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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匆匆，不知不覺間，香港已經回歸 15周年了。筆者作為一位前政府資深公務員，

回想起香港回歸前後 30年的崢嶸歲月，真有恍若隔世之感。在星光燦爛之夜，欣然命

筆，權當一個過來人的心路歷程，為這段偉大的歷史留下一鱗半爪的追憶與議論。 

 

    回歸前大喜大悲 

 

    人們常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回想起回歸前 15年(即 1982年)的香港，真是

兩個不同的世界。早年香港被形容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殖民地政府相當強

勢，立法局成員全部由港督委任，除外籍官員外，其他非官守成員多為英資銀行大班、

工商財經界的精英，或來自少數的華人大家族。 

 

    當然，港英政府在經濟上也是有一番作為的，當時的香港，已發展成為亞洲工商業

發達的四小龍之一。 

 

    1982年中英談判展開之初，香港人經歷了大喜大悲的波動。筆者當時已經是一名

公務員，一位「闊佬」好心地透露：「我收到英國駐華大使館老朋友的急電，說一切已

『搞掂』，英國提出『主權換治權』的建議得到接納，香港 50年不變。我剛剛入了 500

萬港元的豐股票，你也快點拿錢入市吧！」 

 

    筆者剛巧在電視上看到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跌一跤，就說：「還是等

戴卓爾夫人來港宣布結果後再入市，賺少點總比冒險好。」這話不幸而言中了，其後在

宣布結果當晚，立即造成了重大的政治衝擊。 

 

    當時筆者與太太正在大埔康樂園作客。晚飯後，主人家帶大家參觀屋苑內的生活設

施，走入超市時不禁大吃一驚：一排排貨架上的食品和日用品，如：食米、廁紙等，全

部都被搶購一空！這個效應並引發往後數年的移民潮及前途信心的問題，地產和股票市

道也受牽連而大跌，整個香港頓時變得黯然失色！ 

 

    回歸後移民潮逆轉 

 

    不過，維持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畢竟是大家的共識。隨過渡時間表成既定事實

後，港英政府也展開了一系列的改革，提升市民的參與度，讓一些基層出身的人才也被

招攬，包括：在木屋區長大的港大畢業生，其後擔任生力啤酒公共關係經理的陳英倫，

獲提拔為立法局議員；此外，九巴車長出身，大家所熟悉的黃霖(我們稱為黃霖叔)也被

邀出任立法局議員。不過，及至回歸前夕，權力依然集中在港英政府和英資商人手上。 



 

    共同努力創輝煌 

 

    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使香港製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的工業)北

移，既幫助了深圳、珠三角和廣東急速發展，也成為了香港工商業積極轉型的推動力。

同時，在 1992年基本法通過和落實後，市民很快了解到大局已定，香港定會在回歸後

繼續有好日子。於是移民潮逆轉，不少移民外國的港人紛紛回流香港。這是自 1967年

文革後，第二次財產大轉移。 

 

    可惜的是，在 1997年前後，不少回流香港的中產人士，除了失去以往的高薪厚職

外，由於移民前須廉價賣出多年建立的家園，回流歸來後住宅樓宇已大幅升值，只夠錢

買回一個浴室，能大屋搬細屋已經算是幸運的了。 

 

    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九七回歸前後的一段時間，香港的經濟、信心、樓

價及股市都創下歷史性高峰。很多香港人當時心中飄飄然，以為香港比起其他國內外城

市是最了不起，是高人一等的「超人」。他們都沒有估計到危機又一次來臨，回歸不久，

香港就受到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 

 

    接，又是禽流感襲港、非典爆發，令樓市和股市再次陷入谷底，更引發負資產狂

潮。好在香港人還是擁有處變不驚、頑強奮鬥的精神，當時我親眼看到很多落泊的中產

人士、失業的中層經理再次以拼搏奮鬥的精神，捲起衣袖做小販，在跳蚤市場做小買賣，

令人佩服之餘，更覺得香港仍有希望。 

 

    接下來的事情大家都耳熟能詳了，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香港又一次出現反彈，經

濟回復增長，民生有所改善，市面一片繁榮。本人深信經歷了這些風風雨雨和經濟起伏

的港人，對未來之路該怎樣走，應該有了更為清晰的方向，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一定

能夠在上述的基礎上，為香江傳奇再續輝煌燦爛之新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民政事務局前局長藍鴻震藍鴻震藍鴻震藍鴻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