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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業化時期(1950年代起) 

1.從轉口港時期向工業化時期的過渡(50-60年代) 

 20世紀50和60年代，香港經濟逐步完成了從轉口港時期向工業化時期的過渡，從而

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 

 大陸解放前夕，內地的大量資金，設備從上海、廣州等地流入香港，並帶去了技術和

管理人才。同時戰後我國內地工商界特別是上海的廠家從英、美等地訂購了大量的紡織

機械等工業設備．此時也因大陸局勢變動不再轉入內地，而直接啟運香港設廠投產。據

有人估計，1946-1950年間，以商品、有價證券、黃金、和外幣的形式從中國大陸流入

香港的資金不下5億美元。在1949年第一季度申請登記設廠的工廠中約有60%是從內地

遷港。這些內地遷港工業包括紡織、橡膠、五金、化學、火柴等，對於戰後香港工業的

重建與發展有重大作用。與此同時，面對著局勢的變化，過去一直佔據優勢的英資財團

(例如怡和財團)有一些表現出信心動搖。怡和大班約翰.凱瑟克曾經發出“我們的好日子

已經過去了”的悲哀，採取股票上市，變賣資產，套取現金等手法，準備後路。而匯豐

以及渣打銀行則採取了一些比較明智的措施，為香港的工業發展包括紡織、成衣、金屬

製品、塑料、化學工業、船舶修造、飲料、香煙等提供了相當數量的貸款。東南亞的華

僑以及其他外資也大量流入香港。據估計，僅1949-1950年流入的資金約達10億元之多。

另一方面，除了英國和英聯邦國家作為香港製造品的重要出口對象外，1953年美國容

許港製品輸入，此後美國逐步發展成為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場。這一切無疑對香港的經濟

發展都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就是這樣，香港逐步獲得了工業化所必需的資金、技術、設備、勞力以及市場等條件，

盡管在1957-1958年間的世界經濟危機使經濟發展速度到影響，但它終歸完成了從轉口

港時期向工業化時期的轉變。萌芽於30年代的香港工業，至1947年只有工廠961家，僱

用人數47,400人；1959年激增至4,541家，僱用人數達177,330人；1959年與1947年

相比，廠家和僱用人數分別增加了3.7倍和2.7倍。1959年，在香港的出口貿易中，港產

品的比重已上昇到69.6%，取代了轉口貿易的地位。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香港經濟(主要是工業、外貿)有了較快的發展，為70年代的

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這時朝鮮戰爭已經結束；東南亞政局動蕩，不少人夾帶資金來港；

內地因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原準備在內地投資的華僑轉而將資金投進香港；西方資本主

義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西方資本大量滲入香港；而香港本身除了1967年曾發生反英

抗暴而受過短暫的衝擊外，政局一直比較穩定，這就為香港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環

境，棉紡、織布、製衣、塑料以至新興的電子、鐘錶、玩具業等，都有較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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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9年，香港製造業工廠從5,346家增加到14,078家，僱用人數從224,,400人增

加到524,400人，分別增加了1.6倍和1.3倍。同時期的港產品出口值則從28.67億元增加

到105.18億元，增加了2.7倍。進出口貿易總值也從98.01億元增加到280.9億元，增加

了1.9倍。此外，房地產、建築、金融業等也相應有所發展。 

2.工業現代化、多元化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 (70年代後) 

 70年代以來，則是香港工業向現代化、多元化發展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階段。   

 70年代的香港經濟，不論是在加工工業、對外貿易還是交通運輸、金融、建築、旅游

等都有迅速的發展，逐步形成一個以加工工業為基礎、以對外貿易為主導、以多種經營

為特點的工業城市。 

以工業為例，香港註冊廠家從1970年的16,507家增加到1980年的45,025家，僱用人

數則從549,178人增加至907,463人，分別增加了1.7倍和0.7倍。1980年，港製品輸出

為681.71億元，佔出口貿易總額的69.4%，從事製造業人數則佔總就業人數的40%左右。

據統計，1980年香港總產值(時值)為1,060億港元，按人口平均的產值為20,933元(約合

4,080美元)，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而略高於星加坡。 

70年代香港工業的發展過程，具有一些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完全相同的特點：出口導

向，工業與貿易有共生關係；輕工業佔優勢；小型企業佔多數，適應性強，等等。這些

特點是由香港本身所固有的小環境決定的。香港本身缺乏自然資源，工業原料和半製成

品主要依賴進口；人多，地小，但擁有世界天然良港；內部市場有限，產品大部份需要

出口。香港工業的發展，從原料的輸入到產品的輸出，都得依賴於對外貿易，如果沒有

外貿，香港工業以及整個經濟就會窒息。另一方面，由於輕工業具投資較少、生產周期

短、資金周轉快、適應性強等優點，所以香港一開始便走上發展輕工業的道路。目前，

香港輕工業的工廠數、僱員數和出口額在工業中均佔95%以上。在輕工業中，又比較集

中於成衣、紡織、塑膠、玩具以及電子、手表等行業，1980年這些行業出口額約佔香

港製品出口總額的72%。其中60年代發展起來的電子工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1980年

出口的電子產品83.06億港元，佔港產品出口總額的12.3%，僱用工人88,883名，成為

僅次於製衣業的第二大行業。此外小型企業居多又是香港工業的另一特點。以1978年

為例，僱員在50人以下的小型工廠佔全港工廠總數的92%，僱員人數佔41%，而且工廠

的平均人數還有下降的趨勢。企業規模小，生產容易調整，適應性比較強。在同一時期，

香港的對外貿易也令人為之側目。1980年的貿易總額已經突破2,000億元大關，達到

2,098.94億元，比1970年的328.46億元增加了5.4倍，居世界第20位。其它如交通運輸、

旅游業等也有較大的發展，被譽為國際航空中心、海運中心和旅游中心。此外畸形發展

起來的房地產業尤為引人注目，這裏限於篇幅，就不一一枚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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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階段經濟發展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金融業的崛起，成為僅次於紐約、倫

敦的第三個國際金融中心和僅次於倫敦、蘇黎世的世界第三大黃金市埸。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是在有利的政治、經濟、自然條件下形成的。70年代以

來，香港政局比較穩定，與東南亞、日本、歐美各國的聯繫日益密切，同時，隨著香港

經濟特別是工業的崛起和房地產的畸型發展，它需要金融業的發展予以配合，這是促進

金融中心的形成和金融資本發展的必要前提。在這樣的形勢下，大批跨國金融機構湧進

香港，使香港的金融結構和經營業務發生巨大的變化，日趨國際化。從地理上看，香港

處於一種適中的地理位置上，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之一，處於有利的時差區內，可以

充當紐約與倫敦金融市場的中繼站；這一有利的條件，加上港英當局所採取的不干預政

策，使得香港地區的信貸等活動特別活躍。1978年3月，港英當局撤消了不增發銀行牌

照的禁令，在短短的1年多時間內，持牌銀行即增加了41家，支行數目也大增。在香港

金融領域中，外資的活動尤為突出。據港英當局統計，至1982年底，在香港的131家持

牌銀行中，有94家的資本來自香港以外的19個國家和地區，約佔72%；而在財務公司

和保險公司中，外資則佔80%。至1982年底，世界最大的100家銀行中，有63家在香港

設立分行或辦事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轉站的作用日益加強，各行對國外供款和預付

款在10年中從2.04億元增至207.78億元，年增58.8%，其中最多為印尼、南朝鮮、台灣、

馬來西亞、日本、澳洲、巴拿馬、菲律賓、泰國、印度、新西蘭等，基本上是亞太地區。

財團聯合貸款數量大，範圍廣，一些跨國銀行、財團相繼取得20多家華資銀行的部份股

權，如匯豐對恒生(61%)，美國花旗銀行對遠東(76%)，日本三菱對廖創興(25%)，富士

銀行對廣安(55%)等等。當地登記的持牌銀行中，接受外資某種控制的己過半數。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對其利弊一直有所爭論。但是，它對於促進今天香港

經濟的繁榮局面，顯然有著重要的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