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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架


這些年，經常聽到經濟學家說：中國和香港
要經濟轉型。經濟轉型的意思是：由低增值的工
業生產為主，轉型至高增值的服務業、創意產業
及知識產業為主的經濟。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開始發展時，通常是
從事低增值的工業生產。中國由1978年的開放改
革開始；香港更早，由1960年代開始。當時，中
國有數以億計的農民，香港有數百萬人自二戰後
南來，提供 「人口紅利」，令經濟飛躍增長。

內地經濟增長年逾7%
這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每年增長7-10%，

在經濟學上，這是高增長率，是歷史上罕見的奇
。香港當年沒有統計數字可稽，但增長率肯定
不遑多讓，才養得起不斷增加的人口。經濟規模
越來越大，要維持高增長便越來越困難。這五年，
中國能 「保八」──即年增長率在8%或以上，是
另一個奇。

中等增長率是指每年增長4-6%。低增長率則
是2-4%。別以為低增長便不好。一個規模龐大的
經濟，如美國，2%的增長的總值，可能高過中國
的8%增長。何況，只要每年都有增長，年增長率
低，其他經濟問題，如通貨膨脹、樓房泡沫，便
不會太嚴重。低增長率反而有助 「可持續增長」。

香港工業北移後，便進入中等增長。回歸後，

因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及2003年的SARS影響，
已經墮進 「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未能恢復。中
國呢？去年起，中國經濟增長率已下調至7%。國
內國外都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高增長階段
已經過去。未來幾年，中國經濟應進入中等增長
率的階段。悲觀的甚至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過早
進入低增長率階段。無論是中等或低增長率，中
國都面臨 「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

成功轉型並不容易
中國、香港經濟要避免墮進 「中等收入陷

阱」，從高增長過渡到中等增長、再過渡到低增
長而高收入的社會，全看能否經濟轉型，可見經
濟轉型的重要。可是，要成功轉型，並不容易。
世界銀行的研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
數十個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只有十數個進入了高
收入社會，大多數長時間身處 「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增長停滯不前，甚至倒退。

在高增長階段，政府可以袖手旁觀，讓市場
發揮力量、自行調節，政府只須間中微調政策，
保持投資環境開放、公平，經濟便可蓬勃發展。
經濟轉型則不行，政府必須有所作為，主導及帶
領產業升級。方法包括：增加投資基礎設施如道
路、通信網絡等；改革教育制度，培養知識勞工，
因為人才是知識經濟最重要的資產；此外，尚要

建立健全的法規、中國還要改革稅制、解決轉型
期間出現的種種民生問題：如社會分化、貧富懸
殊等等，更要靠政府培訓低技術勞工轉業、改革
社會保障的 「安全網」以防止社會不安和動盪等。

這種種都是艱巨的工作，要有一個有魄力、
有遠見、有效率及清廉的政府，才能克服轉型期
的 「陣痛」，難怪有這麼多國家無法成功轉型。
我們設身處地的香港，便掙扎了十多年，依然在
掙扎，經濟轉型半湯不水，還須努力。

撰文：博 文

在新年假期間，我在家中翻看了一些中國文學
的書籍。中國文學作品的最大特色之一，是 「文以
載道」。范仲淹的一句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是我最常想起的 「金句」。我當然沒
有完成這重擔的能力，但我有時會用這標準來評價
一些政客或學者。金燦榮等著的《路在何方──探
索中國發展之路》（香港：三聯書店，2012年），
分析了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並提出了一些建議。
我認為，本書作者撰寫本書，正是基於范氏的一份
關心社會的精神。

當前，中國正處於改革發展的攻堅階段和關鍵
時期，2010年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超過4000
美元，躋身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處於一個極其重
要的轉型期，既擁有一條通向中等發達國家的大道，
又面臨矛盾增多種種關卡，有可能會遇到 「中等收
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是2006年世
界銀行提出的，是指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進入3000

至10000美元的階段，自身難以克服經濟發展的矛
盾，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同時，貧富分化加
劇、社會動盪等情況出現。可見，經濟增長並不是
不斷進步，而中國正處於這個關鍵期。在這一個歷
史關口，中國內部各種矛盾顯現，內外發展環境日
益複雜，面臨經濟、社會、政治和外交的內外風險
考驗。

作者認為，未來的中國應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堅持搞建設，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新的歷史
時期，中國應實現三大改變：（1）要力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投入更多科技和人力資源；（2）要
力改變城鄉和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局面，加大
對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政策扶持；（3）要力
改變收入差距過大的社會現狀，讓所有老百姓都能
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閱畢全書，我對作者的社會責任感深表敬意。
反觀本地的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往往只懂批評，

論到建設時，毫無建樹，表現令人失望。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mleewaihung@yahoo.com.hk

要經濟高速增長，初靠成本低廉，包括工資、租
金、當地原材料價格等等。隨繁榮帶來通貨膨脹，工資

及原材料價格上漲、租金提升，產品價格上漲，競爭力便下
降。要保持出口增長，必須開發新產品，以及開拓新市場。
這十多年來，單單蘋果電腦及手機，便促成美國經濟回復中
等增長。要煥發新的經濟動力，不能純靠出口，而要擴大
內部需求，即壯大中產階級，包括人數及收入。中產階

級講究生活質素，樂意購買高品質的產品，消費高
質素的服務。香港中產階級人數不少、可惜

因住屋太貴，削弱了消費力，要靠
外力推動經濟。

經濟增長靠中產

點

何謂「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學上， 「中等收入陷阱」 是指：一個國家的GDP（國民

生產總值）及國民年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後，經濟增長停滯
不前。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在2010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在1,000
至12,000美元之間，算中等收入國家。1950年代的菲律賓、20
世紀末的南非和巴西，都是中等收入國家。被困 「中等收入陷
阱」 的國家，本地及外來投資比例減低；工業增長緩慢，每年頂
多2-4%；很少新產業，主要產業還是低技術的製造業，靠出賣
廉價勞動力和天然資源賺取利潤，令工資無法上漲，草根階層生
活難改善。

點

通識資料庫

中國會否遇上中等收入陷阱？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使香港經濟遭受重創，特區政府開
始思考新一輪經濟轉型。為此，1998年提出以資訊技術為基
礎的計劃，希望發展成以科技產業為主導，配合創新科技和
創意工業為核心的經濟體。港府確立了未來工業與創新科技
發展的計劃，重點發展生物科技、電子科技、環境科技、基
礎工業與資訊科技，興建 「數碼港」和打造 「中藥港」。不
過，2001年科網股爆破，大挫香港創新科技計劃。政府對經
濟轉型的政策出現搖擺，2003年後，港府沒再提出把創新科
技作為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

香港經濟難以轉型的原因可歸納為4個：

1.科研創新環境不完善，R&D（研究與發展）支出佔GDP
的比重、研究機構數量等指標遠遠落後於新加坡、韓國和台
灣，科研能力較弱、缺乏科技人才，創新氛圍不濃。

2. 「積極不干預」政策思維下，任由中小企自生自滅，
政府並無作產業投資以建立競爭優勢。

3.2001年後，美國經濟衰退引爆新經濟泡沫，殃及香港，
使香港發展資訊科技產業的信心受打擊。

4.2003年沙士疫症重創香港經濟。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首
要目標是解決經濟的短期衰退，此舉依賴傳統支柱產業的復
蘇，增加香港經濟轉型這長遠目標的難度。

資料來源：http：//paper.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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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文章中所說，經濟轉型指的是要由工業生產為主轉
型向多元化的經濟發展，例如服務業、知識產業等。美國在
近十多年來，透過銷售數碼產品 「APPLE」品牌的手機、電
腦、令美國經濟回復到了中等增長。而香港經濟轉型了十多
年，仍然是處於未完成的階段，這與政府是脫不了關係的。

文中提到要克服轉型期的 「陣痛」，是需要一個有魄力、
有遠見、有效率和清廉的政府，而政府在轉型的十幾年中，
沒有具體有效的措施，反而表示對經濟轉型束手無策。自從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了一次經濟轉型，香港經濟得
以高速增長，從而使得通貨膨脹、租金提升、樓價急升、產
品價格上漲等一系列問題出現。因此貧富懸殊的問題變得日
益嚴重，然而要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政府就必須發展好經濟，
特別是要推動經濟多元化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提供更多的
就業機會令市民脫貧。在經濟轉型中，需要更多的是知識型
的人才，而提供的就業機會多數也只會給這些知識型的人才，
對於普通勞工、文職人員的需求量則大大的減小，容易造成
一個失業浪潮，貧富懸殊問題也變得更難解決了。

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政府不能束手無策，只有設法解決。
首先在自身上，政府必須有措施以顯示出對於經濟轉型充滿
信心，對處理經濟轉型中出現的問題是有效率的。其次，政
府一定要為貧窮的市民，失業或面臨失業的人做點事。例如
在租金、樓價方面可以有具體的措施、在產品價格問題上也
可以做適當的調整等。而對於那些失業或面臨失業的人，也
就是普通勞工和文職人員們，政府可以為他們提供培訓，使
這些人能夠獲得就業機會。然後，政府應強化對失業人士和
低收入人士的保障制度，避免他們在經濟轉型中受更多的苦。
例如鼓勵失業人士在接受培訓後重返崗位；或給關愛基金等
基金會批下更多的款項等。

政府可嘗試學習美國通過開發新產品拓展新市場，煥發
新的經濟力量。也可以嘗試區域間的發展，合作項目等等。
為了要避免墮入 「中等收入陷阱」和成功地經濟轉型，政府
是只能多做實事，少說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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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從工業服務業至知識產業香港從工業服務業至知識產業

經濟轉型路漫漫其修遠經濟轉型路漫漫其修遠經濟轉型路漫漫其修遠

▼金融風暴後，港府確立了未來工業與
創新科技發展的計劃，興建 「數碼港」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開始發展時，通常是
從事低增值的工業生產

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
賓思，認為中國經濟轉型面臨3個瓶頸，3個轉型成功就決定
了未來的增長。

其一，中等收入的崛起。這個轉變是非常大的。過去一
年，宏觀經濟的組成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是因為中產階級
的收入上升，那麼中國受益於出口經濟。如果隨勞動密集
型收入、工人收入成本上升的話，最終實際成本出口的機會
又會失去。

其二，更高的轉型需求推動了經濟增長。經濟確實可以
依靠出口來推動，也可以通過公共的投資來增加實現，這就
是供給方提供的增長動力，這種動力最終會消失。正由於公
司未來的投資回報和收入不會那麼高，所以我們經濟會構成
更大的變化，也就是依靠內需和消費。

第三，全球經濟的再平衡。現在美國的總需求非常巨大，
這就要求經濟轉型在中國實際和需求的轉變也同步發生。中
國的內需可以逐漸減少。很多人在中國的一些高層，還有國
外的一部分人都認為匯率是政策供給當中其中一個組成部分。
我認為所有這些因素在支援公共投資，還有對研發、對教育、
金融系統的改革提供給創業一些基金，這些就是最核心的問
題，現在中國也在思考這些問題，調整增長的模式以滿足更
加富裕人的需求。 資料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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