大陸與香港進出口同比增速及相關係數（%） 

   
數據來源：Wind，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 

 
2、旅遊零售 

 
在旅遊業方面，近年來內地遊客佔全部入境香港遊客近8成。旅

遊業是香港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也是香港賺取外匯的重要途徑之一。

以產業增加值的角度來計算，香港入境旅遊業增加價值由2000年213
億元躍升至2018年983億元，平均每年增長8.9%，高於本地生產總值

4.3%的年均增幅，對香港經濟增長貢獻巨大。從旅客數量來看，入境

遊客從2000年的1,306萬快速增長到2018年的6,515萬人，其中，得益

於2003年開放“自由行”政策，內地遊客來港數量大增，從2000年的

379萬人上升到2018年的5,104萬人，佔總遊客的比例也從29%提升到

78.3%。 
 
大量內地遊客的到訪，直接為香港創造了 16-18 萬個工作崗位。

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發布的《2018 年香港旅遊業統計》，2018 年造訪

香港的內地遊客為香港提供了 72%以上的旅遊消費。另據香港智經研

究中心的估算，以 2018 年的數據來看，入境旅遊業帶動了本地大致

22.5 萬人的就業，當中大部分(83.1%)從事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

這些行業中多數工種所需技術較低，為基層員工生計所在。按照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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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佔比 78.3%、消費佔比 72%來估算，內地遊客為香港創造了 16-
18 萬個就業崗位。『十四五』規劃新增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等內容，為香港旅遊業的發展注入了新動力。 
 

圖 2：內地和其他地方訪港旅客人次及內地旅客佔比 

 
數據來源：Wind，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 

 
3、金融市場 

 
內地企業全方位的金融需求助力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由於背

靠大陸，又有制度上的優勢，香港一直被當作內地企業在境外股權融

資、債券融資、銀行貸款等的首選，內地企業對香港金融行業的發展

壯大貢獻顯著。以股權融資為例，截至 2020 年底，共有 2,538 家企業

在港交所上市，總市值超過 47 萬億港元，其中來自內地的企業共

1,319家，超過一半；以市值來計算，內地企業更佔到 80.1%。源源不

斷的內地企業，不僅為港股帶來了新鮮血液，也為香港金融機構、諮

詢機構帶來了大量高端就業崗位，是香港得以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一

個重要原因。 
 

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也

離不開內地的支持。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已有十多年曆史，重大

的里程碑包括2004年香港銀行為個人客戶提供人民幣服務，2007年香

港發行人民幣債券，2009年推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2014年滬

港通，2016年深港通和2017年債券通等。這些政策的出台和順利實施，

無一不是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2020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香港

金融管理局及澳門金融管理局宣佈在大灣區開展雙向跨境理財通業務

試點，必將進一步鞏固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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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 
 

圖 3：在港交所上市的內地和其他企業市值及內地企業市值佔比 

 
數據來源：Wind，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 

 
四、『十四五』規劃下香港經濟發展方向 

 
香港背靠祖國、面向國際，在國家雙循環發展格局和『十四五』

規劃支持下，經濟發展前景廣闊。我們認為，香港應當根據國家『十

四五』發展目標以及香港自身的經濟特點，尋找自己的角色，找准新

的定位，具體可以重點在以下四方面進行資源整合，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以期取得增長新動力。 
 
第一、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助力國家邁向高質量發展。香港

在過去一直扮演著內地與國際間資金融通橋樑的角色。隨著國家深化

改革開放，金融市場將更廣更深地與國際市場對接，將會促使更多國

際投資者，以各種方式參與內地市場。香港應該在『十四五』期間鞏

固自身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金融服務上不斷開拓創新，更好服務

實體經濟。在助力人民幣國際化和防控金融風險方面，香港應擔當起

試驗田和防火牆的角色。同時，在內地發展綠色債券和綠色金融方面，

香港優勢顯著，要努力發展成為大灣區綠色金融的先導者，助力國家

邁向高質量發展。 
 

第二、建設國際科創中心，配合國家創新發展戰略。雖然近些年

內地科創產業投入巨大，科技成果轉化量質齊升，但是仍然存在基礎

研究不夠、原始創新能力不足、創新人才機制未臻完善等問題。而香

港擁有頂尖的基礎科研力量，原始創新能力居亞太區前列，四大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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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世界大學 50 強。同時，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對全球科研人才的

吸引，以及一流的金融配套服務等方面也優勢顯著，與內地正好優勢

互補。在『十四五』期間，香港應該更好配置資源，全力打造國際科

創中心，為國家的科技自立自強作出貢獻。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也將

優化自身經濟結構，並開拓新增長點。 
 

第三、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服務國家雙循環戰略。香港以貿

易起家，外貿活動一直處於香港經濟活動的核心地位，跨國資本與跨

國商業網絡在貿易活動中逐漸構成了香港的基本市場結構。在『十四

五』期間，香港應發揮國際貿易中心的功能和專業服務優勢，滿足內

地對高端服務業的需求，同時利用好香港現代化的制度體系，幫助內

地構建對外開放新體系。此外，香港還應堅持對外開放視窗功能，成

為“一帶一路”國際服務樞紐，推動跨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在提

升自身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同時，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國

際循環的促成者。 
 

第四、深化並擴大與內地的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隨著中國經濟

體量的擴大及其在全球經濟佔比的上升，香港經濟與內地的關聯度有

望在『十四五』期間進一步提升，與內地更好地協作發展就顯得尤為

重要。香港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繼續深化並擴大與內地的交

流合作，尤其是要利用好大灣區建設這個最佳切入點，帶動資本、技

術、人才等要素參與“雙循環”，增強自身在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

功能，並在金融創新、科技產業、區塊鏈、數字人民幣等方面與內地

協同發展，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