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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財政預算，財政司司長扭轉過往「企業先行，政府跟進」的做法，以積極主

動的態度，擔當先行者的角色，深入參與國家經濟規劃，推動經濟發展。這種基

本上的角色轉變，反映特區政府在處理經濟問題上的範式轉移，一改殖民地時代

不干預的信條，有特別的象徵意義。 
 
積極不干預錯失發展良機 
 
過去香港在殖民地政府管治下，在借來的地方，借來的時間，政府不願承擔，亦

沒有耐性對經濟發展作長遠規劃。殖民地政府將這種短視和被動的政策，美其名

為「積極不干預」，論述為香港成功之道。但事實上，環顧亞洲發展得比較成功

的地區，政府無不擔當先行者角色，主導經濟發展。「積極不干預」在香港的成

功，只是在特定政治和歷史環境下的偶然而已。 
 
回歸後，雖然首任行政長官強調「中國好，香港好」，但深受殖民地經驗影響的

官員，緊抱着「積極不干預」教條，有時甚至「變本加厲」，刻意與「規劃」和

「干預」劃清界綫，以凸顯在一國兩制下香港的不變。回歸初期粵港合作陷於停

頓的階段，錯失了香港發展的良機，港珠澳大橋決策的反反覆覆，就是例子之一。 
 
被動參與只 會自我邊緣化 
 
雖然民間不斷有聲音，要求特區政府應在經濟發展採取更積極的態度，主動為香

港人開拓發展的空間，但政府的取態仍然是非常被動。例如新論壇的朋友，早已

向政府倡議參與國家的「十一‧五」規劃，但特區政府在規劃完成後，才按規劃

的要求，擬定出「十一‧五」規劃的行動綱領配合規劃。這種被動的參與方式，

不是被(內地)邊緣化，而是自我邊緣化。 
 
經歷了亞洲金融風暴、到今天的金融海嘯，社會進一步認識到「中國好，香港好」

的現實意義，特區政府不能繼續呆着等待中央的優惠政策。今次財政預算，政府

表明會擔當先行者，說明特區政府在十年的緩步後，最終放下了「不干預」包袱，

這是今次財政預算案的意義所在。 
 
加強研究內地填補空白 
 
然而，由過去的被動變為現在的主動，掌握參與的話語權和主動權，特區政府還

有多方的配套急需配合，以填補過去的空白。第一，用內地的術語「沒有調查研



究，就沒有發言權」，由於過去的不重視，缺乏研究的基礎，政府對內地的了解

與現實的需要存在嚴重的落差。故此，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必須加強政府內部以

及香港民間智囊組織對內地的研究，為參與規劃提供準確的資訊，掌握參與的主

動性。 
 
第二，特區政府應充分發揮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城市的優勢，大膽向中央提出

合法合理的要求，爭取對外交流的空間。例如：特區政府可向中央爭取參與東盟

等國際性組織，凸顯香港的特色和優勢。否則，香港與內地的融合，只能局限在

珠三角的層次，自我邊緣化成為廣東的香港，而不是中國的香港，浪費香港國際

都會的特色。 
 
最後，香港除在現有的機制上加強與內地的協調外，亦要思索香港與內地省市的

合作機制，擬定區域合作的框架，令香港與內地的交流更暢順和合理，提升區域

協作的效益，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格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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