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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時期，香港靠信息獲勝，當年在中國內地最

需要外匯，但是當時內地根本不了解外部市場的需

求，不了解歐洲，也不了解美國，彼時的香港人充分利

用了信息優勢，到內地去進口物品，轉口貿易去海外，

甚至直接到中國內地投資建廠，生產在歐美、日本等

發達國家最受歡迎的產品，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

香港在第一階段取得良好發展。

第二階段是1994年開始的，彼時青島啤酒在香港

上市，此階段中國內地需要什麼？是資本。內地透過香

港市場，獲取了全球各地的資本，與此同時，香港與此

相關的專業服務業獲得極大繁榮。

時至今日，劉寧榮認為，已進入第三階段，就是內

地一直在強調的：創新階段。在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下，

美國要跟中國脫鈎，跟中國產生科技上的冷戰，在這

種科技冷戰之下，香港如果能夠確保它的特殊地位，

那麼香港仍然能夠吸引到全球人才在這裏進行源頭

創新，這對中國內地而言，仍有巨大意義。

事實上，將此三視角放在一起，劉寧榮認為，這三

個關鍵詞（信息，資本，科技）對香港未來發展仍會起

到的關鍵作用。

首先是信息，時至今日，內地仍無法獲得全球的

信息，例如，劉寧榮提到，中國內地企業在Chat GPT

的發展上，仍會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點是資本，劉寧榮指，中國內地資本還是受

到種種限制，在香港則沒有這個問題，“香港可以跟

全世界的金融機構聯通，今天不管你是取出50萬還是

100萬，只要賬戶裏有錢，香港銀行不會拒絕。”

第三點則是一個全新的機會，在創新領域裏，劉

寧榮希望香港扮演一個所謂“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我強調，第一，香港現在必須成為一座橋，且不是一

座平的橋，而是‘拱橋’，橋中央必須突出，且能夠鏈

接內地及海外，而且在鏈接時就要看到內地的需求與

海外的需求。其次，香港這座橋要變寬，交流的領域不

能受到太多限制。”

而今時今日，劉寧榮認為香港在建立“高等教育

樞紐”，“大健康服務中心”等領域，都擁有得天獨厚

的條件。“現在內地人這麼有錢，他們需要什麼？如果

他們不需要到台灣或中東的迪拜去進行醫療旅遊，在

香港北部區就有一個非常好的醫療中心，那麼可以吸

引多少內地的有錢人來？”

劉寧榮認為，可以將北部區變成香港特別行政

區裏的特區，“如果我們可以吸引全球各地人才到北

部都會區內的大學讀書，那麼在某種程度上不會影

響到港人升學；建立醫療中心同理，你可以請到全球

的醫療專家，但是這些醫療專家不需要到香港（落

地）的，這個醫療中心，也不會影響香港醫療界目前

的利益。”

資本不再，香港如何續寫往日故事？

對於“外資撤離”，劉寧榮則指，“《國安法》很重

要，但如果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的話，如果把它當作

一把劍，是否可以掛在那裏，掛高一點？”

“其實我今天也分享過，香港既然是一個國際大

都市，它是中國的一部分，又與內地其他城市不一樣，

那就要發揮它的‘超國際’功能。”劉寧榮認為，“超

國際”功能，即是讓美國人、讓歐洲人在這裏賺到錢，

“他們賺到錢了，自然就會生下根來了。”

劉寧榮指，過去三年，香港 很多金融界專家，

尤其是海外的專家撤到新加坡，但很多新加坡的專

家 撤去了杜 拜，或 許在疫 情之下，這些專家們向往

最自由的地方，但是 今 天 疫 情管控已經 結束了，事

情就回到原點，即哪裏能夠給國際投資者投資的機

會、投機的機會，他們就會去往何方。“所以一定要

讓美國人的腿，讓歐洲人的腿，讓英國人腿深深紮

在香港。”

或許，本文以港大教授陳志武早在2003年的一篇

《資訊自由與香港的經濟未來》中提到的觀點作為結

語，再合適不過：香港最重要的是“制度資本”，香港

的制度以法治、新聞自由和經濟自由不干預為中心，特

別新聞自由一直是其政治、法律和經濟基礎設施的核

心。這些無形的制度和傳統是香港最好的資產，也是

特區繁榮的最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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