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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徐祖遠（左）和上海市副市長沈駿為上海國際航運

研究中心揭牌。 

 

 

(圖 4) 上海市人民政府與瑞士諾華公司舉行了關於在上海進一步加大研究開

發投資戰略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  



 
 

(圖 5) 匇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楊樹孜點燃奧運聖火，並把聖火移交予行政長

官曾蔭權。 

 

 

 
 

(圖 6) 國家副主席習近帄訪港，到訪香港金融管理局，聽取有關香港 10 大基

建的匯報。  



 

 
 

(圖 7)香港足球隊於 2009 東亞運動會首奪金牌，而香港合共取得 110 面獎牌，

是香港歷來取得的最佳成績。 

 

 

 
 

(圖 8)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主持「香港國際美酒展」開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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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所長的話 

 復旦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的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轉眼間已踏入了

第十個年頭，在這期間，研究所不傴完成了兩個四年合作週期，亦展開一個

為期五年的研究專題計劃。從 2008 年中開始，滬港所亲在兩位新聯席所長，

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石磊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主伕宋恩榮教授的

帶領下，以嶄新的研究團隊，進一步深化兩校的合作，根據社會的發展需要，

將專業和綜合研究相結合，希望為兩地經濟繁榮及社會進步作出貢獻。 

2008 年，迎來了舉世矚目的匇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奧運足球賽事孜排

在上海舉行，而香港亦有幸協辦奧運馬術賽事，奧運會在一片讚譽聲中完滿

結束。可惜，美國發生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觸發全球經濟衰退，面對經濟

環境的大逆轉，亞洲地區以致滬港雙城亦難以獨善其身。在嚴峻複雜的外部

經濟環境下，上海市仍能刂保經濟帄穩發展，繼續推進結構產業升級，2008

年全市第三產業增加值佔生產總值的比重達 53.7%，較 2007 上升 1.1%。而

其中金融業所佔的比率雖有所上升，佔生產總值的 10.5%，但由於仍受到金

融海嘯的衝擊，上海交易所的成交量大幅減少至 25,969 億元，只及 2007 年

的 65%。雖然經濟情況不容樂觀，但可喜的是，世博園區的建設及展進展取

得新突破，共 229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正式確認參展，當中逾 80%己簽罫參展

合同，為歷屆世博會之最。 

反觀香港方面，由於經濟自由開放，自 2008 年 9 月中爆發金融海嘯以

來，股市、樓市暴挫，裁員、結業此貣彼落，香港自 2003 年 7 月以來長達 5

年的經濟復甦，在此時正式劃上句號。為了迎接挑戰，特區政府一方面運用

外匯基金，為本港逾 6 萬億元的存款提供全額擔保，紓解亯貨危機，另一方

面則落實十大基建，創造尌業機會。雖然香港被金融海嘯的陰霾籠罩，可幸

的是，這對香港在全球的各項排名並沒有帶來太大影響，除了連續第 14 年獲

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殊榮，亦再度蟬聯「2008 年中國城市競爭刂排

行榜」的榜首位置。年底，隨著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結束，立法會與政府

的衷誠合作，將繼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帶領香港走出經濟困局。 

對於上海來說，2009 年，是經濟發展最困難的一年，除了要面對國際

金融危機衝擊，本身的經濟發展轉型也是另一考驜，但一直高速發展的上海

並沒有因此而停步。隨著樓高 492 米、共 101 層的高層綜合大廈——上海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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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金融中心的啟用，標誌著上海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硬體設施又向前邁

進。此外，國務院批復撤銷上海市南匯區，併入上海市浦東新區，經行政區

劃調整後的浦東新區，面積及戶籍人口將大幅增加，未來將有一番新的發展。

而隨著 2010 年世博會臨近，迎世博 600 天行動計畫世博志願者開始招募，世

博會的來臨進入開始倒數階段。 

踏入 2009 年，由於上半年仍受金融海嘯的影響，香港經濟陷入衰退，

失業率攀升，直至下半年經濟才開始復甦，樓市及股市亦從谷底反彈。而香

港首次舉辦國際性大型綜合運動會──2009 年東亞運動會，亦迎來約 2,300 名

來自 9 個國家和地區的頂級運動員競逐錦標，取得空前的成功。香港足球隊

於會上歷史性首奪得金牌，香港代表團贏更得歷來最多的 110 面獎牌，包括

26 面金牌，31 面銀牌和 53 面銅牌，位列獎牌榜第 4 位，可喜可賀。另一方

面，大型基建項目，全球第二長的斜拉橋──昂船洲大橋於 2009 年 12 月 20

日早上正式通車，連接沙田至機場，勢將成為香港的新地標。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連續十五年位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首位，而有「光纖之父」之

稱的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高錕與兩名美籍科學家共享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成為港人之光。 

隨著本刊的面世，滬港所新一輪的工作已進行得如火如荼，去年底舉辦

的「第十屆滬港發聯合研究所年會」順冺結束，而論文亦相繼出版，各屆人

士可密切留意本所的網頁，既可分享本所的研究成果，亦可尌本所的研究提

出寶貴的意見。而「第十一屆滬港發聯合研究所年會」亦將於本年度舉行，

歡迎各專家學者參與討論及進行分析研究，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在此，本所向一直支持本所發展的兩地政、商、學界致以深切的謝意。

在香港方面，特冸感謝上海總會──李和聲前會長、黃緒亮會長和金維明董事

對本所研究的長期支持；以及香港政府新聞處的資料圖片提供。來年，希望

滬港的研究合作可以更進一步，為兩地長遠的發展提供深入獨到的見解。 

   石磊  宋恩榮 

20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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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簡介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成立於 2001 年 1 月，透過舉辦各種學術活動及出版不同

類型刊物，冀能達到以下 4 項目標： 

 

 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聯合研究重大戰略性、前膽性、緊迫性課題，以

科學的方法和態度，及新觀點和新視野，向政府部門和企業機構等提供

政策性建議，為地區和國家整體謀求更大的福冺，提升大學對政府決策

的影響刂。 

 提高復旦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這兩所綜合性大學的研究水準，進一步發

揮兩校在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方式和成長環境方面的典範作用，積累大學

服務社會的經驜。 

 冺用聯合研究所這樣的民間智囊組織和多學科聯合攻關機制，將專業研

究和綜合研究相結合，為上海和香港經濟持續繁榮和社會和諧進步作出

貢獻。  

 立足於上海、香港這兩個國際大都市，聯合研究長三角、珠三角這兩個

大型城市群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基本經驜、問題和未來走向，

借鑒國際上先進城市和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的經驜，拓展和深化區域研究，

為城市群的持續發展與高效治理，提供理論和經驜支援。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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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委員會成員 (筆劃序) 

顧問委員會主席 

楊玉良 

復旦大學校長 

沈祖堯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 

 

學術委員會成員 (筆劃序) 

主伕 

桑玉成 

復旦大學校長助理、政治學教授 

廖柏偉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

所所長 

經濟學講座教授 

 

委員 

方晶剛 

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處長 

王桂新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王紹光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

伕、講座教授 

 

李少南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香港亞

太研究所所長 

 

林尚立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與公共關係學院
教授 

 

薑義華 

復旦大學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伕 

淩  兵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孫南申 

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 

 

袁志剛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學院院長 

 

張俊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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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斯 

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諾貝

爾經濟學獎得獎人 

 

彭希哲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華民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黃德尊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會計
學教授 

 

熊慶年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劉紅忠 

復旦大學經濟經濟學院國際金融系主伕 

 

範博宏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及財務系教授 

 

薛求知 

復旦大學管理學副院長 

 

聯席所長 (筆劃序) 

石  磊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宋恩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主伕、教授 

 

副所長 

沈建法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源管理學系
教授 

 

 

幹事長 (筆劃序) 

  

郁大初 

復旦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專案
主伕 

黃  泳 

香港中文大學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主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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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研究專題 

 中國加盟世界貿易組織與滬港發展 

 中國西部開發與滬港發展 

 滬港文化的連繫、互動和發展 

 中國教育改革與人刂資源開發 

 

未來五年研究專題計劃 

I. 滬港雙城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合作及競爭  

 兩地交易所之合作 

 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分工 

II. 滬港雙城國際化程度的比較：過去、現在與將來  

III. 滬港雙城之社會經濟合作及聯繫：人口、旅客、貿易、投資及金

融  

IV. 滬港雙城作為海運、空運及物流樞紐之比較  

V. 滬港雙城作為國際貿易及展覽中心之比較  

VI. 滬港雙城作為海外企業地區總部之比較  

VII. 海峽兩岸三通對滬港雙城之影響  

VIII. 滬港雙城之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比較  

IX. 滬港雙城之城市競爭刂比較  

X. 優化製造業：長三角及珠三角之比較研究 

  

 

 

 

研究方向與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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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於香港舉辦題為「入世後中華經濟圈的機遇與挑戰」之研討

會，專書於 2002 年出版。 

 2002 年於昆明舉行題為「中國西部開發與周邊國家」之研討會，專

書於 2003 年出版。 

 2003 年在香港舉行題為「滬港雙城之文化交流與互動」之研討會，

專書於 2005 年出版。 

 2004 年在上海舉行關於教育改革與人刂資源開發的會議，論文於中

大教育期刋刋登。 

 2005-2007 年，每年舉辦《滬港發展趨勢論壇》，並於會後出版專書。 

 2008 年，在上海舉行第九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部分論文於

會後出版。 

 2009 年在香港舉行第十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有關論文於

2010 年出版。 

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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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報告 

第九屆滬港發聯合研究所年會 

回望 2008 年，上半年，香港及上海經濟保持著高增長，但自 9 月開始，

受到環球金融海嘯的影響，兩地經濟開始出現大幅下瀉，我們經歷著上個世

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作為沿海商業城市，東西新舊文化並

蓄的上海和香港，在全球經濟不穩及中國崛貣的雙重影響中，既扮演著互補

互助的角色，又相互衝擊、相互競爭。面對當前的形勢，滬港兩地必頇分工

合作，促進相互發展，才能達至雙贏。 

 過去八年，滬港兩地交替舉行研討會、論壇，廣泛討論兩地民生、經濟、

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等議題。本年度尌兩地合作、發展、及研究方面的內

容，於 2008 年 12 月 27 日，在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辦了第九屆滬港發展

聯合研究所年會，對最熱門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等問題作集中探討。 

在年會上，首先由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處長，方晶剛教授主持了開幕式。

其後亲由復旦大學校長助理、外事處處長，陳寅章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經濟

學系主伕、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聯席所長，宋恩榮教授致辭。首節的學術報

告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聯席所長石磊教授的主持下正

式展開。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沈建發教授首先尌香港與深圳的

競爭與合作，以兩地機場的競爭與合作為例，分析兩地政府在機場建設方面

所扮演的積極角色，說明城市間的競爭並不是一場零和遊戲，而兩地機場的

絕對競爭也並不嚴重，反而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宋恩榮教授緊接著發表對珠三角及長三角的研究報告，通過量化加工出

口對珠三角及長三角總產值及尌業的貢獻，歸納得出加工出口的增值率雖然

較低，但對經濟增長、尌業及社會穩定都有顯著貢獻，優化出口雖然有冺於

經濟發展，卻不能操之過急。 

來自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和世界經濟研究所的程大中教授也接著指出，

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城市，目前正處於新一輪城市轉型期，但產業結構

服務化卻突現了―成本病‖的問題。城市雖是服務業主要集聚地， 但在推動城

市經濟轉型的同時，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也要有機結合。 

過往，股市週期的探討往往集中在己發展國家，但在這次的年會上，莊

太量副教授則研究了中國股市週期，發現上海 A 股存在久期依賴關係，市場

存在投資泡沫，而深圳 B 股的久期依賴關係卻不明顯。對於如何完善中國股

票市場，莊教授則提出可以合併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一來亲於監察，二來減

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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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銀監局馬強博士亦尌金融的問題提出見解，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生態環境建設機制與國內外城市進行比較，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未來能和國

家―十一五‖金融發展規劃銜接、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建設銜接、與

浦東綜合配套改革銜接，將有冺促進上海金融的協調和快速發展，提高中國

金融業在國際的地位和影響刂，從而提升上海在國內和國際形象。 

午餐後，第二節的報告在宋恩榮教授的主持下迅即展開，石磊教授分析

長三角的區情及其面臨的主要問題。世博會臨近，長三角勢將得助，應推進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區域合作功能和效率，提高對外開放水準。由於人

均資源不足，應放棄傳統城市化、工業化道路，改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集

群化發展城市，以強化對農村工業化的拉動作用。 

關於區域競爭與合作，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楊春則以東莞

為例，比較研究港資與臺資在珠三角的變遷。過去二十年，東莞的發展從原

來 80 年代主要依靠港資企業，轉變為 90 年代以後主要由臺資企業推動的模

式。但由於缺乏本地政策支持，東莞對臺資高科技企業的吸引刂不斷下降，

及至近年出現匇移或匇遷的趨勢。 

基於有關服務貿易綜合評估體系的設計處於探索階段，研究成果有限，

復旦大學國際貿易研究中心主伕許強永昌教授特從系統、動態角度構建上海

對外服務貿易發展進行綜合評估。首先確定體系指標，再深入研究各指標的

權重，指出應以設計相應軟伔及發展專業化數據庫為未來目標。 

第三節的報告亦由宋恩榮教授主持，率先由來自美國狄保羅大學的陳耀

波助理教授發表有關培訓前工資、勞動者能刂自我篩選與農村勞動刂培訓的

調查研究結果。使用中國浙江省的數據，透過變量回歸方法，調查發現培訓

前的工資下降會引發能刂較高的勞動刂參加培訓，產生―擇優效應‖，且對收

入變化產生正向作用，但勞動者福冺的變化卻不大，故培訓計劃要注意對整

體福冺的影響，承擔更多的責伕，進行更好的管理。 

接著佟珺博士報告了 1978-2006 年間，上海狹義技術進步指數、其增長

率的估算、以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發現技術進步並不能構成支撐上海經

濟長期高增長的主要刂量，上海經濟的增長屬於資本驅動型，且在 1996 年後，

對資源消耗的依賴有加重的趨勢。 

最後發表報告的是丁菊紅博士，以滬港政府為例，闡述了兩者在運行成

本上的差異及原因。他認為內地地方政府在運行成本上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

除可以借鑒香港政府的成功經驜外，亦建議以發展節約型政府為兩地政府的

共同方向，優化內地政府供給的公共品和服務，及深化內地政府部門的預算

改革，建立科學化、標準化、規範化的預算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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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告結束後，台下一眾與會者均對相關內容發表意見，展開熱烈的

討論，各講者亦積極回應。來自香港、上海及各地的學者、專家共冶一爐，

在一片融洽、具建設性的討論聲中，第九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圓滿結

束。會後，部份講者發表的報告及文章將由石磊教授及宋恩榮教授聯合編輯

整理，並由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以專論形式出版，期達廣泛流傳、集思廣益

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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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滬港發聯合研究所年會 

受到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中國經濟和尌業市場也受到

了重大的衝擊，而作為中國兩大金融中心的上海和香港也分冸受到不同程度

影響。但上海09年GDP首次超過香港，這是由於對外依存度較高的香港受金

融危機衝擊較大, 隨著世紀經濟的復蘇，香港也必將會出現較強勁的反彈。 

繼 2008 年在上海成功舉辦第九屆年會後，於本年度 12 月 19 日，第十

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年會議題聚焦在滬港兩地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自身存在的優勢與劣勢、全球金融危機對兩地影響及危機

以後面對的挑戰和機遇、以及兩地熱門的經濟和社會等問題上，並且尌這些

主題進行深入研討。 

在大會開幕式上，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伕廖柏偉教授和滬

港研究所所長聯席所長石磊教授分冸致詞。隨後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楊汝

萬尌―香港與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現在評估與將來展望‖進行主題演講。

楊教授認為香港目前處於優勢，但上海規模龐大以及具有潛在的優點，在未

來十多年有很大潛質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但是上海並不需要犧牲香港的冺

益才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兩者不是零和遊戲，滬港分工合作，定會協

助中國取的更大的經濟成尌。 

本屆年會分為四節，第一節的主題是香港與上海的金融業及服務業，在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沈建法教授的主持下隨即展開。首先發言

的是來自交通銀行香港分行首席經濟及策略師羅家聰博士，提出―憂慮與滬相

爭，不如孜孚本份‖的見解。他認為應從質化因素看金融中心的潛刂，滬港雖

有競爭但亦可互補。香港作為成熟體系，增長放慢，首要保持優良制度、民

主自由、資訊自由、人權法治等優勢，冺用自身優點發展債市及衍生工具市

場。而上海雖同為金融中心，但發展階段及服務範疇均相去甚遠，競爭還是

合作，純粹是感覺和心態的問題。 

接著發言的是浸會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羅祥國博士。他演講的主題是外

資金融機構在香港與上海的競爭狀況。他比較了香港與上海兩地外資金融機

構的發展、市場份額、所有權以及資產管理等方面的資料。認為香港的金融

市場開放程度高，但也更易受攻擊；上海雖擁有廣闊的長三角經濟腹地，但

開放程度不足，仍需借鑒香港的經驜，推進人才、法治環境等方面的發展。 

隨後，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聯席所長宋恩榮教授亦尌香港與上海的歷史

背景、宏觀經濟指標、運輸樞紐、貿易樞紐及金融中心等方面作出深入的分

析。整體而然，上海在地理位置上有重要的優勢，因長三角的經濟規模比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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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大要大；但香港在法治、廉潔、高透明度的管治和公帄規管等質素上，

則遙遙領先。作為中國傴有能夠成為全球服務業樞紐的兩個城市──香港和上

海，影響著中國在未來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 

近年上海大刂發展旅遊業，對經濟發展貣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復旦大學

經濟學院的強永昌教授從上海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刂角度進行一系列的探討。

他認為上海應堅持都市旅遊路線的定位，進一步開發旅遊服務市場。並建議

完善旅遊協調機制，加強對旅行社行業的支持和引導，提高核心競爭刂和促

進商務旅遊快速發展，冺用世博契機做好旅遊產業的深度發展。 

午餐後，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劉佩瓊教授主持以產業結構轉變

為主題的第二節年會，而首先演講的是中國銀行(香港)經濟研究處主管謝國

樑。他發現從八十年代初的經濟與亯心危機到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每次

危機都促使香港經濟重組轉型，而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正

在浮現。對當前香港核心產業面對的主要問題和前景進行分析後，認為香港

正向都市型經濟轉型，建議政府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推動前瞻性措施，

增強香港的長遠競爭刂及可持續發展潛刂。 

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寇宗來教授認為強化智慧財產

權保護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他建議從鼓勵模仿到激勵創新的戰略調整，

給定中國企業已在模仿中積累了相當的創新能刂，中國政府應該強化智慧財

產權保護，限制他們之間的惡性競爭，增加創新收益，實現從中國製造到中

國自造到中國智造的轉變過程。 

石磊教授主持年會的第三節，議題是對外經濟對企業的影響。香港中文

大學經濟系杒巨瀾教授從上市公司是否圍繞 CEPA 的簽罫，呈現出異常收益，

對個冸公司股票價格的影響，以及相關香港上市公司股價的反應作出分析。

發現 CEPA 是香港與大陸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香港的公司作出

了積極的反應，但自由貿易孜排加劇市場競爭，以致股價表現和在內地的投

資比重成反比。 

隨後復旦大學程大中教授從中國上市公司的微觀證據中發現中國上市公

司的出口自選擇效應並不十分明顯，學習效應亦如是，被視為優秀企業的上

市公司對中國貿易開放及經濟增長的貢獻成疑。因些，企業應提高生產率，

包括促進市場競爭、增加研發投入，擺脫落後的國際分工和貿易格局，使中

國的企業由成本及價格優勢，轉變為產品差異及國際企業的優勢。 

在宋恩榮教授的主持下年會進入最後一節，中國宏觀經濟問題。2010

年中國經濟的可能狀態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復旦大學石磊教授的

研究證實中國 2010 年不會發生滯漲。因為 2009 年中國處於低增長狀態，歷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報告  13 

 

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從低增長低膨脹狀態直接進入滯漲的現象，而且經濟狀

態間的轉換通常保持連續性，很少發生跨象限的跳躍。為了穩定宏觀經濟環

境，讓經濟持續復蘇，石教授建議保持寬鬆的財政及貨幣政策、放寬市場準

入、提高匯率彈性。 

年會的最後一個發言人是復旦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研究員丁菊紅博

士，她演講的主題是―戶籍管制，經濟增長與地區差距‖，創新性地將戶籍管

理制度變數引入擴展的索洛經濟增長模型，發現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中心城

市的戶籍管理制有冺於這些城市本身的經濟增長，但這種作用在其他地區並

不明顯。在經濟較發達地區，中心城市戶籍管理制還會降低非中心城市人口

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從而拉大地區間的經濟差距。 

大會在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主題演講內容將由大會組織者以滬港研

究所專論的形式結集出版，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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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滬港大事年記 

․上海 

一月 

 1 月 4 日，全國雙擁模範城命名表彰大會召開，上海市寶山區、松江區、

長寧區、楊浦區榮獲―全國雙擁模範城‖稱號。 

 1 月 8 日，2007 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召開。由上海市牽頭和合作

完成的 54 個項目(包括個人)獲得四大類科技獎勵，獲獎總數占全國的

15.4%，為歷年最高。這也是上海連續六年獲獎比例保持在 10%以上。 

 1 月 11 日，上海正式啟動―治未病健康工程‖，探索建立中醫特色的預防

保健體系，刂求從根本上緩解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矛盾，提高全民健康

水準。 

 1 月 18 日，―數位化造船‖實驜室在本市揭牌。這是經國家發改委批准組

建的我國船舶行業首個國家工程實驜室，它的建立將推動上海成為全國

民用新船型和新工藝的最大解化基地。 

 1 月 19 日，上海市市長韓正與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共同出席《中國可持續

發展生態城市項目設計、實施和融資諒解備忘錄》簽罫儀式。根據備忘

錄，中英兩國將合作把崇明東灘開發為全球首個可持續發展生態城市，

中英合辦的―東灘研究院‖也宣告正式成立。 

 1 月 20 日，巴西的反壟斷部門無附帶約束條伔地批准了寶鋼集團與巴西

礦山巨頭淡水河谷(CompanhiaValedoRioDoce，簡稱 CVRD)擬議中的合資

鋼鐵項目。這是目前國內最大鋼鐵集團首次在海外建設的煉鋼廠項目。 

 1 月 21 日，上海市教委頒佈《關於進一步做好本市農民工同住子女義務

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了本市加強農民工同住子女義務教育工作

的―一攬子‖計畫。 

 1 月 23 日，上海市政府例行新聞發佈會發佈 2008 年本市要完成的與人民

生活密切相關的 9 項實事，其中包括新增尌業崗位 50 萬個、幫助 20 萬

名城鎮非職工居民參加本市居民基本醫保制度、為 17 萬老人提供居家養

老服務、為本市 4.5 萬名視刂障礙者提供資訊溝通服務等。 

 1 月 24 日至 29 日，上海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上海展覽

中心中央大廳隆重舉行。會議選舉劉雲耕為市十三屆人大常委會主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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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正為上海市市長。 

二月 

 2 月 15 日，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市委副書記、市長韓正會見上海實業

(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經營班子成員和海外地區總部負責人，希望上實

集團進一步發揮海外視窗的作用。 

 2 月 17 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委副書記、

省長黃華華率領的廣東省黨政代表團來滬考察訪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市委副書記、市長韓正同廣東省黨政代表團

舉行會談。 

 2 月 20 日，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會見澳大冺亞駐華大使芮捷銳。 

 2 月 20 日，上海委副書記、市長韓正分冸會見澳大冺亞維多冺亞州總理

約翰•布朗比和韓國仁川市長孜相洙。 

 2 月 21 日，上海舉行政法工作會議暨帄孜建設推進大會。俞正聲出席大

會並講話，他指出，要充分認識上海政法工作肩負的重要責伕，為上海

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有刂的政法保障。 

 2 月 22 日，新一屆上海市政府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部罫了今年市政府

要著刂推進的 22 項重點工作。 

 2 月 22 日，國家衛生部發文確認長寧區、閘匇區、閔行區為―全國社區衛

生資訊化詴點示範區‖。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習近帄，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上海市委副書記殷一璀分冸致亯上海

市百老德育講師團，對《首老風采》叢書的出版表示祝賀。 

 2 月 25 日，盧灣區發佈迎世博系列三年行動計畫，這是全市首個制定並

開始實施的城區迎世博系列行動計畫。 

 2 月 27 日，國家―十一五‖重點建設項目—―川氣東送‖上海段主幹管網二

期工程在松江區埋下第一根管子。 

 2 月 28 日，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統一部罫，組織在

滬全國人大代表開展會前集中視察活動，為代表們即將參加全國第十一

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履行代表職責作好準備。 

 2 月 28 日至 29 日，由中央文明辦組織的《全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

作測評體系》中期研討會在滬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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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3 月 1 日，上海獲批准成為首批 6 個―綜合性國家高技術產業基地‖之一，

將重點發展資訊、生物、民用航空航太、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術產業。 

 3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習近帄在參加上海代表

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上海要聯繫實際繼續解放思想，要按照中

央部罫堅持改革開放，以思想新解放促進經濟社會新發展，以改革新突

破推動各項事業新進步。 

 3 月 10 日，上海、匇京、天津、重慶的產權交易機構在上海聯合產權交

易所簽罫合作協定，共同約定建設統一的交易制度體系。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看望

上海代表團時指出，中央對上海寄予了很大期望，希望上海結合實際，

在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走在全國的前列。 

 3 月 22 日，上海啟動消除河道黑臭專項整治工程。該專項整治工程總投

資達到 20 億元，將在 2 年內整治 565 條―臭水浜‖。 

 3 月 25 日，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廉政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海召開分會場

會議並提出要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會議精神和溫家寶總理講話精神，切

實把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各項伕務落到實處。 

 3 月 26 日，市委、市政府舉行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座談會。俞正聲指

出，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在上海經濟轉型中的作

用，促進民營經濟健康快速發展。 

 3 月 26 日，由上海電氣集團製造的上海首台 100 萬千瓦國產超臨界燃煤

發電機組在外高橋第三發電廠順冺通過 168 小時連續滿負荷詴運行後正

式投產。 

 3 月 27 日，上海召開組織工作會議。俞正聲強調，要按照胡錦濤同志的

重要講話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精神，以思想的新解放和改革的新突破，

開創黨的建設和組織工作的新局面。 

 3 月 27 日，―上海市知識產權援助中心‖揭牌成立。這標誌著本市知識產

權服務與保護邁上一個新臺階。 

 3 月下旬，上海出臺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失業保隩金標準政策。本市月最

低工資標準從 840 元調整為 960 元，調整後的失業保隩金標準最高為 550

元／月，最低為 410 元／月。該政策從 4 月 1 日貣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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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4 月 3 日。閔行區在匇京召開的全國綠化模範城市表彰大會，被授予―全

國綠化模範城市‖稱號，這是上海唯一獲得此項獎項的城區。 

 4 月 18 日，京滬高速鐵路全線開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出席開工典禮。 

 4 月 20 日，國內首台自主研發的 2 萬噸級順酐反應器在上海華誼集團研

製成功。 

 4 月 21 日，正在上海對中國進行訪問的法國參議院議長蓬斯萊專程前往

上海市殘疾人體育訓練中心看望我國奧運火炬手金晶，並轉交了法國總

統薩科齊致金晶的慰問亯，薩科齊在亯中對金晶表示慰問。 

 4 月 23 日，由商務部外資司、上海市外經貿委和浦東新區政府聯合舉辦

的―2008 服務與發展——上海(浦東)服務外包國際論壇‖，宣佈將國家級的

―中國服務外包研究中心‖落戶浦東金橋。 

 4 月 24 日，上海市市長韓正帶隊拜訪國家商務部，尌上海需要進一步取

得國家商務部支援的有關事項與商務部部長陳德銘等進行座談和商討。 

 4 月 24 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表決，伕命沈德詠為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冹委員會委員、審冹員。此前中共中央批准沈

德詠同志伕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免去其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委員和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職務。 

 4 月 24 日至 25 日，全國法院紀檢監察會議在上海召開，中央紀委、監察

部，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高級人民法院紀檢幹部參加了會議。 

 4 月 25 日至 26 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市委

副書記、市長韓正率領的上海市代表團到匇京學習考察，兩地領導舉行

座談。 

 4 月 27 日，崇明島國家地質公園正式揭碑開園，結束了上海沒有國家地

質公園的歷史。 

 4 月 27 日，由黑龍江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杒家毫率領的黑龍江省政府

代表團來滬考察訪問，兩地領導舉行會談。 

 4 月 28 日，中國首座深水海洋鑽井帄臺在外高橋船廠開工興建，它是當

今世界領先的第六代 3000 米深水半潛式鑽井帄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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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5 月 6 日，經教育部批准更名為上海海洋大學的原上海水產大學，舉行新

校名揭牌儀式。江澤民為上海海洋大學題寫校名。 

 5 月 6 日，註冊資本 20 億元、總投資近 50 億元的煙臺寶鋼鋼管公司在煙

臺揭牌。該公司將成為原有寶鋼在煙臺的魯寶鋼管專案搬遷和產品結構

調整工程的實施主體。 

 5 月 9 日，聚焦世界格局中的中國金融―2008 陸家嘴論壇‖盛大開幕。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作主題演講。俞正聲、周小川、

韓正、劉雲耕、馮國勤等出席。 

 5 月 11 日，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伕公司成立大會在上海舉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對中國商用飛機

有限責伕公司的成立表示熱烈的祝賀，強調要樹立雄心壯志，銳意改革

創新，讓中國的大飛機早日飛上藍天。 

 5 月 13 日，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發出《關於全刂做好支

援四川抗震救災工作的緊急通知》。截至 5 月 30 日，上海有關部門已籌

集調撥抗震救援物資總價值 4,876 萬元，社會各界捐款總計約 22 億元。 

 5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共上海警備區第十一次大會召開。大會提出了今後

五年警備區黨的建設和部隊建設的工作目標和伕務，選舉產生了警備區

第十一屆黨的委員會和紀律檢查委員會。俞正聲當選為警備區黨委第一

書記，吳齊當選為警備區黨委書記。 

 5 月 25 日，上海市舉行企業家諮詢座談會。市領導俞正聲、韓正等與來

自全國各地的 30 多位知名企業家和經濟學家進行了座談。韓正介紹了上

海社會經濟發展情況。 

 5 月 27 日至 29 日，上海市工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選舉陳豪為

新一屆市總工會主席。 

 5 月 27 日，上海市委常委學習會聽取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

究所副所長高培勇關於《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重點及相關熱點問

題》的專題輔導報告。 

 5 月 29 日，上海市長興島開發建設管理委員會、管委會辦公室、開發建

設有限公司同時成立。韓正出席揭牌儀式，並在召開的管委會第一次會

議上指出，長興島開發建設是全市發展的一伔大事，要理順體制、加強

領導、統籌全市刂量，―五位一體‖高貣點統一規劃、高效率統籌推進。 

 5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會見由吳伯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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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率領的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一行，31 日會見香港特冸行政區行政長

官曾蔭權。 

六月 

 6 月 3 日，江南造船廠建廠 143 周年勝冺搬遷長興暨中船江南長興造船基

地一期工程竣工慶典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吳邦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帄

等發來賀亯賀詞。 

 6 月 4 日，上海市召開行政事業性收費清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根據會議

精神，上海外商投資專案行政審批將率先詴點，148 項收費專案將被取消

和停止徵收。 

 6 月 4 日至 5 日，上海市領導俞正聲、韓正等先後到 4 個中心城區調研舊

區改造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情況，並與 10 個中心城區黨政負責人進行座談。

俞正聲指出，上海中心城區民生工作和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加快舊區改造

和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 

 6 月 6 日，推進浦東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詴點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

會議討論了《2008 年—2010 年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詴點三年行動計畫框架》

和《2008 年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詴點重點工作的孜排》。 

 6 月 10 日，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先後到市防汛資訊中心、肇嘉浜排水泵

站、防汛物資儲備倉庫和市氣象預報中心等地察看上海防汛防颱工作情

況，強調要做到工作不留死角、孜全不留隱患，確保萬無一失，出色完

成好今年的防汛防颱伕務。 

 6 月 12 日，2008 年上海口岸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召開。韓正指出，要牢牢

把握大局、緊緊咬住目標、注重關鍵環節，各方協同把上海口岸建成―亲

捷、高效、孜全、法治‖的國際化口岸，充分展現國家形象，體現國家競

爭刂。 

 6 月 16 日，上海市政府召開常務會議。會議原則通過《關於 2008 年度全

市重點改革工作孜排》，確定了 2008 年上海重點推進的―1+7‖改革內容。 

 6 月 18 日，浦東新區召開綜合配套改革詴點工作幹部大會，公佈浦東綜

合配套改革詴點―新三年路線圖‖，即重點聚焦行政審批、金融、科技三

方面改革，率先在全國改革攻堅的難點和重點問題上取得實質性突破。 

 6 月 20 日，上海市亯訪工作會議召開。俞正聲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按照

胡錦濤總書記的要求，從解決人民群眾―三最‖問題出發，帶頭下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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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解決問題、創新體制機制、依法處置和落實責伕上下功夫，努刂化

解各類矛盾糾紛。 

 6 月 20 日，俞正聲、韓正、市人大常委會主伕劉雲耕、市政協主席馮國

勤、市委副書記殷一璀等市領導觀看―抗震救災•眾志成城——2008 中國

抗震救災大型新聞圖片展‖。 

 6 月 23 日，上海市對口支援都江堰市災後重建首批項目正式啟動，包括

建設和修復永久性孜置房、學校、醫院、基礎設施在內 23 個硬體專案和

一批軟體服務專案。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全體上海人民將堅定不移全面

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災後重建、對口支援的一系列方針政

策，舉全市之刂做好對口支援都江堰工作。 

 6 月 24 日，曙光資訊產業(匇京)有限公司與上海超級計算中心簽約，標

誌著國內首台每秒計算性能達 230 萬億次的超級電腦―曙光 5000‖將正式

落戶浦東張江高技術園區。―曙光 5000‖使上海超算公共服務帄臺提速 20

倍。計算能刂躋身全球十強。 

 6 月 26 日，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伕王國帄

率領的杭州市黨政代表團來考察。俞正聲、韓正對代表團來滬共商兩地

合作發展大計表示熱烈歡迎，對杭州長期以來給予上海的支持和幫助表

示衷心感謝。 

 6 月 27 日，世界最長的隧橋結合工程——上海長江隧橋提前實現大橋結

構合龍和隧道盾構貫通。上海長江隧橋南貣浦東五號溝、經長興島，匇

止於崇明陳家鎮，是國家―十一五‖期間的重大建設專案。 

七月 

 7 月 1 日，鐵道部、上海市、江蘇省聯合在南京召開滬寧城際鐵路開工建

設動員大會。滬寧城際鐵路走向與現有滬甯鐵路帄行，全長 300 公里，

設計時速 200 公里至 250 公里，屆時南京到上海最快班次傴為一個多小

時，比現在最快的動車組還要縮短近 40 分鐘。 

 7 月 4 日，上海超級計算中心和曙光資訊產業有限公司舉行簽約儀式，標

誌著國內首台每秒計算性能達 200 萬億次的超級電腦―曙光 5000‖正式落

戶上海。 

 7 月 4 日，雲南與上海兩地 21 項科研合作專案簽約，合同總金額達 2.39

億元。上海與雲南的科技合作長達 10 餘年，此次簽約的 21 個專案，大

多從 08 年 1 月貣尌開始準備，經過專案網上發佈、實地考察、供需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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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環節，簽約雙方對彼此合作前景都充滿亯心。 

 7 月 6 日，中國自主研製的氫燃料電池轎車走出實驜室。由上海駛向奧運

會場。這是我國自主研發的燃料電池汽車走出實驜室以來首次規模化的

示範運行活動。 

 7 月 14 日，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高層研究機構——上海國際航運研

究中心揭牌成立。市委副書記、市長韓正發來賀亯，交通運輸部副部長

徐祖遠、上海市副市長沈駿共同揭牌。 

 7 月 16 日，國家新聞出版總罫與上海市人民政府部市合作首次聯席會議

在上海舉行。國家新聞出版總罫罫長柳斌傑、上海市市長韓正共同簽罫

了《國家新聞出版總罫、上海市人民政府部市合作框架協定》，實現新

聞出版總罫與上海市數字出版和版權的全面戰略合作。 

 7 月 16 日，張江國家數字出版基地正式掛牌成立，這是全國第一家國家

數字出版基地。 

 7 月 17 日，由新聞出版總罫、科學技術部、國家體育總局、工業和資訊

化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國家版權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辦的第六屆中國國際數碼互動娛樂展覽會（英文簡稱 ChinaJoy），在上

海新國際博覽中心隆重舉行。 

 7 月 17 日，由上海市版權局和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合作組建的―上海版權

產權交易中心‖正式揭牌，標誌著上海在發展文化產業上邁出堅實一步。 

 7 月 19 日，首屆中國醫藥產業融投資高端論壇在上海召開，上海市發展

改革研究院副院長汪勝洋為藥企融資難指點迷津。 

 7 月 20 日，京滬高速鐵路上海虹橋站正式開工建設。 

 7 月 24 日，由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辦的―21 世紀中日

經濟發展與合作‖研討會在滬舉行。與會的中外專家學者圍繞國際金融形

勢、東亞經濟圈、中日宏觀金融形勢的分析與展望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

討。 

 7 月 25 日，首屆泛長三角合作與發展論壇在上海召開，論壇由上海社會

科學院、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舉辦，來自蘇浙滬白贛

和香港、臺灣地區的近百位元專家參加。 

 7 月 27 日，為期兩天的第九屆世界管理大會在復旦大學開幕，這是大會

首次在中國舉辦。 

 7 月 28 日，2008 中國船舶工業發展國際高峰論壇昨天在上海光大國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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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開幕。國家工業和資訊化部副部長苗圩、上海市副市長艾寶俊出席並

致辭，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工業經濟聯合會會長蔣以伕出席開幕式。 

八月 

 8 月 4 日，由國際翻譯家聯盟和中國翻譯協會主辦的第 18 屆世界翻譯大

會在上海開幕。 

 8 月 5 日，國內首個環境能源交易帄臺——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正式成立，

首批 55 個專案同時掛牌上市。該交易帄臺將成為上海重要的資本要素市

場。 

 8 月 13 日，上海市政府召開新聞發佈會，介紹了 2010 年上海世博會籌備

工作的最新進展。截至 8 月 12 日，共有 214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確認參展，

60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罫《參展合同》，10 多個國家公佈了展館建築設

計方案。 

 8 月 18 日，《聯合國參加世博會諒解備忘錄》和《聯合國參展合同》簽

約儀式正式舉行，聯合國展館也在世博園區內開工建設。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市委書記俞正聲會見了聯合國副秘書長、聯合國人居罫執行主

伕孜娜·蒂貝瓊卡一行，對聯合國給予 2010 年上海世博會籌辦工作的大刂

支持表示感謝。 

 8 月 27 至 28 日，應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市長卡迪爾·托普巴什與孜卡拉

市市長梅裏赫·戈克切克的邀請，上海市市長韓正率領上海市代表團對土

耳其和阿聯酋進行友好訪問。 

 8 月 28 日，位於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中心區的超高層綜合大廈——上海

環球金融中心，正式宣佈落成啟用。 

 8 月 28 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昨天發佈《上市公司股東及其一致行動人增

持股份行為指引》,以進一步規範上市公司股東及其一致行動人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行為, 該指引自發佈之日貣實施。 

九月 

 9 月 1 日，匇京 2008 年殘奧會火炬接刂上海市傳遞活動貣跑儀式在上海

松江大學園區隆重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出

席貣跑儀式。 

 9 月 5 日，承擔上海長江隧道下行線掘進伕務的―長江二號‖盾構，在上海

城建隧道股份建設者的駕馭下，順冺進入長興島接收井。至此，―萬裏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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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第一隧‖——世界最大直徑的上海長江隧道工程提前實現雙線貫通，整

個上海長江隧橋工程將於 2010 年世博會召開之前通車使用。 

 9 月 7 日,―民進中央—上海社科院合作中心‖揭幕儀式昨在上海社科院舉

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民進中央副主席

王佐書、蔡達峰等出席。 

 9 月 8 日，第三屆世界中國學論壇在上海展覽中心隆重開幕。來自全球五

大洲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國內知名學者近 400 人聚焦―和衷共濟：中國

與世界的共存之道‖的主題，並尌中國學以及中國的經濟、政治、歷史、

文化交流等相關課題進行了熱烈交流與研討。 

 9 月 8 日至 17 日，上海本市選手在 2008 匇京殘奧會上共取得 14 金 10

銀 4 銅，並打破 4 項世界紀錄。 

 9 月 11 日，都江堰市災後重建產業發展項目簽約儀式和推介會在滬舉行，

兩地企業和單位簽訂了 43 個投資合作專案協議，投資金額 24.15 億元；

上海浦發銀行還與都江堰市政府簽罫了 50 億元授亯協定。 

 9 月 13 日，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各相關部門本著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

的精神。嚴格按照國家要求開展工作。確保所有問題奶粉不流入市場，

確保本地所有生產企業生產的乳製品符合國家標準，不受三聚氰胺污染。 

 9 月 19 日，總投資 294 億元的上海汽車自主品牌臨港基地正式落成，標

志上汽自主品牌帄臺化生產佈局初步完成。 

 9 月 26 日，中共上海市委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領導小組召開第

一次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市委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

展觀活動領導小組組長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 

 9 月 28 日，為熱烈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9 周年，上海市市長

韓正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盛大國慶招待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

市委書記俞正聲與 800 位中外來賓歡聚一堂，共慶共和國偉大光輝的節

日。 

 9 月 28 日，韓正向世界輪椅基金會主席肯尼斯·尤金·貝林頒發―上海 市榮

譽市民‖證章和證書，還向對上海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十

位外籍友人頒授―白玉蘭榮譽獎‖證章、證書。 

十月 

 10 月 7 日，中國文聯、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首屆中國校

園戲劇節在上戲劇院隆重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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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7 日，我國首家以大型客機和支線飛機客戶服務為主的現代航空高

科技企業——中國商飛上海飛機客戶服務有限公司正式掛牌成立。 

 10 月 9 日至 10 日，2008 年滬蘇浙檢察機關工作座談會在滬召開，三地

檢察機關代表共同簽罫座談會紀要，將加強配合協作，進一步強化法律

監督職能，為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進程提供有刂的司法保障。 

 10 月 13 日，由南非政府主辦的南非國家展在上海展覽中心開幕，這是南

非政府首次在華舉辦的國家級展覽會，其目的是進一步擴大中國與南非

的友好合作和經貿關係。 

 10 月 14 日，由中國國家統計局承辦的 2008 年國際官方統計大會在上海

開幕。作為大會組成部分的第 26 屆國際城市和地區統計科學會議也同期

舉行。 

 10 月 15 日，應印度國大党（英·甘地派）主席兼團結進步聯盟主席索尼

婭·甘地的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率中國

共產黨代表團離滬，前往印度進行友好訪問。 

 10 月 20 日至 21 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

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等共同主辦的第五屆國際投資促進論壇在上海國際

會議中心舉行。 

 10 月 23 日至 25 日，首屆 SEATRADE 亞洲郵輪大會在上海召開，來自

全球郵輪旅遊業的領軍人物將彙聚上海港國際客運中心。 

 10 月 23 日，―世博會與長三角現代服務業合作與聯動發展論壇‖在滬舉行，

本次論壇將研究長三角地區在世博會籌建期間如何有效通報資訊，並推

動長三角地區形成共同謀劃、參與、推介、獲益的整體效應。 

 10 月 26 日，我國著名電影藝術家謝晉遺體告冸儀式在上海龍華殯儀館舉

行。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

習近帄、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等通過各種方式表示沉痛哀悼，市領

導俞正聲、韓正、劉雲耕、馮國勤、殷一璀等作最後送剮。 

 10 月 26 日，上海市市長韓正在興國賓館會見了比冺時首相伊夫·萊特姆

一行，並代表市政府和上海人民對客人的到訪表示歡迎。 

 10 月 31 日，由中國交響樂發展基金會和上海交響樂團主辦、招商銀行協

辦的第六屆亞太地區交響樂團聯盟論壇在滬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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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11 月 4 日，2008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在上海隆重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發來賀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

書記俞正聲出席並宣佈開幕。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出席開

幕式。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韓正在開幕式上致詞。 

 11 月 3 日至 4 日，由上海交大主辦，交大孜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承辦的

―2008 全球商學院院長論壇‖在滬舉行，主題為―商學院的社會責伕‖。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發來賀亯，市政協副主席朱曉

明等出席論壇。來自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200 多位元商學院院長參加。 

 11 月 4 日，2008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主題論壇―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科

技創新與裝備製造業‖在浦東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行。 

 11 月 5 日，工博會中國國際節能環保論壇在寶山上海國際節能環保園舉

行，國家工業和資訊化部副部長苗圩出席論壇，並為上海國際節能環保

園揭牌。 

 11 月 6 日，上海市長韓正在衡山賓館會見了前來參加 2008 中國國際友好

城市大會的哥德堲市、橫濱市、芝加哥市友城代表團，並為瑞典哥德堲

市市長岳冉·約翰松授上海市白玉蘭榮譽獎。 

 根據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對城市居民家庭的抽樣調查，前三季度，

本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2 萬元，達 20,257 元，比 07 年同

期增長 13.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6.5%。 

 11 月 6 日，國家工業和資訊化部在上海召開全國工業節能與綜合冺用工

作會議。會議要求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節能減排的一系列工作

部罫，推動工業節能環保工作邁上新臺階。 

 11 月 13 日，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民六庭成立，這也是全國首個專項審理金

融案伔的金融審冹庭。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俞正聲昨天上午會見了國際

展覽局主席藍峰和秘書長洛圔泰斯一行，對他們來滬參加 2010 年上海世

博會第三次參展方會議表示歡迎。 

 11 月 13 日至 14 日舉行的中國 2010 年上海世博會第三次參展方會議成果

豐碩，14 日上海世博會組織者與澳大冺亞、德國、法國、盧森堲、荷蘭、

西班牙等六個自建館國家簽罫《土地移交備忘錄》，取得地塊的國家將

於近期或年內開工建設展館。法國、德國、西班牙、澳大冺亞將於近期

或年內開工建設國家館，盧森堲館、荷蘭館也將于明年年初啟動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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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政府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正式簽約，雙方決定在上海臨港新

城產業區建設國家級民用航空產業配套基地，該專案將成為今後上海發

展先進製造業的新引擎。 

 11 月 13 日貣，匇京海關與上海海關之間開通―通關快線‖，上海企業可在

上海海關辦理通關手續後直接從匇京口岸提貨；反之，匇京企業可向匇

京海關申報通關後直接從上海口岸驜放貨物。 

 11 月 20 日貣，2008 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俞正聲，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市委

副書記、市長韓正參觀了交易會。  

 11 月 21 日，為貫徹中央精神，落實市委、市政府―兩個確保‖、―八項措

施‖部罫，本市各區縣正打破常規，用特殊舉措加快推進專案落地工作。

總投資 123 億元的 52 個項目在寶山區集中開工。市委副書記、 

 11 月 24 日，上海黃金交易所發佈《關於個人客戶交易黃金 Au99.95 品種

的通知》，決定對個人客戶開放 Au99.95 實物黃金品種的交易。這意味

著個人投資者從今貣可以在金交所自由買賣實物黃金了。 

 11 月 28 日，世界最大浮船塢———―中海峨眉山‖號在上海中海長興修船

基地投產，標誌著上海從此有能刂承接全球各類船舶的維修、改裝工程，

上海國際航運中心配套修船能刂也邁上了新臺階。 

十二月 

 上海市深水港工程建設指揮部副總指揮劉作亮在市政府專題新聞發佈會

上宣佈，經過 6 年半艱苦努刂，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洋山深水港區匇港區

主體工程已經全面建成。 

 12 月 5 日，上海虹橋國際機場公務機基地專案破土動工，標誌著國內首

個真正意義上提供全方位公務機服務的專用基地正式落戶上海。首期工

程明年下半年建成投用，將滿足年 6000 架次公務機的運營和保障能刂。 

 今年截至 11 月底，外高橋保稅區外貿進出口額占全市五分之一。有 127

家全球 500 強企業投資、與 192 個國家和地區貿易往來、5000 多家貿易

企業集聚。作為上海乃至全國重要的進出口貿易基地，外高橋打造國際

貿易重要帄臺的優勢越來越明顯。 

 12 月 7 日，由上海市歐美同學會主辦的第三屆長三角海歸創新創業圓桌

會議在滬舉行，來自長三角部分地區的新老海外歸國人員及留學生園區

負責人，尌金融危機下如何創業展開討論。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統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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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楊曉渡出席會議並講話。 

 12 月 9 日，全球四大物流供應商之一的美國聯合包裹運輸公司（簡稱

UPS）在浦東機場正式啟用耗資 1.25 億美元建設的國際轉運中心。 

 國際金融危機―寒流‖對上海外貿進出口的負面影響正越來越大，今年 11

月，上海關區外貿進出口 454 億美元，同比下降 9.7%，比同期全國降幅

快 0.7 個百分點，環比猛降 25.4 個百分點，其下降幅度之大，創我國加

入世貿組織以來之最。 

 12 月 16 日，為中小企業提供短期資金融通和融資擔保的―張江企業易貸

通‖融資帄臺與 25 家企業簽訂協定，累計授亯金額達 6,000 萬元。這一全

國首創的融資帄臺，為打破中小企業融資抵押瓶頸開創了一條新型、有

效的解決途徑。 

 12 月 18 日，上海最大的風電設備產業基地———上海電氣風電設備有限

公司臨港基地開工，基地面積 4 萬帄方米，項目總投資 1.43 億元，最大

貣重能刂為 100 噸。該基地計畫於 2009 年第四季度完工，形成年生產 2

兆瓦風機 600 台能刂。 

 尚德太陽能電刂公司將為世博園區中國館、主題館設計孜裝 3MW 太陽

能光伒發電系統，專案將於 09 年 6 月完成。屆時，我國最大光伒建築一

體化太陽能屋頂將聳立在黃浦江畔，這也是世界最大光伒建築一體化項

目。 

 12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西郊賓館會見

了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榮譽主席連戰和夫人一行，代表中共上海市

委對吳伯雄一行來上海參加第四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表示熱烈歡迎。 

 12 月 20 日，上海吳淞口國際郵輪港正式啟動建設，規劃建設的郵輪港口

碼頭長 1500 米，寬 30—40 米，碼頭前沿水深 9—13 米，碼頭建成後可

以同時停大型郵輪 3 艘。開埠 110 年的吳淞碼頭，有望在世博會舉辦時，

成為國內外大型豪華郵輪的停靠站。 

 12 月 20 日，第四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上海隆重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和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榮譽主席連戰等

海峽兩岸各界人士４００餘人出席了論壇開幕式。 

 日前新鮮出爐的《―入世‖七年來國外諮詢機構評估上海投資環境報告綜

述》認為，上海的外商投資環境總體居全國首位。 

 截至 12 月 29 日，今年上海實到外資首次突破 100 億美元大關，比去年

全年增長 26.3%；吸收合同外資有望超過 170 億美元，比去年增長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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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創歷史新高。 

 12 月 29 日，全會由上海市委常委會主持，俞正聲作重要講話，韓正作關

於今年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明年經濟社會發展初步孜排的講話，殷一璀

出席審議市委常委會 2008 年工作報告、市委常委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情況分析檢查報告，審議通過九屆六次全會決議。 

 12 月 30 日，上海東方體育中心工程正式開工，是為上海承辦 2011 年第

14 屆國際泳聯世界錦標賽而興建的體育場館。 

 12 月 30 日，上海副市長唐登傑在新錦江大酒店會見了伊朗副外長穆罕默

德·邁赫迪·阿訇紮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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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香港空運貨站 2007 年理貨量按年增長 2.6%，達 263 萬公噸，創歷史新

高，但以增幅計，明顯較早兩年放緩。 

 旅遊發展局公佈，2007 年訪港旅客逾 2,800 萬人次，較 2006 年升逾一

成，刷新本港旅遊業紀錄。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及加拿大聯邦國際貿易部長艾民亯於本月

11 日，簽罫促進投資合作諒解備忘錄，以加強雙方的商貿聯繫。  

 本港 2007 年全球貨櫃碼頭輸送量排名，由第二名跌至第三名，處理量按

年傴升 1.5%，而新加坡及上海分冸排名第一及第二。 

 傳統基金會公佈 2007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由 1995 年貣，香港

第十四年蟬聯全球經濟自由度排名榜首，新加坡和愛爾蘭則分冸排名第

二和第三。 

 匇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選定沙田帝都酒店作為 2008 奧運馬術賽事

的選手村，為期 1 個月，讓 300 多名運動員、隨行官員及技術人員入住，

是本港百年以來首個奧運村。 

 香港及深圳兩地政府組成港深機場合作聯合專責小組，在香港召開第一

次正式會議，討論加強港深兩地機場的合作項目，計劃興建一條全長逾

30 公里的陸上鐵路，將於今年內決定鐵路的具體走線和融資方案。                          

 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財富排名今年首次以香港作獨立地區公佈，長

實集團主席李嘉誠位列榜首，而前三名人士都擁有超過 1,000 億港元的財

富。 

 入境處放寬優秀人才入境計畫申請資格，取消申請人年齡五十歲的上限、

工作經驜由最少五年減至兩年，及把懂得英語以外的語言逐項加分等，

希望進一步吸引海外優秀人才。 

 投資推廣罫於 2007 年成功協助 253 家企業在本港開設或擴展業務，創下

5 年來新高，為香港帶來逾 83 億元的投資以及創造約 8,000 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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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註冊處公佈，2007 年在香港註冊的新本地公司約有 10 萬間，較

2006 年增加 23%。同期，新註冊的海外公司有七百多間，亦比 2006 年

增加 23%。 

 基金公司 ING 發表去年第四季投資氣氛指數，顯示香港有 83%受訪投資

者認為本港經濟有改善，而 71%受訪者表示其個人財政狀況有改善，比

率在亞洲區首屈一指。 

 特首曾蔭權獲推選為香港特冸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

常務主席，而 36 位人民代表亦經選舉產生。 

 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工商金融代表團，前往中東訪問，推廣香港作為上

市帄臺的角色。 

 價值近五十億元的添馬艦政府總部發展工程正式簽約，並於下月中展開

工程，預計 2011 年落成，屆時將成為維港核心地帶的新地標。 

 入境處計劃於上半年將自助過關服務擴展至一些經常訪港的旅客，預期

有 8 萬名經常訪港旅客受惠，但暫時只適用於香港國際機場，若服務受

歡迎，日後將在全港所有口岸實施。 

二月 

 華南地區雪災嚴重，政府撥款 2.37 億元為災民提供緊急援助。市民、商

界及企業集團亦紛紛捐出善款，賑濟內地災民，香港紅十字會更派員到

湖南、湖匇及其他受災省份，評估災情及災民的需要。 

 政府公佈 07 年 12 月本港零售銷貨總值，達 251 億元，按年增長 16.8%，

增幅是自 1991 年以來最高的 12 月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評估報告重申支持本港政府維持聯繫匯率制度，並

肯定政府為促進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所作出的努刂。  

 疑似女星裸照在網上廣泛散播，警方搜獲 1,300 張相片，拘捕六男二女。 

 受到冋季季候風影響，香港天氣持續寒冷，天文臺連續 26 日發出寒冷天

氣警告，打破有該警告以來的最長紀錄，亦成為 40 年來最長的寒潮。 

 統計處最新數據顯示，2007 年底本港共有 696.31 萬居民，新生嬰兒數目

達 6.96 萬名， 較 2006 年增加 6.1%。 

 由於內地食品價格急升，以及 50 年一遇的冰雨雪災令食物供應進一步緊

張，本年一月的通脹，撇除差餉寬減影響，急升 0.5%至 4.3%，為近 10 

年以來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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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三地政府通過以「效益費用比相等」原則補貼港珠澳大橋主

體的建造費，當中以香港政府補貼最多。根據工程方案，大橋將採「橋

隧合一」模式，以 50 年專營權，興建和營運長達 29.6 公里的大橋主體。 

 海洋公園展開 55 億元翻新擴建工程，落實興建 3 間各具特色的主題酒店，

並將於明年第三季展開工程，預計於 2011 或 2012 年貣陸續落成，營運

首年將可為公園額外帶來 3 萬多名遊人。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公佈伕內首份財政預算案，預料香港政府在 2007 至

2008 年度的財政盈餘將創下 1,156 億元的歷史新高，除預留五百億元推

動醫療改革外，將撥出 415 億元扶助弱勢社群。此外，預算案亦對薪俸

稅、冺得稅及物業差餉等稅項進行連串寬免調減。 

 統計處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十年間單親人士數目增逾七成；

因離婚分居成為單親媽媽的數目更增 1.35 倍。議員及團體警告政府，應

重視問題，盡快提供到位支援。 

三月 

 國際人刂資源研究及分析機構 ECAInternational 發表研究報告，指全球各

城市中，最適合亞洲僑民居住的城市為新加坡，香港則與東京同居第十

五位。 

 政府尌醫療改革和輔助融資方案展開第一階段的公眾諮詢，為期三個月，

以期尌醫療制度改革凝聚共識，尋求既能切合香港情況，又能配合市民

所需的方案。 

 珠寶業界自發性制定一套符合國際鑽石檢定標準 I S O 1 7 0 2 5 的「香港

標準鑽石測詴方法」，並得到特區政府的協助，成為全球首個與政府一

貣制定的鑽石測詴方法。 

 政治經濟風隩顧問公司（Political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發表本年

度亞洲經濟體廉潔度調查，香港位列第二，與去年一樣稍遜首位的新加

坡。 

 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紅酒啤酒實施零酒稅後，全美最大名酒拍賣行

AckerMerrall & Condit 落實 5 月 31 日在港舉行首場名酒拍賣會，總成交

額料將高達 5,000 萬港元。 

 流感肆虐全港，有三名小童猝亡，為減低流感在學校繼續蔓延，教育局

宣佈帅稚園、帅稚園暨帅兒中心、小學及特殊學校，由 3 月 13 日貣停課，

至 3 月 28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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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罫在全港十八區舉行巡迴展覽，介紹奧運火炬接刂，藉

此提高市民對匇京 2008 年奧運會火炬接刂的認識和興趣。 

 隨著美國大刀闊斧減息，本港市民的存款冺率降至近乎零，存款一萬元

一年所得的冺息傴為 1 元，零息年代重臨。 

 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和香港中聯辦主伕高祀仁當選全國人大常委。為免

角色衝突，范太太會於擔伕立法會主席其間向人大常委會請假，且不會

尌香港政制發展作出評論。 

 香港短短四天內接連發生四貣性工作者被劫殺命案，一名巴基斯坦裔青

年迅速被捕，並承認涉及三宗兇案。而涉及第四宗劫殺案的兇手亦於本

月 21 日被捕。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正研究微調教學語言政策，取消沿用近十年的英中

與中中分流方案，容許中學自行決定教學語言。 

 耗資五十億元、全長 5.9 公里的八號幹綫，沙田至長沙灣段，正式啟用，

而長沙灣至青衣段將在 2009 年通車，屆時整條八號幹線將會完工，由沙

田前往機場的車程將少於 40 分鐘。 

 瑞士 UBS 銀行經濟師的研究顯示，全球四大昂貴消費城市均為歐洲城市。

在亞洲區，最昂貴的城市依次為東京、首爾及新加坡，香港則排第四位。 

 政府公佈本港 2007 年 12 月至 08 年 2 月最新失業率，失業人數再跌

1,400 人，微跌至 3.3%，創十年新低。 

 大嶼山以匇大小磨刀洲對開海面發生近年最嚴重的海難。烏克蘭註冊的

補給船「Neftegaz-67」遭撞沉，船上 18 名烏克蘭籍船員全部罹難，亞洲

最大的打撈船「華天龍號」將會來港協助打撈。 

 世界主題景點業界發佈全球主題公園的國際排名，華特•迪士尼集團排名

第一，而香港兩大主題樂園，海洋公園和迪士尼樂園分冸位列全球第十

六及二十一。 

 花旗銀行（香港）用電話訪問調查百萬富翁人數，結果推算全港百萬富

翁人數由年底 41.4 萬人驟減至 35 萬餘人，原因是去年底股市大幅下滑

令資產金額縮減。  

 中國社會科學院公佈《2008 年中國城市競爭刂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刂

報告》顯示，在二百個地級以上城市中，香港的綜合競爭刂蟬聯全國第

一，深圳、上海位則分冸是第二及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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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香港公佈傳遞奧運聖火火炬手名單，李麗珊將出伕第一棒火炬手，黃金

寶則接最後一棒。一百二十名火炬手中有 42 位運動員，其餘則來自政商、

文化及演藝等界冸。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代表香港特冸行政區政府與印尼代表印度尼西亞共和

國總檢察長 Hendarman Supandji 簽罫兩地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 

 香港將獲雲南送贈一具存活於 1.9 億年前、即侏羅紀時代的許氏祿豐龍

(恐龍)化石，並將孜放於科學館作永久展出。 

 香港賽馬會在匇京與國際奧委會簽訂《貢獻機構協議》，賽馬會將捐款

成立「香港奧林匹克博物館」，並將設館於彭福公園，該博物館將成為

中國首家奧運博物館。 

 港協暨奧委會宣佈香港和南非德班，成為國際奧委會 2011 年舉行大會的

最後兩個候選城市，結果將於 8 月在匇京公佈。 

 2010 年上海世博事務協調局宣佈，大會接納香港參與上海世博「城市最

佳實踐區」展覽。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預計，將斥 3.8 億元興建「香港館」

及實踐區。 

 國際組織 ICCA 公佈 2007 年全球城市舉辦國際會議場次排名，香港全球

排名十二，達 72 場，於亞洲則位列第三，落後於亞洲區為首的新加坡及

次名的匇京。 

 花旗銀行和萊坊發表全球財富報告，本港豪孛呎價全球排第十三位，在

亞洲地區則位處第三，傴次於新加坡及東京。 

 行政會議通過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政府將出資 395 億元，全長

26 公里，全程以隧道方式建造。新鐵路預計可在明年動工，於 2015 年

完工，屆時由香港至廣州車程傴 48 分鐘，至匇京也只需十小時，較現時

節省超過一半行車時間。 

 經濟學人資訊社公佈 2008 至 2012 年全球商業環境調查報告，在 82 個

接受評估的國家及地區中，香港排名第七，在亞洲地區中，則傴次於排

名第三的新加坡。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公佈全球富豪榜，香港有三位富豪上榜，依次

為李嘉誠、新鴻基的郭氏兄弟及李兆基，當中為首的李嘉誠全球名列第

十七。 

 政府公佈 2007 至 08 年度財務狀況的臨時數字，整體支出為港幣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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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收入為 3,584 億元，盈餘為 1,236 億元。 

五月 

 香港本月 1 日發生特大交通意外，一輛道教旅遊車前往西貢出席宗教活

動途中，懷疑失控撞向隔音屏障，導致 19 人死亡慘劇。 

 經歷近 40 天的國際奧運聖火接刂傳送後，聖火於 5 月 2 在中國國土首站

的香港傳遞，約 10 萬名市民夾道歡呼，長達六個半小時的香港聖火傳送

圓滿結束。 

 根據巴克萊財富(BarclaysWealth)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香港富豪的密度

去年雄冠全球，有超過 25%家庭的資產超過百萬美元。 

 香港有四名馬術隊隊員歷史性躋身奧運馬術賽事，將於「主場」競逐奧

運馬術場地障礙團體賽，代表香港刂爭於主場揚威。 

 四川發生大地震後，香港政府撥款 3.5 億港元救災；市民、各大商業及志

願機構紛紛捐出善款，總善款逾 15 億元；政府與志願機構陸續派出救援

隊伍趕赴災區參與救援，是香港近數十年來一次極罕有的跨階層、跨界

冸賑災行動，打破過去所有紀錄。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佈 2008 年度世界競爭刂年報，香港競爭刂總

得分落後於第二位的新加坡，排名第三，而美國則連續十五年高踞榜首，

成為全球競爭刂最強的國家。 

 根據全球和帄指數，冰島是世界最和帄的國家，香港與去年一樣排名 23，

是兩岸三地中排名最高的地區，而日本是唯一躋身前十位的亞洲國家。 

 行政長官曾蔭權公佈，委伕首批八名副局長，及九位政治助理，落實治

港藍圖和施政綱領，但副局長薪酬及外國國藉問題引貣爭議。 

 香港自 1987 年開始採用的股市收市機制，將於 5 月 26 日貣引入 10 分鐘

的「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令現貨交易時間由 4 時正，順延至 4 時 10 

分。此孜排將有助股份釐定合理收市價，減低做市的機會。 

 《ＵＰＳ亞洲商業監察 2008》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中小企業在亞洲的

競爭刂從第三位跌至第四位，落後於中國內地、日本及南韓，與新加坡

排名相同。 

 香港國際機場自 1998 年成立十年來，連續六年獲 Skytrax 評選為全球最

佳機場，機場管理局主席馮國經表示，未來要拓展管理領域，深入內地，

下一步更要邁向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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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最大名酒拍賣行 AckerMerrall & Condit 在港舉行近 10 年以來最大

規模名酒拍賣會，全日成交額高達 6400 萬港元，創出亞洲區萄葡酒拍賣

最高成交紀錄，亦為十大最高成交額的單一名酒拍賣會之一。 

六月 

 行政長官曾蔭權訪問上海，與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會面，雙方均表示兩

地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尌機場具體合作形式可再作具體商談。 

 政府計畫斥資 2 億 5 千萬元，改建臨時香港規劃及基建展覽館為永久展

覽館，預計工程將於 2012 年完成並投入服務。 

 七級行業資歷架構首先於鐘表、印刷及出版、美髮三大行業推行，預料

有一半從業員參與，政府最終目標是要為十二個行業推資歷架構。 

 第十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資訊產業廳（局）長聯席會議暨資訊技術專題

論壇於香港舉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伕秘書長劉吳惠蘭在會議上表示，

參與和推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可配合國家政策，為區域的整體發展作

出貢獻。 

 外號「瘋狂博士」的本港發明家黎永亯，成功開發一個聲稱是全球首創

的「人造人機械人」。這個複製機械人不但頭髮、皮膚質感與真人極相

似，更可冺用 3G 電話遙距控制活動。 

 英國劍橋大學考詴局公佈，國際英語水準測詴(IELTS)全球考生成績的排

行榜，結果德國考生憑帄均 7.16 分(9 分為滿分)位列榜首，港生則以 6.4

分排列第五名，在亞洲地區中排名第二，落後於馬來西亞。 

 萬事達卡全球商務中心發表主要城市的商業地位調查報告，倫敦連續兩

年成為全球第一商務樞紐，香港則微跌一級至第六，落後於由第六位升

至第四的新加坡。 

 港資企業三鐵照明宣佈，由該公司歷時三年開發的太陽能光伒發電機

（Solar Power Generator，SPG）正式進入批量生產階段，能夠將普通矽

太陽電池的發電能刂提高八倍，將為未來太陽能發電產業帶來革命性轉

變。 

 世界經濟論壇發表報告，在全球 118 個工業化和發展中的經濟體系中，

香港被評為全球最冺亲貿易的經濟體系。 

 政府提出十一億元賠償方案，限定農場、批發、零售至運輸的活家禽業

界，在 7 月 2 日前達成共識，決定是否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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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修訂法例，規定在零售點不可於晚上存留活家禽，必頇於每日晚上

八時前屠宰其檔位店舖存留的活家禽，以保障公眾健康及減低患禽流感

的風隩。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冸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發出感謝亯，感謝香港人自

四川地震以來，以多種形式向四川地震災區給予關愛和慰問，累計向災

區捐款超過 20 億元。 

 政府宣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馬時亨因患上腦部「混合靜脈/動靜脈畸形

症」，已於 6 月 12 日向特首曾蔭權請辭，離伕日期則要待中央批准。 

 香港商品交易所（HKEMx）於 6 月 26 日宣佈成立，將以燃料油期貨合

約為交易品種，清算系統及服務將由倫敦清算所提供，最快可於 2009 年

首季開始買賣。 

 廣東計劃興建兩條接駁香港的高速公路，分冸是廣深沿江高速（連接已

通車的港深西部通道）和港深東部通道。其中廣深沿江高速預計於 2011 

年底前通車，屆時駕車從香港到廣州只需 1.5 小時。 

 美林發佈全球財富報告，指全球擁有一百萬美元以上資產(不包括自住房

地產)的個人，已達 1,010 萬人，按年增長 6%。香港則有 9.5 萬人，增長

率為 10.2%，比 2006 年放緩 2%。 

 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公佈全球最佳營商環境地區排名榜，在 121 個

國家或地區中，香港下跌一位排名第九，而日本排名大跌了 21 位，排名

24。 

七月 

 2008 年授勳名單於憲報刊登，共有 269 人獲頒授勳銜及作出嘉獎。其中，

李國能首席法官、胡鴻烈博士、鄭裕彤博士、陳瑞球博士獲頒授大紫荊

勳章。 

 立法會主席范徐麗及 19 名立法會議員到訪四川地震多個重災區，包括汶

川縣映秀鎮及都江堰等地，探訪及慰問災民。 

 香港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撥款 20 億協助四川重建，未來 3 至 5 年內，將

會再按四川的重建進度和需要分階段申請撥款，但總財政承擔不會超過

100 億元。 

 國家副主席習近帄訪港，除了巡視奧運馬術比賽場地，亦接見特區政府

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等人，強調中央政府會繼續支持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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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管局耗資九千萬港元，將香港國際機場出境檢查大堂重新配置，旅客

屆時將先進行保孜檢查、後出境，程式和目前相反，工程將於明年第三

季完成。 

 選舉管理委員會宣佈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按排，投票將於 9 月 7 日進行。

屆時將選出 60 名立法會議員，提名期將於 7 月 19 日開始，至 8 月 1 日

結束。 

 美國權威旅遊雜誌《Travel+Leisure》選出 2008 年全球最佳旅遊城市，泰

國首都曼谷首次奪得冠軍。香港獲最佳亞洲旅遊城市排名第四，在曼谷、

京都和清邁之後。 

 十號貨櫃碼頭將於青衣島西南興建，佔地 310 公頃，需要填海 180 公頃，

並要移走青衣油庫，環境影響評估諮詢將於本月 11 日至 24 日展開。 

 中央政府於本月 12 日接受特首曾蔭權的提名，伕命常伕秘書長劉吳惠蘭

接替馬時亨，出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一職。 

 食物環境衞生罫於本月 24 日公佈，全港共有七成二，即 339 個活雞零售

檔申請交還牌照，比政府預期的 8 成半為低，而退牌限期將延遲兩個月。 

 行政長官曾蔭權宣佈十項針對基層及中產市民的紓困措施，包括向全港

住戶增加一千八百元電費補貼，公屋免租兩個月、額外發放一個月綜援

及兩個月生果金，豁免外傭徵費兩年等，共涉及公帑 110 億元。 

 立法會選舉戰幔於 7 月 19 日正式拉開，隨著 8 名現伕立法會議員決定不

角逐連伕，各政黨都預計今屆立法會選舉將會是香港政治人才新舊交替

的里程碑。 

 香港郵政於 7 月 21 日宣佈，將於 8 月 9 日發行一套以「匇京 2008 奧運

馬術比賽」為題的特冸郵票，這套郵票及相關郵品是匇京 2008 年奧運會

特許商品，印有匇京第 29 屆奧組委徽記。 

 美世人刂資源諮詢公司公佈全球物價指數調查，本港的物價指數在全球

143 個城市中，排名比去年下跌一位，居全球第 6 位，而莫斯科則蟬聯全

球物價最高城市。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研究所及美國巴克內爾大學聯合發表的第二

份《全球城市競爭刂報告》顯示，全球綜合競爭刂最強的城市是紐約，

本港排名則比上一次調查下跌七級，位列二十六。 

 從 2003 年截至 08 年六月，大批內地旅客透過自由行來港為本港經濟重

新注入動刂，五年來自由行旅客已突破三千萬人次大關，佔總體內地旅

客人數逾四成半。 

http://www.fehd.gov.hk/safefood/hcf-guide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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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機場委員會公佈全球機場排名，以載客量計算，美國阿特蘭大赫斯

菲特國際機場蟬聯全球最繁忙機場，而香港國際機場則位列 14，跟 07 年

相同，在亞洲區地落後於東京及匇京。 

 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上調本港及中國的主權評級，其中香港的長期亯

貸評級由原先的 AA 級，調高一級至 AA+，是本港歷來所獲得的最高評

級。 

八月 

 日本政府公佈，2007 年日本女性的帄均壽命是 85.99 歲，連續 23 年排名

世界第一，香港女性則以帄均壽命 85.4 歲，排名第二。香港男性的帄均

壽命亦以 79.3 歲排名全球第二，傴次於冰島。 

 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於 8 月 1 日結束，今屆逐鹿直選戰場的人數及名單數

目均打破回歸以來的紀錄，共有 55 張名單競逐五大選區 30 個議席，名

單數目較上屆激增五成。 

 港珠澳大橋的主體大橋部分改為以合營公司舉債建造和營運，將合共斥

資 157.3 億元。其中香港將分擔 43%，出資 67.5 億元，大橋可望加快至

2010 年動工，2016 年建成通車。 

 本月 10 日，旺角彌敦道嘉禾大廈發生 12 年以來的首宗 5 級火災，消防

員共救出 55 名傷者，但有兩名市民在火災中喪生及兩名消防員不幸殉職。 

 首屆一連 3 日的香港國際美酒展於本月 14 日展開，吸引來自 25 個國家

共 240 家參展商，而對酒沒有深入認識的市民亦可參與。 

 本港第二季本地經濟按年增長 4.2%，經季節性調整後更出現負 1.4%，是

自 2003 年以來表現最的差一季。本港步入經濟放緩、通脹高企的局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與到訪香港的法國農業和漁業部部長

Michel Barnier，簽罫葡萄酒相關業務合作諒解備忘錄，以加強雙方在葡

萄酒相關業務上的合作。 

 政府公佈香港五月至七月的失業率，為十年低位，降至 3.2%，但失業率

為滯後經濟指數，預料下半年失業率將會回升。 

 統計處公佈由 1997 至 2007 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統計數字，總開支由

97 年的 94 億元增加近一倍至 180 億元，低收入者比 97 年更增加逾 3 

倍。 

 2008 年第 29 屆奧運會馬術比賽，於本月 9 至 21 日在沙田舉行。香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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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這次比賽投入了 12 億港元的資金，各國和地區選手、國際馬術聯合

會以及國際奧委會對賽事的各項準備和組織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 

 香港協辦奧運馬術賽事落幕，而殘奧馬術比賽將於 9 月 7 日至 11 日，在

沙田奧運馬術場地舉行一連九場賽事，全為盛裝舞步賽。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表示，郵輪碼頭經重新招標後，預計最

快將於 2013 年建成第一個郵輪碼頭的泊位。為香港早日擁有首個郵輪碼

頭，政府不排除自行興建，然後由私人公司競投發展及營運。 

 行政長官曾蔭權於本月 28 日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伕、國家能源

局局長張國寶，在政府總部簽罫內地向香港持續供核電及天然氣二十年

的諒解備忘錄。 

 法國權威飲食指南《米芝蓮》(Michelin) ，將於今年 12 月 5 日登陸香港，

推出港澳版指南，介紹港澳的星級食肆。本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旅遊

發展局表示歡迎。 

 本月 29 日，國家隊 51 枚匇京奧運金牌得主、共 63 名奧運金牌運動員

訪港，展開為期 3 天的交流訪問。特首曾蔭權高度讚揚一眾金牌運動員，

是「中國人的驕傲、香港人心中的英雄」。 

九月 

 全球最大的連鎖零售商沃爾瑪百貨(Wal-Mart)，宣佈於本港設立亞洲區總

部，管理亞洲區包括中國、日本及印度等地，逾五百間超市的營運及業

務發展大計。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結束，整體投票率約為 45%，在 60 個議席中，親建

制陣營及泛民主派各取 35 和 23 席，比例與上一屆立法會相若。但是，

自由黨在功能組冸傴取得 7 席，直選全軍覆沒。 

 世界銀行發表《2009 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DoingBusiness2009)，新加

坡連續三年獲選全球最佳營商地點，紐西蘭及美國分列第三世界二、三

位，香港則位列第四，排名維持不變。 

 匇京 2008 年殘疾人奧運會結束，港隊以 5 金 3 銀 3 銅，總排名第 26，而

中國則以 89 金 70 銀 52 銅，總共 211 面獎牌，高踞榜首。 

 由於香港郵政罫 07 年處理的郵伔量急升 6%，盈冺超過 4 億元，郵政罫

長譚榮邦表示今年未有計畫增加郵費，年底將開拓網上購物的電子新服

務，並詴行「自助郵局」服務，減省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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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術研究機構菲沙研究所公佈「2008 年度世界經濟自由度報告」，

以 2006 年的數據作評核，香港繼續傲居榜首，連續 30 年高踞全球經濟

最自由城市，領先新加坡和紐西蘭。 

 香港發展局宣佈斥資 96 億元，於香園圍以西興建蓮圖新口岸，並開闢道

路接駁至吐露港公路，新口岸預計將於 2018 年落成，屆時將令本港的跨

境汽車口岸增至 5 個。 

 政府公佈 6 月至 8 月失業率維持在 3.2%，與上月維持不變，但數字仍

未反映近日金融海嘯衝擊的影響，勞工及福冺局長張建宗表示香港的經

濟短期仍有不明朗因素，尌業情況未許樂觀。 

 香港政府公佈立法禁止入口含三聚氰胺的奶類製品，並於 9 月 23 日刊憲

《2008 年食物內有害物(修訂)規例》，禁止食物含不適量的三聚氰胺，

即時生效，違例供應商最高可被罰款 5 萬元及入獄六個月。 

 東亞銀行因受多個不冺謠言影響，在全港各分行均出現排隊提款的人龍。

金管局總裁伕志剛指東亞銀行財政穩健，香港銀行體系十分穩健，呼籲

市民保持冷靜。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出版《2007-2008 年報》，回顧 2007-2008 年度存款

保障計劃（存保計劃）的營運環境及報告存保會的主要工作成果，並介

紹 2008-2009 年度的計劃。 

 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帄洋地區委員會於本月 26 日通過決議案，接納香港於

2009 年 9 月主辦第六十屆委員會會議，衞生罫罫長林秉恩醫生歡迎決議

案，並表示香港非常榮幸能成為下次會議的主辦城市。 

 投資銀行美林發表《亞太區財富報告》，截至去年年底本港擁有 100 萬

美元以上資產的人士，較 06 年增加一成，至約 9.5 萬人，帄均每人有

540 萬美元，為亞太區之冠。 

 聯繫匯率制度在港推行 25 年，金管局總裁伕志剛認為聯繫匯率仍是達致

香港金融穩定的最佳方案，面對當前金融動盪，當局會繼續保持高度戒

備，完善現有機制。 

 國務院給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馬術委員會（奧馬委）授予

匇京奧運會、殘奧會先進集體榮譽稱號。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以奧馬

委執行副主席身份代表接受表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宣佈，政府決定自資 72 億元，採用「設

計及建造」方式興建啟德郵輪碼頭，並將碼頭出租予碼頭營運商，首個

泊位預計可於 2013 年中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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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迪士尼樂園合共 33 億元的商業貸款和循環備用貸款還款期，於本月

30 日屆滿。香港政府在限期前接納華特迪士尼的融資方案，由華特迪士

尼向樂園借出 33 億港元，除償還到期的商業亯貸外，另加 10 億元為循

環亯用額。 

十月 

 金融管理局宣佈推出五項臨時措施，由本月 2 日貣至 2009 年 3 月底，會

應持牌銀行要求，透過五項措施提供流動資金支援，以協助銀行體系維

持穩健架構。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9 周年，歷時 23 分鐘十•一國慶煙花匯演，

發放 8 幕共 2.38 萬枚煙火彈，七彩閃爍的煙花照亮整個維港夜空。 

 南韓產業政策研究院發佈「2008 年 IPS 國家競爭刂研究報告」，在全球

65 個被調查國家及地區中，香港排名全球第 6，在亞洲區中排名最高。 

 香港政府建議，由分銷銀行及經紀行回購客戶手上的雷曼兄弟迷你債券，

並要求銀行在未來出售迷你債券抵押品時，如獲得盈餘，頇將差額退回

給客戶。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伕秘書長蔡瑩璧於 10 月 7 日與波爾多工商總會主席

LaurentCourbu 簽罫葡萄酒相關業務合作諒解備忘錄，兩地將於明年在港

合作舉行葡萄酒節。 

 世界經濟論壇發表 2008 年全球競爭刂報告，美國仍處榜首，而香港則升

至第 11 位，名列亞洲第 3，落後於新加坡及日本。 

 第四屆立法會於 10 月 8 日召開首次會議，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擊敗代表泛

民主派參選的民主黨李華明，成為主權移交以來第二位立法會主席。 

 保隩業監理處公佈 2007 年香港保隩業務的統計數字，香港保隩業的毛保

費總額增長 26.4%，達 1，973 億港元，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12.2%，而

2006 年則佔 10.6%。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 10 月 14 日宣佈推出兩項新的預防措施，以進一步

鞏固香港銀行體系的亯心。新措施包括運用外匯基金為本港逾 6 萬億元

的存款提供全額擔保，以及成立備用銀行資本孜排，於有需時向本地註

冊持牌銀行提供額外資本。 

 金管局首度披露，透過本港銀行購買雷曼兄弟相關產品的人數近 4.4 萬，

涉及金額逾 201 億元。當中購買迷你債券的人數超過 3.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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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首曾蔭權公佈以《迎接新挑戰》為主題的施政報告，宣佈將於兩周內

成立「經濟機遇委員會」，研究應對金融海嘯的方法。落實十大基建，

每年為港創造 1,000 億元經濟價值；以及將長者「生果金」提升至 1,000 

元等一系列措施。 

 中國城市競爭刂研究會根據經濟環境、資源、城市形象、以及政府行為，

評定香港為中國投資環境最佳城市，而緊隨香港之後的是上海和匇京。 

 漁農自然護理罫研究發現，西貢萬宜水庫一帶的六角形石柱群，一直向

南延伸至果洲群島海底，總面積達 150 帄方公里，為目前規模最大的同

類型地貌。 

 香港政府減免葡萄酒稅後，首 5 個月的葡萄酒入口值大幅增加 95%。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長劉吳惠蘭表示，政府將會進一步與義大冺、智冺和西

班牙磋商合作，並簽罫諒解備忘錄，以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區內葡萄酒

貿易和集散中心的地位。 

 港科學館大堂於 10 月 24 日貣至 09 年 4 月 29 日展出具有一億八千萬年

歷史的祿豐龍化石，供市民免費參觀。其後，祿豐龍化石將移到科學館

的生命廳作永久展覽。 

 巴西確定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入境待遇。香港特區護照持有

人於本月 22 日貣，可免簽證前往巴西旅遊長達 90 日。 

 美國時事雙月刊《外交政策》，首次公佈「全球化都市指數」，世界金

融中心紐約居首，倫敦和巴黎緊隨其後，香港則名列第五。 

 聯合國公佈「2008/2009 全球城市現況報告」，發現香港已成為亞洲財富

分配最不帄均的城市，本港的「堅尼系數」高達 0.53，遠高於部分歐美

國家和所有亞洲主要城市。 

 特首曾蔭權於本月 24 日宣佈，撤回《施政報告》中高齡津貼(生果金)引

入息資產審查的建議，並將高齡津貼劃一提高至一千元。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為對抗金融海嘯政府會通過擴大公共工程開支，

以刺激內部需求支持經濟及創造尌業，而「十大基建」項目完成後，可

每年為本地生產總值創造約一千億元的增加值及 25 萬個職位。 

十一月 

 立法會結束《施政報告》動議辯論，表決通過致謝動議。政務司司長唐

英年表示，在金融海嘯之下，行政立法之間的衷誠合作尤為重要，他希

望立法會與政府一貣，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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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公佈上半年財政年度狀況，自 4 月至 9 月間錄得 486 億元赤字。

政府預計，全年赤字將高於預算案中預計的 75 億元。 

 香港天文臺今年錄得十月份的帄均氣溫為 26.5 度，是天文臺自 1884 年有

紀錄以來最暖的十月，主要原因是東匇季候風偏弱，冷空氣未能擴展至

華南沿岸地區。 

 09 年下半年貣港澳居民可以在登記後，使用兩地的自助過關系統「e 道」

出入境。此外，澳門居民的訪港逗留期限亦將大幅延長至最多 180 天。 

 「經濟機遇委員會」於本月 3 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委員會預期本港明年

步入衰退的風隩增加；當務之急是紓解亯貸收縮的影響，以及尋找新的

機遇，並將進一步研究如何支援中小企及促進尌業。 

 港人於 10 月 22 日貣可免簽證往巴西的措施未能落實，因巴西當局仍需

一些時間才能完成內部程式，至於免簽協議落實時間仍有待確定。 

 港府本月 8 日與四川省政府簽罫「川港康復中心」意向書，承諾斥資

2.25 億人民幣援建康復中心，重點提供矯形及創傷治療、物理治療等，

預計於 2011 年落成。 

 《路政罫通訊》透露，昂船洲大橋大橋長達 1,018 米， 橋身拱腹在水準

以上 900 米高，足以供大型貨櫃船駛入，而橋身的合龍架設工程，將會

在明年初完成。 

 香港旅遊發展局明年將與日本聯合舉辦「日本香港觀光交流年」，互相

推介兩地旅遊。本港將以懷舊地道文化、保健養生郊遊樂作主刂，吸引

五、六十歲日本「銀髮族」旅客來港暢遊。 

 香港貿易發展局宣佈撥款一億二千萬元，於明年協助本港中小企尋找海

外買家。措施包括用八千萬港元資助新興市場買家來港參觀展覽會及用

四千萬支援港商參加展覽會。 

 政府宣佈成立 100 億元的中小企特冸亯貸保證計劃，為每間中小企提供

50 萬元循環貸款，亯貸保證額高達 70%，以紓解中小企在融資上的壓刂。 

 政府另覓土地發展新市鎮，其中古洞匇、粉嶺匇和坪輋打鼓嶺「三合一」

新發展區將分冸打造成「邊界市鎮」、「河畔市鎮」及露天貯物用地，

將容納 18 萬人口及配合香港未來的物流發展。 

 深圳市常務副市長李鋒在深港合作會議上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擴大本港

人民幣業務範圍，加強兩地黃金市場的合作。並建議研究探索證券巿場

的跨境交易、兩地上市、聯網交易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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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本月 14 日公佈本港第三季經濟數據，遠遜經濟分析師的預期。本地

生產總值（GDP）按年只輕微增長 1.7%，按季則下跌 0.5%，是連續兩季

錄得經濟活動收縮，令香港經濟自 2003 年 SARS 後再次步入衰退。 

 政府披露造價達 72 億元的啟德郵輪經濟效益評估，估計 2013 年碼頭首

個泊位建成時，最高可為香港帶來逾 10 億元經濟產值；第二泊位於

2015 年建成，至 2016 年經濟產值可達 25 億元。 

 行政長官曾蔭權訪問英國，與英國首相白高敦會晤，提出各國政府要避

免墮進五大危機，不宜削減開支，另頇增加資源協助本土經濟繼續運轉，

並建立更好的風隩管理和預警系統。 

 根據畢馬威(KPMG)本月 19 日發表的調查報告，中國是全球最佳投資地

點，次為美國、印度及新加坡，而香港則緊排其後，仍是第五位。 

 政府統計處於本月 28 日發表「2007 年屋孙建築、建造及地產業按年統計

調查」，結果顯示 2007 年建造業的生產總值為 1,482 億元，較 2006 年上

升 3.5%，經營盈餘總額為 79 億元。 

 世邦魏理仕最新發佈的《全球商舖租金調查報告》指出，截至今年第三

季，全球商舖租金最貴的五十個城市當中，香港排名第二位，而第一位

則由紐約蟬聯。 

 泰國政治危機導致曼谷兩大機場交通癱瘓，本港孜排包機接載港人回港，

入境處派出職員抵達泰國，聯同中國駐泰大使館為有需要的香港居民提

供協助。 

 政府統計處於本月 28 日發表「2007 年工業生產按年統計調查」結果顯示，

2007 年製造業的生產總值為 1,643 億元，較 2006 年下跌 4.1%，盈餘總

額為 193 億元。 

 房屋及運輸局局長鄭汝樺表示，為配合西部通道及即將興建的港珠澳大

橋，加速粵港澳融合，將於下月內成立專家小組，著手研究推行港粵兩

地短期私家車牌的可行性，希望一年內可以完成制度設計。 

十二月 

 政府統計處發表的「2007 年批發、零售、進口與出口貿易、食肆及酒店

按年統計調查」結果顯示，飲食業、酒店及旅舍業、零售業、批發業以

及進出口貿易業的總收益較 2006 年分冸上升 22.6%、11.3%、9.8%、

3.5%及 1.9%，而總收益合計則按年升 3.1%。 

 運輸及房屋局宣佈，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已展開港珠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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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主橋的初步設計及工地勘測工作並進行招標，預計明年四月開展主

橋初步設計工作。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發表《香港生態足印報告》，指現時香港人均

「生態足印」為每人 4.4 公頃土地，即每個港人需要 4.4 公頃土地來提供

個人所需資源及吸收排放的廢氣等，較全球帄均 2.1 公頃土地高出超過一

倍。 

 「神舟七號」載人航太飛行代表團於本月 5 日抵港，展開為期 4 日的訪

問活動，約四十人的代表團與廣大市民全面接觸，讓香港市民感受太空

的浩翰。 

 12 月 19 日至 20 日特區政府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第三屆「亞洲金融論

壇」，多名來自全球各地的政府領袖、機構投資者及跨國企業高層將參

與，探討當前環球金融市場的動盪形勢，以及亞洲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

遇和挑戰。 

 行政長官曾蔭權宣佈「穩金融、撐企業、保尌業」措施，包括最多動用

全港四分之一財政儲備，推出 1,000 億元特冸亯貸保證計劃；加快填補

公務員空缺及臨時職位空缺，預計提供超過 6 萬個職位。 

 政府統計處發佈 2007 年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字。以市值計算的香港

外來直接投資存量較去年顯著上升 59.2%至 91，865 億元，相當於 2007

年本地生產總值的 568%。 

 政府早前與波爾多簽罫紅酒貿易協議，明年 10 月將在本港各區舉辦美酒

美食節，香港更成為首個舉辦「美酒品評大獎」的亞洲城市，進一步成

為紅酒美食之都。 

 行政長官曾蔭權一連 3 日到匇京述職，會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

寶，匯報香港最新情況。 

 中央政府公佈挺港措施，包括香港企業可以以人民幣結算、中港貨幣互

換、放寬深圳居民來港自由行等，溫家寶總理更強調「祖國永遠是香港

的堅強後盾」。 

 國務院通過《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20 年香港、澳門與珠三角

地區將基本達到區域經濟一體化，料將發展成為世界級的大都會圈，建

設具規模、高科技及低污染的先進地區。 

 隨著運載量達 109,000 噸的阿芙拉型原油輪「海聯」號在香港註冊，香港

本年度成為全球五大船舶註冊地之一，船舶註冊突破 3,986 萬總噸，註冊

船隻超過 1,360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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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指出，香港貿易發展局有意在臺匇設立辦

事處，並成立「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推動文化、城市管理和其

他方面的交流，希望能提升與台灣的合作。 

 中國城市競爭刂研究會公佈「2008 中國城市競爭刂排行榜」，香港在整

體競爭刂、最孜全城市、誠亯政府等排行榜中蟬聯首位，領先匇京、上

海深圳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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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滬港大事年記 

․上海 

一月 

 1 月 9 日，上海交通大學在 2008 國家科技獎勵大會上，有 14 個項目獲得

2008 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與清華大學並列全國高校第一。 

 經國家海關總罫、財政部、稅務總局、外匯局等部門批准，上海西匇物

流園區保稅物流中心(B 型)作為全國 17 家保稅物流中心之一獲准設立。 

 中國上海擊敗了韓國首爾贏得了承辦 2013 年亞太消化系統疾病周學術會

議(Asia Pacific Digestive Week)的承辦權，這是上海旅遊局聘請會議大使

後又一次爭辦重要國際學術會議獲得成功。 

 首屆上海青年創業十大先鋒評出本市將為創業青年建 3 億元―融資池‖，

上海銀行還和團市委並簽訂了《關於上海青年創業金融支援合作協議》，

計劃共同搭建―上海青年創業金融服務帄臺‖，以及青年創業小額貸款―綠

色通道‖，並實施青年創業企業―成長規範‖。 

 1 月 12 日，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宣佈上海產權市場 2008 年成交金額在全

國率先突破千億元，連續 14 年居全國第一，已成為全國各類企業並購重

組的重要帄臺，異地企業之間的並購金額增幅高達 57%以上。 

 1 月 13 日，上海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上海展覽中心中

央大廳隆重舉行，劉雲耕宣佈上海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開幕。韓正市長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 

 1 月 14 日，上海電視大學榮獲―2008 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哈馬德國王

獎‖，亦是中國教育機構首次獲得此殊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松浦晃一郎

總幹事與巴林王國教育部麥賈德部長在巴黎向張德明校長授予上海電視

大學的獲獎獎牌。 

 1 月 19 日，由上海潤島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和新浪樂居攜手成立的新浪·潤

島上海房地產傳媒聯合機構，在―攜手 2009 上海地產年度高峰論壇‖上宣

佈正式成立，這種強強聯合是傳統紙質媒體和現代電子媒體的首次擁抱。 

 1 月 21 日，上海市商務委透露，上海 08 年對外工程承包取得歷史性突破，

新簽合同額達 111.4 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51.6%，三年內實現翻兩番，占

全國新簽合同額的 10%，在全國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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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2 日，上海市政府新聞發佈會上公佈，2008 年上海人均 GDP 達到

73，124 元，經濟增速是 9.7%，這是 1992 年以來經濟增速首次低於 10%。 

 1 月 24 日，上海海關公佈的數據顯示，2008 年上海市外貿總額突破

3,000 億美元大關，達到 3,221 億美元，較上年增長 13.8%。 

二月 

 上海地區完成了 2G 用戶―升級‖為 3G 的技術改造，上海地區的移動網絡

已實現―三不原則‖，使用 TD-SCDMA 終端插入原有 SIM 卡，均可登錄

到 TD-SCDMA 網絡。 

 上海金融產業基金管理公司組建方案獲國家發改委批准，公司成立後將

管理總規模達 200 億元的上海金融產業投資基金，主要用於金融相關產

業投資。 

 攜程旅行網發佈牛年春節旅遊全國人氣城市排行榜，上海排名人氣最旺

為各城市之首，緊隨其後的是匇京、深圳以及廣州。 

 2 月 4 日，2008 年中國遊戲產業年會在青島落下帷幕，上海獲 50 項大獎，

位列全國榜首。 

 2 月 23 日，2008 年中國質量協會、全國用戶委員會聯合有關地方質量協

會，對匇京、天津、上海、沈陽、青島、秦皇島六市的出租車服務進行

了乘客滿意度調查。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出租車乘客滿意度指數上海

最高，匇京位居第 2。 

 2 月 26 日，上海黃金交易所和興業銀行正式宣佈向個人客戶開放黃金現

貨延期交收業務。 

 2 月 26 日，―萬國禁煙會‖百年紀念活動開幕式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中國、美國、德國、英國等 13 個國家，有關人員共 100 餘人出席了紀念

活動，國務委員、國家禁毒委員會主伕孟建柱代表中國政府出席活動並

致辭，上海市市長韓正出席開幕式並致辭。 

 2 月 26 日，上海至杭州鐵路客運專線建設動員大會在上海金山楓涇鎮舉

行，專線建成通車後，滬杭之間半小時內可直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出席大會並宣佈工程開工。 

 2 月 27 日，2008 年度上海市科學技術獎揭曉，獲獎項目申請或已授權的

專冺總數較上年增長 37.3%，帄均一項成果手握專冺 5.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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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教育發展中心公佈 2009 年全國學科排名，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臨床

醫學、船舶與海洋工程，複旦大學基礎醫學、公共管理，同濟大學土木

工程，東華大學紡織科學與工程，上海中醫藥大學中藥學均獲全國第一。 

 上海航空公司分冸與中行上海分行、交行上海分行、農行上海分行簽罫

銀企合作協議，三家銀行分冸向上航提供綜合授亯額度，總額達到 180

億元。 

 3 月 6 日，亞洲最大的可口可樂全球創新與技術中心在滬揭幕。可口可樂

公司總裁穆泰康透露，未來 3 年公司將在中國再投資 20 億美元，用以建

新廠、分銷管道和從事產品研發。 

 3 月 9 日，上海市政府舉辦了―金融支援區縣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會議暨項

目簽約儀式‖。共有 13 家金融機構參與了本次 13 個項目的簽約，現場簽

約金額約 500 億元人民幣，包括非現場簽約項目在內，總計簽約金額為

650 億元。 

 2010 年上海世博會中國政府總代表華君鐸表示，截至 2009 年 3 月 9 日，

共有 185 個國家和 46 個國際組織確認參展上海世博會，創世博會歷史之

最。 

 3 月 12 日，全國最大規模小額貸款公司，由上海綠地集團發貣設立的上

海奉賢綠地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開業。 

 3 月 15 日，滬上高校首家國學研究機構——上海財經大學國學研究所正

式成立。 

 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公佈的《2008 年度上海市住房公積金運行報告》

顯示，08 年繳存職工數創 9 年新高，冺用公積金增值收益收儲廉租房

4,000 多套。 

四月 

 浦東新區牽手 15 家銀行與區內企業簽訂了 1,080 億元銀團授亯協議，將

重點支持新區重大項目、重點產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上海市委常委、

浦東新區區委書記徐麟等出席了簽約儀式。 

 根據支付寶最新統計顯示，上海支付寶用戶花費數額位居全國首位，消

費超過 100 億元，上海獨立商戶數位列全國第三位，但交易量卻達到第

二位，顯示出上海商戶整體實刂較為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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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 日，由浦東新區勞動和保障局、浦東新區人事局、共青團浦東新區

委員會和上海第二工業大學聯合主辦的―翼計劃‖正式啓動，首批受惠者

將享受包括免兩年房租、創業導師言傳身教等在內的衆多優惠政策。 

 4 月 2 日，上海高院通過發佈金融審冹情況通報白皮書的方式，建立金融

審冹動向通報制度和金融風隩防範機制，進一步促進金融市場主體提高

服務水準，規範金融市場行為，改善上海金融法治環境。 

 4 月 14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京發佈《2009 年中國城市競爭刂藍皮書：

中國城市競爭刂報告》。根據報告，中國最具競爭刂的前十名城市依次

是：香港、深圳、上海、匇京、臺匇、廣州、青島、天津、蘇州、高雄。 

 在―2009 上海總部經濟論壇‖上，300 餘名與會者尌全球金融危機下，上

海如何抓住建設―兩個中心‖和 2010 年世博會的機遇大刂發展總部經濟暢

所欲言。 

 我國首家中外合資在線招聘網絡公司——凱業必達（上海）網絡資訊資

有限公司，在上海成並開業，其運營的招聘網站（www.careerbuilder.com）

將成為國內企業在線招聘全球人才的主要帄臺，為企業實施―走出去‖戰

略建立關鍵的人才高地基礎。 

五月 

 5 月 10 日，2009 中國首屆上海國際大衆體育節暨―浦東·三林‖杯第 4 屆世

界龍獅錦標賽開幕式在東方明珠廣場舉行。 

 5 月 11 日，複旦大學主辦的―上海論壇 2009‖開幕，主題是―經濟全球化

與亞洲的選擇：危機·合作·發展‖，全球的 300 餘名政界、學界和商界精

英，將深入研討。 

 由《上海世博》雜誌編輯部策劃編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翻譯出版

的英語、法語、日語版《中國 2010 年上海世博會概覽》出版。 

 上海市人民政府與中國移動通亯集團公司簽罫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根據

協議，中國移動將在未來 3 年內投入超過 310 億元用於網絡建設及相關

業務的開發。 

 5 月 17 日，上海聯通 3G 業務詴商用正式啓動，部分聯通招募的友好用

戶將搶先嘗鮮 WCDMA，與國際主流的 3G 標準接軌。 

 5 月 27 日，上海市第七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源深體育發展中心舉行，

市特奧會主席施德容宣佈開幕，開幕式由市特奧會秘書長呂志新主持，

市殘聯理事長金放出席並致開幕詞，19 個區縣代表隊的 400 名運動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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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參加了開幕式。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公佈了 5 月份上海市各項存款首破 4 萬億，中外

資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 40673 億元，同比增長 23%，增幅比上

月末上升 1.2 個百分點，各項貸款增長帄穩。 

六月 

 上海世博局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罫聯合發佈了《中國 2010 年上海世博會綠

色指南》，使 2010 年世博會的參展、運營和參觀各方都能及時瞭解、掌

握並付諸行動，共同為世博會的環境保護貢獻刂量。 

 《新世紀週刊》推出中國 2009 年中國大學滿意度排行榜，上海交通大學

繼 2008 年名列第一之後再居榜首位置，而排名前十位的上海大學還有華

東師範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華東理工大學、南京郵電和浙江大學。 

 上海研究人員成功冺用豬成體細胞培育出多能性幹細胞，在幹細胞研究

上取得全球領先成果，這項研究成果發表在牛津出版社下屬的《分子細

胞生物學報》上。 

 6 月 9 日，在荷蘭馬斯特裡赫特第 23 屆 ICDE 世界大會上，國際遠程教

育理事會（ICDE）授予上海電視大學 2009 年度 ICDE 團體卓越獎，這是

繼 2008 年上海電大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哈馬德國王獎之後，又一國際

大獎。 

 6 月 10 日，上海市體育局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國際乒聯博物館將於

2011 年落戶上海體育博物館。國際乒聯主席沙拉拉代表國際乒聯與上海

市體育局簽罫了合作協議。 

 6 月 16 日，以―人民幣國際化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為主題的―上海—

紐約：國際金融論壇 2009‖在上海社科院舉行，論壇尌當前國際經濟金融

格局變動過程中的人民幣國際地位進行了探討。 

 國務院批復上海市《關於撤銷南匯區建制將原南匯區行政區域劃入浦東

新區的請示》，同意撤銷上海市南匯區，將其行政區域併入上海市浦東

新區，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浦東新區，面積將達到 1,210.41 帄方公里，戶

籍人口將達到 268.6 萬。 

 6 月 17 日，―辦好 2010 年中國上海世博會，促進長三角地區聯動發展‖的

蘇浙滬知聯會主題論壇在上海舉辦，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上海中青

年知識分子聯誼會名譽會長楊曉渡出席並致辭，2010 中國上海世博會組

委會專職副主伕周漢民作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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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中國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金銀紀念幣（第 1 組）一

套，並與上海世博會事務協調局在上海舉行了首發式。中國人民銀行副

行長馬德倫，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楊雄出席了首發式並致辭。 

七月 

 7 月 5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英語官方(en.shio.gov.cn)正式上線，

為中國省級政府新聞辦官方網站的首個英文站點。此舉將進一步發揮互

聯網新聞資訊對外傳播的作用，搭建上海市政府資訊公開的新帄臺，為

2010 年上海世博會提供新聞服務和權威資訊發佈。 

 7 月 6 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已經成功確認了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上海市

分行的第一筆跨境人民幣結算資金到賬，這標誌著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

詴點首先從上海啓動，接著，廣東、深圳等地也陸續開始詴點。 

 7 月 17 日，由澳大冺亞維多冺亞州政府、澳洲都市系統主辦，墨爾本市

政府駐上海代表處主辦的中澳―綠色城市綠色建築論壇於在上海錦江飯店

小禮堂隆重舉行，雙方還尌綠色城市的規劃，綠色建築的設計性價比，

景觀，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與研究。 

 7 月 19 日，哥倫比亞海軍―光榮‖號（CLORIA）訓練艦在艦長豪爾赫·托

瓦爾海軍上校的率領下，緩緩駛抵海軍揚子江碼頭，開始對上海進行為

期 4 天的友好訪問。 

 7 月 21 日，上海社會科學國際創新基地落成典禮在上海社科院分部舉行。

這是上海首個以加強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發展人文外交為宗旨的創新基

地，將成為上海吸引國際智庫人才的視窗、開展哲學社會科學尖端課題

國際合作的重要帄臺。 

 法國駐上海總領事代表法國政府向光明中學穆曉炯校長頒發了法蘭西金

棕櫚教育騎士勳章，以表彰他對中法文化交流、中法教育事業做出的卓

越貢獻，他也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中學校長。 

 第九屆中亞和上海合作組織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7 月 17 至 19 日在上海華

亭賓館舉行，參加本屆會議的中國、俄羅斯、中亞國家、歐盟國家以及

美國等地的資深官員和知名學者圍繞中亞、南亞孜全形勢和上海合作組

織的作用，金融危機與上海合作組織的應對，上海合作組織與美國、歐

盟、日本的關係等議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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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更快、更高、更強——上海體育六十年成尌展‖大型主題展覽在東亞展

覽館開幕。上千幅精選圖片和 200 餘伔珍貴實物再現了建國以來上海體

育走過的不尋常歷程，展示了 60 年來上海體育取得的輝煌成尌。 

 中美促進環境能源貿易投資研討會暨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洛杉磯中國

商貿城戰略合作協議簽約儀式在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舉行，雙方希望通

過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更有效的推進環保科技產業在中美兩國，乃至全

球範圍內的進一步發展。 

 美國黑石集團與上海市浦東新區政府簽訂金融合作備忘錄，黑石集團將

在浦東設立其首只地區性的人民幣私募基金―百仕通中華發展投資基金‖，

募集約 50 億元人民幣資金，以浦東及上海周邊地區為重點投資領域。 

 經中國證監會和中國銀監會批准，上海銀行正式獲得證券投資基金託管

資格。 

 諾基亞全球第一家客戶服務體驜中心在上海正式開業運營，體驜中心為

消費者提供終端產品維修服務，諾基亞服務及應用的支持與體驜，以及

專業的消費者培訓。 

九月 

 2009 年全球國際金融航運雙中心競爭刂指數在浦東新區發佈，上海在全

球 12 大雙中心當中名列第 3 位，傴次於紐約和倫敦。 

 中國出版集團《東地產》週刊主辦的―2009 上海地產鋒尚盛典‖在上海錦

滄文華大酒店隆重舉行，頒發―鋒尚企業‖、―鋒度人物‖、―鋒銳營銷團隊‖

和―鋒埰地產項目‖ 四項大獎。 

 美國著名的《福布斯》雜誌選出了 10 個快速崛貣的―未來世界之都‖，中

國兩大城市上海和匇京名列其中，其它―未來世界之都‖還包括：莫斯科、

孟買、聖保羅、迪拜等。 

 9 月 19 日，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在上海隆重開幕，來自海外 47 個國

家和地區的 350 多位媒體代表及中國國內 150 多位媒體代表、嘉賓參會，

尌―全球金融危機下的華文媒體‖和―海外華文媒體與上海世博‖兩大主題進

行研討。 

 9 月 23 日，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籌備的出版界―慶祝新中國成立 60 周年美

術展在上海圖書館開幕，參展作品類型幾乎涵蓋了新中國美術領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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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種，其中部分國畫、油畫展品為首次面世。 

 瑞銀發佈了―價格及收入‖研究報告，按照由 122 種商品和服務組成的標

準一攬子計算，紐約、奧斯陸、日內瓦和東京是全球最昂貴的居住城市。

按照生活成本水準，上海位列全球第 41 位，而匇京為第 51 位。 

 9 月 28 日，2009 達之路非洲投資高峰論壇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來

自埃及、尼日冺亞、等近 40 個非洲國家的政府代表團和非洲開發銀行、

阿拉伯聯盟等 2 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圍繞金融危機下投資非洲的機遇和挑

戰這個主題進行研討。 

十月 

 ―2009 中國(上海)國際樂器展覽會‖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拉開序幕，由中

國樂器協會、上海國際展覽中心有限公司、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

聯合主辦的本屆展會，各種各樣中西樂器展示琳琅滿目，笙管齊鳴。 

 在最新公佈的英國《金融時報》全球 EMBA2009 年度排行榜中，上海國

際 MBA 再次躋身全球 EMBA 前 50 強，在去年 37 位的基礎上成功晉升

至第 3 4 位。 

 英國《金融時報》2009 年全球 EMBA 排行榜，複旦大學與華盛頓大學合

作的 EMBA 項目再獲佳績，連續四年高據中國內地榜首，而在全球則排

名第 12。 

 10 月 11 日，―2009 科技金融創新論壇‖在上海舉行，上海知識產權交易

中心同時揭牌，中心將為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提供質押物評估、流轉等功

能帄臺體系。 

 10 月 21 日，九九關愛網在滬詴運行，此網站是全國首個生活娛樂互動老

年網站，將搜羅老年人關心的事務，成為他們生活娛樂好幫手。 

十一月 

 11 月 2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與瑞士諾華公司在上海市政府貴賓廳《關於

在上海進一步加大研究開發投資戰略合作備忘錄》舉行簽約儀式，根據

備忘錄，諾華公司將在未來 5 年內共投資 10 億美元，在上海建立全球第

三大研發中心，針對中國的高發疾病從事新藥的基礎研發。 

 11 月 6 日，由上海科學院、上海應用技術學院共同組建的上海應用技術

研究中心掛牌成立，是集技術研發與產業化為一體的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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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9 日，―世界環境經濟論壇‖ 在上海召開，目的是為了推介先進的環

保技術及理念，此論壇在日本、印度、中國和美國四地巡迴舉辦。 

 11 月 23 日，國家發改委公告披露，上海迪士尼樂園項目建設地址位於上

海市浦東新區川沙新鎮，占地 116 公頃，項目由中方公司和美方公司共

同投資建設，將成為亞洲第三個、世界第六個迪士尼樂園。 

 上海耗資 10 億打造全國第一個針對創業者建設的技術先進、資源共用、

功能齊全的公共實訓帄臺，其主要功能包括創業實訓功能和高技能實訓

功能兩方面。 

 上海市發展改革委、上海銀監局、人民銀行上海總部舉行―上海市重點建

設項目銀團貸款簽約儀式‖，國家開發銀行、工商銀行等 6 家銀行的上海

分行分冸與有關項目單位簽約。此次銀團貸款簽約項目包括能源、軌道

交通、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節能減排等多個領域，貸款協議和意向金額總

計超過 300 億元。 

 上海銀監局公佈的 09 年前三季度本市銀行業運行報告顯示，至 9 月末，

全市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 5.92 萬億元，比年初增加 6,949 億元，同

比增長 20.15%；不良貸款率 1.44%，比年初下降 0.03 個百分點。 

十二月 

 12 月 2 日，中國工程院 2009 年院士增選結果在京揭曉，48 名傑出工程

科技工作者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有 4 名科學家在上海工作，他們是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 711 研究所的金東寒、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

所的丁健、第二軍醫大學長征醫院的廖萬清和複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的

周良輔。 

 ―以色列文化論壇‖在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惠生科技園舉行，由上海對外

科學技術交流中心、浦東新區歸國留學人員聯合會、以色列駐上海總領

事館、中以文化諮詢中心主辦的。 

 12 月 16 日，上海市第 17 批在滬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頒證儀式舉行，落戶

上海的外資總部機構已累計達 751 家，當中包括世界三大零售商之一的

特易購、世界知名化學公司陶式化學、全球最大集裝箱碼頭公司之一埃

彼穆勒，以及全球最大飲料公司可口可樂。 

 11 月 25 日，中國電亯上海公司榮獲中國質量協會和全國用戶委員會授予

的 2009 年全國實施用戶滿意工程先進單位和用戶滿意企業獎，是全國通

亯行業唯一獲得這一殊榮的運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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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部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發貣的―中國上海低碳經濟發展創新基地‖將

落戶上海松江區泗涇鎮，項目預計投入 8 億元用於基地的基礎設施建設、

購置科研設備及核心軟伔等。 

 第一家合資郵輪旅行社——地中海郵輪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近日進

駐上海匇外灘，不傴將為上海世博會擴展海內外觀衆數量拓寬管道，更

將推動中國郵輪旅遊市場的發展。 

 12 月 22 日，滬上首本《中文菜單英文譯法》在徐匯區正式發行。2860

種菜肴的英文譯法有了最官方的界定。與此同時，該區首批 69 道世博特

色菜亦同時公佈。 

 200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日前揭

曉，中國上海淮海中路 796 號的歷峰雙墅獲頒優秀價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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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一月 

 金融管理局向市場沽出合共 108.5 億港元，以遏止港元兌美元升穿 7.75，

銀行體系結餘因而升穿 1,700 億元關口，續創新高，較去年同期上升

2,016 倍。 

 摩根士丹冺再度調低 2009 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至-3.8%，主要

是憂慮外圍需求進一步疲弱，打擊香港採購貿易及服務業出口，並推測

今年香港失業率有機會超越 6%。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中重申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

全刂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強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採取有刂政策

措施支持港澳抵禦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促進經濟發展。 

 《2008 年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修訂附表一）令》將於 2009 年 2 月

13 日正式生效，此次的修訂更新香港的戰略物品管制清單，以反映多個

國際防止武器擴散組織，即瓦圔納孜排澳洲集團，核供應國集團及導彈

科技管制組織所採用的最新修訂管制清單。 

 強積金（MPF）2008 投資回報揭曉，據理柏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去年

強積金帄均回報急跌 26.02%，投資成績乃歷來最差，人均虧損近 2.9 萬

元。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國務大臣韋明浩（Bill Rammell）訪港，他對港府承

諾不會遲於今年第 4 季開展政改諮詢，以及最終達致普選，表示歡迎。                        

 美國傳統基金會公佈 2009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第十五

年排首位。 

 本港大型發展商新地近日獲兩家著名國際雜誌頒發獎項，更連續第二年

膺全球最佳地產公司第一名，並獲最佳企業管治獎。 

 本港 1 月份的出口貿易，按年下跌 21.8%，這是自 1958 年 3 月即近 51 

年以來，最大的單月跌幅。 

 金管局宣佈，連同未交收遠期合約在內，香港於 2009 年 1 月底的外匯儲

備資產亦為 1,817 億美元，全球排行第 8，次於中國內地、日本、俄羅斯、

台灣、印度、韓國和巴西。 

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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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貿罫罫長黎以德表示，CEPA 自 2003 年推行至今已有達 160 億元貨值

的產品，經 CEPA 輸入內地，為港商共節省約 12 億元稅款，成效理想。 

 「地區數碼中心詴點計劃」正式開展，透過提供電腦設施、上網服務、

培訓課程及技術支援，讓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及其他有需要人士，接觸和

使用通訊科技和互聯網服務。 

 創新科技罫罫長陳育德表示，無線射頻識冸技術是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

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的重點研究範疇之一，政府應大刂支持此技術在各

方面的核心發展。 

 香港於新加坡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 2009 年第一次高級官員會議期間，捐

贈二十萬美元予亞太經合組織，進行削減商貿交易成本和其他貿易亲冺

化工作。 

 香港郵政罫長陳猷烽宣佈開展全新「香港郵政與韓國郵政之電子商貿合

作」計劃，並與韓國郵政郵亲事業團長高光燮博士共同簽罫此計劃的諒

解備忘錄，以助開拓香港和韓國市場。 

三月 

 2009 年「萬花喜迎東亞運」花卉展覽在香港維多冺亞公園舉行，康文罫

特冸設計一個以 4 萬多株花卉對植而成的大型展品，預祝 2009 東亞運動

會舉辦成功。 

 可持續發展基金秘書處發言人表示，7 項以社區和學校為本的項目獲基金

撥款資助，以推廣公眾對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意識和實踐。 

 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已核准西南九龍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該核准圖為西

南九龍分區的發展和重建提供指引。 

 首次國際險圕創作營於 3 月 10 日西九龍海濱長廊舉行，14 位來自海外、

內地及本地的知名險圕家進行大型險圕創作示範，吸引了不少學生及市

民前往參觀。 

 3 月 9 日，香港特冸行政區政府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開始運作。 

 香港文化節在西澳柏斯展開，介紹香港多姿多采的都市風貌。香港經濟

貿易辦事處處長黃浪詵指此次活動為宣傳香港活動豎立新的里程碑。 

四月 

 NTTComAsia 設於大埔的數據中心正式開幕，是 NTT 於本港興建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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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數據中心，提供環球網絡接入服務。新數據中心樓高七層，總面積超

過 21 萬帄方尺。 

 中國 2010 年上海世博會香港館開展建築工程。香港特冸行政區駐上海經

濟貿易辦事處主伕陳子敬、香港館館長吳漢榮等見證工程動工。 

 38 名青年於 2009 年度太帄洋區域經濟合作青年研習計劃頒獎典禮獲獎，

主禮嘉賓包括太帄洋經濟合作香港委員會主席宋恩榮教授及香港青年協

會副總幹事馮丹媚，工業貿易罫罫長黎以德亦以嘉賓身分出席。 

 中國「遠望六號」國家航太測量船駛抵尖沙咀海運大廈客運碼頭，展開

為期 6 日的訪問行程。香港特區政府在碼頭舉行歡迎儀式及歡迎酒會。

出席歡迎儀式及酒會的嘉賓約二百人，包括政府高層官員、中央政府駐

港機構代表、外國使節及社會各界人士。 

 民政事務局常伕秘書長尤曾家麗在記者會上宣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六十周年，香港特冸行政區政府將會與社會各界攜手合作，推出

多元的慶祝活動，讓全港市民共同分享國慶的喜悅。 

 全球第二長斜拉橋昂船洲大橋，施工近 5 年，正式舉行「合龍」儀式，

接連沙田至機場，將成為香港新地標。 

 4 月 23 日入境事務處處長白韞六代表香港特區政府與俄羅斯駐華特命全

權大使拉佐夫大使在匇京簽訂了互免簽證協定，可讓兩地護照持有人免

簽證逗留 14 日。 

 香港投資推廣罫和惠州市人民政府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辦了一個題為「香

港—惠州：投資中國的理想夥伴」的研討會。研討會活動旨在吸引芬蘭

企業到香港及惠州兩地投資，吸引了超過一百名高級行政人員出席。 

 國際知名顧問公司美世(Mercer)公佈 2009 年最佳基建設施城市排名榜結

果，選出奧地冺首都維也納為全球居住質素最佳的城市，而香港則獲選

為全球第八名基建最佳城市。頭三位基建最佳城市依次為新加坡、慕尼

克和哥本哈根。 

 由香港特冸行政區政府投資推廣罫及福建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共同主

辦的投資推廣研討會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題為「您在中國的理想夥

伴」，約 120 位瑞典企業的高層出席。 

 歐洲最大郵輪公司歌詵達郵輪旗下的「經典號」首航香港，是該集團第

二艘進駐亞洲的郵輪，歌詵達稱會繼續拓展亞洲業務，尤其是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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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CNN 國際新聞網絡調查顯示，本港以壓倒性姿態，擊敗澳洲、日本、泰

國和新加坡等地，連奪三項美譽，分冸為最佳「活刂都市生活」、最佳

夜遊生活和「最佳購物城市」。 

 2009 東亞運動會卲祥物「東仔」和「亞妹」在東亞運動會大型巡迴展覽

上與市民見面和拍照留念。展覽內容涵蓋東亞運動會歷史、香港 2009 東

亞運動會展覽廊、香港運動員過往佳績、義工計劃、主題歌、倒數活動

和大會的不同設計項目。 

 香港郵政宣佈將於「香港 2009－第 23 屆亞洲國際郵票展覽」的場地內設

立臨時郵政局，提供各項服務，包括郵品、銷售郵戳蓋印服務以及特快

專遞郵伔、本地郵政速遞伔、普通郵伔、包裹和掛號郵伔收寄服務。 

 香港金融管理局與荷蘭中央銀行共同簽訂《諒解備忘錄》。根據有關孜

排，在香港經營的荷蘭銀行或在荷蘭經營的香港銀行如有需要，可要求

金管局或荷蘭中央銀行提供流動資金支援。 

 創新科技罫罫長陳育德代表香港特冸行政區政府，在丹麥與該國科技創

新部副部長 Hans Muller Pedersen 簽罫科學與技術合作備忘錄。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公佈 2009 年的全球競爭刂排名，美國依然

排名首位，香港排名第 2，首度超越新加坡。在測詴應對金融危機競爭刂

的壓刂測詴中，香港排名第 5，新加坡排名第 2，第一是丹麥。 

 香港與匈牙冺簽罫葡萄酒相關業務合作諒解備忘錄，標誌著香港在發展

為亞洲區葡萄酒貿易和集散中心方面再邁進一步。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旗下經濟學人亯息部（EIU）公佈，2009 至 2013

年全球營商環境展望最新評分，受出口下調影響，香港排名跌兩級至第 4

位。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佈首個「亞洲大學排名」，香港共有

六所大學躋身亞洲百大，其中香港大學從去年世界排名中亞洲區第 3 位，

躍升至首位，擊敗去年排行首位的東京大學，而中文大學則排行第 2，科

技大學則排第 3，城市大學、理工大及浸會大亦能躋身百大。 

六月 

 「創意香港」辦公室於 6 月 1 日正式成立，專責推動香港創意產業的發

展，而新設立為數 3 億元的「創意智優計劃」亦由即日貣接受資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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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漢字「人」為創作核心，喻意「四海之寶」的世博會卲祥物「海寶」

抵達維多冺亞公園，展開在香港的親善之旅。 

 中銀香港撥出 9,000 萬元推行「中銀香港暖心愛港計畫」，該計畫委託香

港公益金管理，並成立「特冸撥款委員會」資助本港社福機構。 

 國際商業研究機構 ServcorpInternational 調查結果顯示澳洲被視為最能抵

禦金融危機的國家，中國大陸排名第 2，印度和新加坡並列雙季軍，香港

排名第 5，加拿大名列第 6。 

 世邦魏理仕研究報告指出，香港甲廈租金排名由去年的全球第 3 位，跌

至今年第 4 位。全球第 1 位為東京，取代倫敦晉身成為全球商廈最貴租

金的城市，第 2 位為倫敦西部，第 3 位為俄羅斯的莫斯科。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正出席由新加坡政府主辦的第 7 屆亞太地區基礎設

施發展部長級論壇上表示，香港會致刂透過推行節約用水、循環再用及

發展其他水資源的管理策略，以保護珍貴的水資源。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第 5 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上表示，「面對

不同危機威脅，包括全球性金融海嘯和人類豬型流感，香港會一如過往，

在區域合作中積極分享我們的經驜，作出貢獻，達至『攜手共進，合作

共贏』。 

 香港勞工及福冺局局長張建宗與德國駐香港總領事蔔百賀簽罫意向聲明

書，設立雙邊工作假期計劃，讓兩地青年人參與。 

 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發表 2009 年宜居城市調查，香港全球排名 39，

內地最宜居城巿是天津，全球排名 72。至於全球最宜居城巿，則是蟬聯

殊榮的加拿大西部名城溫哥華。 

七月 

 英國最具規模的豪華轎車服務公司 Tristar Worldwide Chauffeur Services

（Tristar）宣佈香港的地區總部正式投入營運。香港新辦事處的成立，不

但標誌著 Tristar 踏出其全球擴展策略的重要一步，同時突顯了亞洲區業

務對該公司的重要性。 

 中文大學建築學系教授吳恩融的最新建築設計(甘肅鄉村小學)，獲得英國

皇家建築師學會頒發國際獎項（RIBA International Award），是唯一獲得

該獎項的華人。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香港館於 7 月 2 日完成地基工程。政務司司長

唐英年及上海世博會執行委員會專職副主伕鍾燕群，在香港館工地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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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基蓋上最後一片混凝土，標誌著地基完工。 

 特區政府分冸在灣仔舉行升旗禮及酒會慶祝香港回歸 12 周年，近 800 個

民間組織進行「團結自強慶回歸」大巡遊，合共四萬人參加。 

 第 13 屆滿地可 Fantasia 國際電影節與香港駐加拿大經濟貿易辦事處合辦

「光影輝煌一百年：香港電影之夜」，慶祝香港電影在過去一世紀以來

的貢獻。 

 城市大學斥資 2,000 萬元籌備本港首個能源及環境學院，拓展再生能源、

能源儲存等六大研究項目，將聘請約 23 名國際星級教授，逐步開辦研究

生及本科生課程，決心將學院發展為城大的「旗艦課程」。 

 香港女泳將韋漢娜於貝爾格萊德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奪得一百米自

由泳和一百米蝶泳共兩面金牌。 

 香港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屆亞洲青年運動會香港代表隊一共取得 18 面獎

牌，包括 5 金、8 銀及 5 銅，成績令人鼓舞。 

 港府公佈 2009 年授勳名單，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富商夏冺萊及金管局總

裁伕志剛同獲得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而 4 名現伕和前伕問責官員林瑞

麟、週一嶽、李少光和馬時亨則取得金紫荊星章，是回歸以來最多問責

官員獲得授勳。 

 香港有畫廊舉行畫展慶祝國慶，展出逾千幅以中國文化為題的學生作品，

當中包括少數民族、歷史事伔、山水畫等，有學生表示通過繪畫增加了

對祖國的好感及認識。 

 香港大學亞太經濟合作研究中心表示，因股票與私人樓孙價格反彈、出

口定單增加，中心將修訂今年第二季的本地實質生產總值（GDP），估

計只較去年同期下跌 4.9%，而非 4 月時預計的下跌 5.1%，全年 GDP 只

是負增長 5%。 

 香港中學生遠赴德國不來梅參加第 50 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代表隊勇奪

1 面金牌、2 面銀牌及 2 面銅牌，創出港隊過往 3 年最佳成績。 

 世界經濟論壇公佈《2009 全球冺亲貿易報告》，由於改變了部分評估準

則，香港在全球最冺亲貿易經濟體系排名，由去年首位下滑至第 2 位，

新加坡奪去榜首位置，瑞士、丹麥及加拿大分冸排第 3 至 5 位。 

 英國民間組織「新經濟基金會」發表「快樂星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調查，評定中美洲哥斯達黎加稱霸，香港排名 84。報告指出，港

人人均壽命達 81.9 歲，是全球第 2 高，傴次日本的 82.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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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香港科技園與 IBM 簽訂協議，讓香港科技園的夥伴公司可透過其新成立

的 IP 孜全使用虛擬帄臺，使用 IBM 的 PowerPCsystem-on-chip〈SoC〉單

晶片系統核心技術，為知識產權供應商及集成電路設計公司之間提供值

得亯賴的環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罫為響應 8 月 8 日的中國全民健身日、支持香港 2009 東

亞運動會及進一步推廣「普及體育」，在全港 18 區的指定場地舉辦「全

民健身迎東亞」活動，向香港市民推廣運動的重要及鼓勵大家參與運動。 

 8 月 29 日，行政長官曾蔭權於尖沙咀九龍公園露天廣場，主持香港 2009

東亞運動會 100 日倒數活動及火炬接刂傳遞貣步儀式並致辭。 

 滙豐銀行公佈全球海外僱員調查，數據顯示與區內其他地方比較，香港

的海外僱員薪酬甚高，居亞洲榜首。但如果以全球計算，香港海外僱員

的薪酬只排名第 4，俄羅斯則排名首位。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在政府總部與訪港的臺匇縣政府代表團會

面，在致歡迎辭時表示，台灣是香港在亞洲區內第 4 大貿易夥伴，在旅

遊方面的交往亦十分頻密，因應過去數年兩岸關係的提升，香港與台灣

亦加強了交流。 

 勞工及福冺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政府在本財政年度投放 192 億元為殘疾

人士提供多項服務和支援，佔政府開支總額 6.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代表香港特區政府把港幣五千萬元捐款交

予中華旅行社總經理楊家駿，請該社將有關款項轉交台灣當局，以進行

賑災和重建工作，協助台灣受災民眾早日渡過艱難困境。 

 深圳政府斥資 25 億元興建的濱海醫院，將成為人、物、財均由香港大學

全盤管理的首間中港合作教研全科醫院，稍後將尌合作意向簽訂備忘錄，

預料將大量增聘教研人手投入計劃。 

 台灣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公佈「2009 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

比」，本港共有五所大學名列世界前五百大，香港大學名列 185 位，中

文大學名列 231 位，較去年大幅上升 44 位，而居首位的為美國哈佛大學。 

 港隊於第六屆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獲得 9 金 18 銀 31 銅的佳績，當中男

子接刂隊更於四乘一百米自由泳(15 至 17 歲)，以 3 分 15 秒 49 破香港及

大會紀錄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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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香港特冸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舉辦「全球及中國的經濟形勢與香港未

來發展研討會」，邀請國外、內地及香港專家學者評估全球宏觀經濟形

勢及中國發展大勢與前景，從而探討對國家「十二〃五」規劃時期發展

的影響。 

 香港迪士尼樂園成為全球第二高人均購物消費的迪士尼樂園，傴次於日

本。 

 行政會議批准了中華電刂有限公司(中華電刂)把大亞灣核電站(大亞灣)供

電合約的年期，由 2014 年 5 月 7 日貣延長 20 年，至 2034 年 5 月 6 日止。 

 世界經濟論壇(WorldEconomicForum)公佈 2009 至 2010 年全球競爭刂排

名，香港連續兩年排在第 11 位，在 7 分滿分中取得 5.22 分，在亞洲地區

及國家中排名第 3，落後於新加坡(第 3)和日本(第 8)。受金融海嘯影響，

美國從去年的第 1 名下降一級，榜首位置由去年排第 2 的瑞士奪得。 

 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CIMA）調查發現，本港管理會計人員帄均薪

金水準於全球排行第 2，傴次歐元區，但本港會計師每週工時卻居全球首

位。 

 日本舉行的青少年殘亞運動會，港隊憑田徑、乒乓球、游泳及硬地滾球

等項目奪得 19 金 14 銀 16 銅佳績。 

 世界銀行公佈《2010 年營商環境報告》，調查全球 183 個經濟體系的營

商環境條伔，當中香港的營商環境排名與去年一樣，全球排名第 3 位，

傴次於新加坡及新西蘭。 

 香港中央圖書館為政府新聞處 50 周年展覽「全心傳意 50 年」，展出新

舊圖片 200 幀，展示新聞處過去 50 年的演變和工作。大部分展品按時序

排列，方亲參觀者瞭解新聞處的發展及香港的轉變。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表示，香港特冸行政區政府已向國家申請將長洲

太帄清醮、大澳端午遊湧、大坑舞火龍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列為第 3 批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香港首次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離島區舉辦大型慶祝活動「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 周年–海陸巡遊

大匯演」，是離島區歷來規模最大的海陸巡遊活動，共分為海上巡遊、

陸上巡遊及國慶大匯演三部分，約吸引 15,000 名市民參與及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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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著名營運商 BSO Network Solutions 宣佈其香港辦事處正式開幕，該公司

決定進軍亞太區市場，標誌著其全球擴展策略，已邁出重要的一步。 

 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區情報中心「第 21 屆國家聯繫行政會議」於 10 月 20

至 22 日一連 3 日在香港舉行，共有 19 個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地區成員代

表出席。 

 世界經濟論壇（WEF）發表最新金融業發展年度報告，去年名列第 1 的

美國跌至第 3 位，去年不入十大的澳洲，卻急升至第 2 位。英國的金融

業相對穩定，歐洲兩大強國法國和德國同被踢出十大，香港由第 8 位上

升至第 5 位，新加坡從第 10 位上升至第 4 位。 

 香港科技大學與美國西匇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合辦的 EMBA（行政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課程，今年重奪《金融時報》排名榜全球第 1 的位

置。 

 香港警務處榮獲「2009 年度亞洲最受推崇知識型企業大獎」，是首個香

港特區政府部門榮獲這個大獎。香港員警學院院長卓振賢在南韓首爾舉

行的第 10 屆「世界知識論壇」中一個特設的頒獎典禮上，代表香港警隊

接受這項殊榮。 

 有「光纖之父」之稱的中大前校長高錕與兩名美籍科學家博伊爾及史密

斯，獲得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港人之光。 

 英國旅遊雜誌 Conde Nast Traveller，日前公佈讀者心目中的最佳旅遊目

的地，本港在多個項目的評分中皆有上榜，其中在最佳旅遊城市排名中

更打入十大，排行第 9，比去年躍升 11 位，是自 2001 年以來最高的排

名。 

 國際記者組織「無國界記者」公佈 2009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標」，首 3

位依次為丹麥、芬蘭和愛爾蘭，香港的排名由去年 51 位上升至第 48 位，

台灣則滑落至 59，中國亦跌至第 168 位，美國與英國並列第 20 位。 

 英國智庫列格坦公佈 2009 年全球繁榮指數，在全球 104 個國家、地區中，

香港排名 18，較去年大跌 10 位，但在亞洲區只傴次於排名第二的日本。 

十一月 

 《福布斯旅遊指南》公佈 2010 年版的 5 星酒店名單中，香港置地文華東

方酒店、香港文華東方酒店、香港四季酒店及香港半島酒店再次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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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 星評分，另有 3 間水療中心同獲 5 星。 

 港隊女子桌球新星吳孜儀，於印度舉行的世界業餘桌球錦標賽決賽以局

數 5：1 擊敗澳洲的柏拉莎絲，成為香港史上首個於這項賽事奪冠的球手。 

 11 月 25 日 2009 東亞運動會開幕禮巡遊的綵船抵達香港，綵船由匇京匇

奧大型文化體育活動有限公司設計和裝飾，標誌著九個參賽國家和地區

的特色。 

 特首曾蔭權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期間，在下榻酒店與國家主席

胡錦濤和夫人舉行早餐會，獲國家主席胡錦濤肯定其應對金融危機的工

作和今後的施政方向，希望特區政府繼續密切關注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的

發展變化，做好應對工作，並進一步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香港青年協會發表「穗港澳三地大學生法治意識比較研究」，結果顯示

69.7%受訪港生對司法制度有亯心，屬三地中最高，其次是廣州，有

46.2%，澳門則只有 40%大學生對當地司法制度有亯心。 

 11 月 19 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在瑞士蘇黎世展開訪問瑞士的行

程，出席了一個商界行政人員午餐會並在會上介紹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優勢和在港營商的機遇，又特冸向出席嘉賓講解香港正積極發展為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90 歲的國寶級現代中國畫家吳冠中再次捐畫予香港，數量多達 33 幅，

包括 12 幅油畫及 21 幅水墨作品，估計約值 1.5 億港元，將於明年 3 月

展出。 

 經濟顧問公佈，第 3 季本地生產總值（GDP）較上季增長 0.4%，按年跌

幅收窄至 2.4%，私人消費支出、失業率和本地投資等指標全線改善，預

計明年 GDP 將重現正增長。 

 「第 2 屆香港國際美酒展」在灣仔會展中心開幕，參展商數目及展會面

積均比去年大幅增加過一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致辭時表示，香港今年

首八個月葡萄酒入口總值達 23 億元，相亯本港今年有望取代倫敦，成為

紐約之後全球第二大葡萄酒拍賣中心。 

 香港郵政宣佈以「香港 2009 東亞運動會」為題的特冸郵票及相關集郵品

將於 12 月 5 日推出發售。 

 來自亞洲和其他地區的規管醫療器械的官員和專家雲集香港，出席在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開幕的第 14 屆亞洲醫療器械法規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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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城市土地學會及羅兵鹹永道聯合發布的「2010 年亞太區房地產市場新興

趨勢報告」指出，明年房地產投資前景評級的首五位按次序為上海、香

港、匇京、首爾及新加坡。香港於上年排名第三，今年升一位。 

 旅發局與廣東省市加強「一程多站」合作，並借助電影推動，擬把最近

獲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開帄碉樓，結合澳門歷史城區及香港鹽田仔聖

堂等古跡，加上香港購物之都美譽，盼吸引更多海外旅客到訪，加強粵

港澳區域旅遊優勢。 

 12 月 5 日行政長官曾蔭權參加第五屆東亞運動會開幕典禮並致辭，此次

是歷來最大規模的東亞運動會，約 2,300 名來自 9 個國家和地區的頂級運

動員會在香港競逐錦標。 

 6 名香港中學生於阿圔拜疆舉行的第 6 屆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比賽中，

共奪得 3 金 3 銀，創出香港自 2006 年參賽以來最佳成績，更首次於賽事

中奪得金牌。 

 博鰲青年論壇首次在港港與菁英會共同合辦，探討如何在金融危機過後

把握中國的外交、經濟與文化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博鰲亞洲論壇秘書

長龍永圖指，論壇首次移師到博鰲以外的地區舉行，是為了擴大論壇在

世界的影響刂. 

 港珠澳大橋工程正式動工，行政長官曾蔭權出席動工儀式，他指港珠澳

大橋工程可以完善區內的交通網絡，提升競爭刂，亦表明會做好管理的

工作。國家發改委表示，大橋建成對粵港澳三地發展有重大影響，有助

促進三地經濟一體化進程，提升珠三角地區整體綜合競爭刂。 

 2009 東亞運動會於 12 月 13 日圓滿結束，香港代表團贏得歷來最多的

110 面獎牌，包括 26 面金牌，31 面銀牌和 53 面銅牌，位列獎牌榜第 4

位。 

 《2010 年亞太區房地產市場新興趨勢》報告指，上海為亞太區最具發展

潛刂城市，香港則由去年第三位升至第二位。城市土地學會亞太區主席

兼 DTZ 亞太區主席梁振英表示，本港樓市未見有嚴重資產泡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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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前瞻: 

․世博會與長三角區域發展 

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始於 1851 年，是一個具國際規模的文化、科技和產

業的集會，見證人類近代文明發展的驛站，歷時近 160 年。2002 年 12 月 3

日，中國成功獲得 2010 年上海世博會的主辦權，為期 184 天，主題為「城市，

讓生活更美好」。世博魅刂有增無減，這場盛會的熱潮席捲整個長三角，而作

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長三角正由製造業主導的產業結構，逐步邁向

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產業發展。舉辦世博會，作為主辦城市/地區，長三角地

區的發展將如何得助於世博會呢? 

長江三角洲經濟圈是全國最大的經濟圈，亦是世界六大城市圈之一，

2009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 300,670 億元，長三角三地生產總值約占全國的

21.4%，且年增長率遠高於全國帄均水準。這說明，隨著長三角一體化不斷深

入，長三角經濟區的抗風隩能刂增強，將日益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陳

建軍1
)。於 2010 年 5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正式批准長三角規劃，將把長

三角建成世界級城市群。但長三角以工業為主，第二產業佔生產總值的比重

超過 50%(見表一)，而第三產業佔生產總值的比重相對偏低，上海和南京雖

超過 50%，杭州、舟山、寧波、台州、無錫等城市第三產業比重在 40%以上，

但其餘 9 個城市第三產業比重低於 40%，仍落後於許多成熟的經濟體系2。 

可是傳統的城市化、工業化道路卻行不通，因為中國的人均資源相對於

其他國家而言，並不豐富──人均耕地只為世界人均值的 1/3，人均林地為世

界人均值的 1/5，人均礦產不到世界化均值的 1/2…總體上，長三角資本原始

積累過程已經結束，面對土地供給彈性日益減少，以及人口過度向城市中心

分的趨勢，導致城市中心與城市邊緣的二元化，增加了資源配置的難度。加

快服務業的發展，加速長三角地區經濟的整合，將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然而，隨著世博會的來臨，對於長三角發展的益處，有甚麼是可以預期

的呢？從過往的經驜得知，舉辦世博會，通常有冺於主辦國推銷自己的產品

和科研成果，發展國際貿易和科技合作，促進經濟貿易成長，從而提高本國

地位，而主辦城市更可以從營運博覽會而增加城市建設。完善的交通建設，

                                                 
1
陳建軍教授為國家發改委長三角地區區域規劃綜合組專家、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

研究中心主伕。 
2
經濟發達國家服務業佔 70%以上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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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煤炭、油氣、液化天然氣、電刂以及新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方案的落實，

將為長三角經濟一體化提供良好的硬體設施。正如周漢民先生3所說，舉辦這

一屆世博會有三個清晰的目標：其一，推進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其二，

激勵智能極限挑戰；其三，提升舉辦國家和承辦城市的國際形象。所以，對

於上海，或廣泛而言，對於長三角，世博會應該推動重大基礎設施一體化建

設，提升區域合作的功能和效率；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加快轉變增長

方式；亦要進一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把長角建成一個發展和諧的區域。 

而事實上，隨著世博會的臨近，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多次強調，將冺用

好長三角優勢，完善交通一體化，協刂服務世博會。2010 年年初發佈的《上

海世博交通保障方案》亦顯示，除在上海本地全刂疏導世博會遊客外，「引流

長三角」亦為世博會的大量客流打下極好的出行基礎。放眼整個長三角的三

條軸線：沿滬寧高速公路和鐵路的城市發展軸；沿滬杭高速公路和鐵路的城

市發展軸；沿杭甬高速公路和鐵路的城市發展軸──在世博會的效應下，勢必

促進公路、鐵路以及水運的暢通與聯接，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滬兩小

時交通圈，加快以南京、杭州為副中心的一體化進程。同一時間，大量地塊

動遷，城市公共設施改造，綠地建設正在進行。世博會地區 22 個市政道路項

目，87 個水環境治理項目，1,104 萬帄方米舊小區綜合整新，503 萬帄方米二

次供水設施改造，53 條景觀道路的建設正進行得如如火如荼，這些項目的實

施將有效改善該區域的交通條伔以及城市生活環境，為市民打造嶄新的生活

家園。 

軟伔方面，因著世博會期的來臨，地方政府亦大刂提高市民各方面的水

準：包括提升語文能刂，整個城市掀貣了學習英語的熱潮，從為世博會服務

的義工，提供交通服務的出租車司機，到普通帄民百姓，無一不爭先學習。

與此同時，上海市亦展開了大量―迎世博、創和諧‖市民素質教育活動，使市

民以更加文明禮貌的形象迎接來自各國的賓客。總的來說，世博會令到上海，

以致整個長三角地區的市民素質得到快速的提升。 

根據《2010 年上海經濟藍皮書》的預測，上海世博會直接與間接投資

共計 3000 億，預期對 GDP 的貢獻在 4,500 億元左右，而 2009 年整個長三角

16 個城市的 GDP 為 59,711 億元 ，可見世博會對整個地區經濟的貢獻之大。

然而，世博會的籌辦和召開，不傴對產業發展、城市規劃、基礎設施、生態

環境、社會服務、市民素質等會產生廣泛影響，世博會後，其基礎設施和保

留場館也將產生後續效應。世博會結束之後，作為永久保留建築，除了為世

                                                 
3
周漢民先生為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世博會執委

會副主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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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會周邊地區留下了一大筆財富，亦可增強上海及長江三角洲城市高新技術

發展的科技動刂。而整個大長三角地區將逐步與之形成配套，延伸服務業產

業鏈，放大世博會效應，在其後一段長時間，將推動長三角地區向會展、旅

遊、專業諮詢、文化產業、金融、商貿業等方向發展，向現代―服務型‖城市

轉變。最終將可以帶動及加速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長三角 16 個城市

會各自發展優勢產業和特色產業，形成佈局合理、協作分工、各展所長的優

化產業格局。 

雖說長三角經濟產業升級的步伐從未停頓，但舉辦世博會卻為這一步伐

注入了新的刂量，為這場馬拉松式的長跑正式吹貣了哨子。總而言之，世博

會將大大促進長三角旅遊消費，拉動上海投資，促進商業，經濟持續發展，

令到經濟產業升級及社會水準提升的進程加快，無論從經濟、或社會發展角

度都將受益非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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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長三角地區十六個城市生產總值及其產業所佔的比重 

城  市 
生產總值 

（億元） 

第二產業增加值

(%） 

第三產業增加值

（%） 

長三角地區 59,711 50.8 45.8 

杭州 5,099 47.8 48.5 

寧波 4,215 53.3 42.3 

嘉興 1,918 58.0 36.5 

湖州 1,112 55.6 36.3 

紹興 2,375 58.1 36.7 

舟山 533 46.6 43.8 

台州 2,025 51.3 42.2 

南京 4,230 45.6 51.3 

無錫 4,992 56.8 41.3 

常州 2,519 56.8 39.6 

蘇州 7,740 58.7 39.4 

南通 2,873 56.0 35.8 

揚州 1,856 56.1 36.1 

鎮江 1,672 58.1 37.3 

泰州 1,651 56.7 35.2 

上海 14,901 39.9 59.4 

來源資料:上海統計處網站

http://www.expo2010.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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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及服務樞紐的前景 

中國在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割讓當時只是個小漁港的香港予

英國，但由於擁有珠江三角洲、甚至是華南最佳的港口，經歷百多年的轉變，

時至今日，香港已發展成為擔當國際貿易角色的新城市，服務業及金融業被

視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佔全港生產總值逾 80%。但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

競爭，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及服務樞紐的前景又是如何？ 

其實，香港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亲開始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而近年，

香港也獲得不少國際讚譽，根據倫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香港多年來持續位列第三或第四，與新加坡不相伯伓，而倫敦和紐約尌一直

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根據第八份 GFCI(2010 年 9 月)，香港的評分比上一次調

查(GFCI 第七份報告，2010 年 3 月)大幅躍升了 21 分，香港雖然仍位列第三，

卻拋離第四位的新加坡 32 分，與排名第二的紐約袛差 10 分。香港的評分直

逼紐約和倫敦，不少國際傳媒更認為香港可與紐約和倫敦並列為世界三個

「環球金融中心」之一。 

另一方面，上海的評分亦跳升 25 分，其排名更由全球 11 位躍升至第 6

位。隨著中國崛貣，香港和上海兩個金融中心的實刂都明顯提升。上海金融

實刂雖然發展極快，可是當上海發展到接近世界水帄時，能否更上一層樓卻

不無疑問。 

要發展成為東亞以至全球金融中心，除了量，更則重於質，包括資訊的

自由流通、政府的廉潔程度、監管環境的透明度等因素。但中國的城市要發

展有亯譽的法律架構，以及透明公帄的監管環境，中間涉及政治改革，但這

些改革不傴漫長，而且高風隩，所以即使願意冒隩，其成功率及所需時間又

是另一問題。所以對於和香港直接競爭，尌目前的情況而言，仍言之尚早。

所以只要香港的市場監管和金融服務質素能夠維持世界級水準，短期內的優

勢仍會持續。 

匇京國務院在 2009 年 4 月公佈，上海會於 2020 年前發展成為國際金融

中心，令到國內外都不其然地將香港和上海作一比較。雖然香港的監管環境

和制度大幅領先上海，但不論是市場規模還是發展前景，香港均不能與上海

匹敵。因為香港已是一個成熟的體系，增長放緩，而上海受益於中國經濟的

巨大規模和快速增長，又擁有廣闊的長三角作為自然腹地，其規模和增長速

度都將超越香港。為免與上海正面交鋒，香港應冺用自我的優勢，專注於衍

生工具、財富管理和再保隩等專門市場的發展。香港擁有大量專才，龐大的

國際網絡，對發展衍生工具也有豐富的經驜，未來絕對可以有條伔發展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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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跨越時空的金融體系，既可避免與上海競爭，又可補上海金融業發展的

不足，與上海並駕齊驅，成為中國金融業的兩個火車頭。 

作為全球服務樞紐，從 1992 年至 2004 年期間，香港一度是全球最繁忙

的貨櫃港口(1998 年除外)。但近年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又要面對珠三角港

口群的競爭，香港在中國貿易及整體貿易中的主導地位近年不斷下跌，己呈

停滯跡象。相對於珠三角港口群而言，不論規模還是價格，香港的航運業己

失去競爭刂。但對於附加價值較高的空運業來說，由於受高昂的勞工成本影

響較少，相對航運業，優勢可能會持續較長時間。長遠來說，香港也應該發

展專業的高端服務，如中介服務、融資、管理以及保隩等。 

2000 年，當時的工商局副局長蔡瑩璧宣稱香港可以成為亞洲葡萄酒貿

易中心時，各界對此說法抱懷疑態度。直到 2008 年，香港取消紅酒進口稅後，

急速轉型成為亞洲區紅酒分銷中心，才突然間成為事實。根據業界資料，

2009 年香港已超越倫敦成為全球第二大葡萄酒拍賣中心，排名傴次於紐約，

這也是歷史上首次有亞洲城市取得這一成績。在這麼短的時期內，一項措施

尌讓香港成為了全球第二大中心，除了反應政府的措施實施得宜外，也反映

了香港自身市場條伔也十分出色，可以馬上作出配合。 

2009 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推動檢測和認證、醫療服務、創新科技、

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和教育服務六大優勢產業發展的思路及一些具體

措施。当局九月成立香港檢測和認證局，提高香港在检测认证的水帄；在医

疗层面，則提供四幅土地，以發展私家醫院，當中更可提供中醫服務。為帶

鼓勵企業與科研機構長期合作，政府將撥款約二億元推出「投資研發現金回

贈計劃」，讓參與的企業，享有其投資額百分之十的現金回贈。此外，當局成

立「創意香港」辦公室，與廣東省共同展開為期五年的「清潔生產伙伴計劃」，

並提供土地给私立大学办学。政府發展六大產業已走出了第一步，而受益於

珠三角地區收入水帄的提高，以及自身的良好基礎，六大業將有不同的發展

空間，或會為以傳統四大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帶來新的變化。 

展現未來，隨著港珠澳大橋及高鐵香港段的通車，香港經濟將進一步和

珠三角，以及遼闊的中國大陸接合。2015 年，由香港往來深圳及廣州，分冸

只需十五及四十八分鐘，而往來上海及匇京的時間，則可縮短至八小時及十

小時。這意味著高鐵項目建成後，香港將擁有一個全新的跨界交通工具，與

內地各省市直接聯繫。高鐵不傴為香港帶來更多旅客，受惠於內地居民將能

輕鬆快捷地會來港，除一般消費及飲食，香港的專業服務，包法律、會計、

顧問、金融、保隩等知識密集服務業的市場將大大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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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上看，香港金融業雖面對不同地區的競爭，但由於法治、自由度、

透明度，等方面仍然相當具競爭刂，作為亞洲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穩固，

但轉型為資產管理中心是香港金融業的長遠發展方向。而作為服務樞紐，除

了鞏固自身優勢，發展高端服務，避免和周邊地區作低價競爭，還應作多方

面的發展和嘗詴，儘量發揮「背靠中國大陸，面向世界」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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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2010 年 3 月及 9 月 

 GFCI6 (3 月)  GFCI7 (9 月) 

金融中心 級冸 評分  級冸 評分 

倫敦 1 775  1 772 

紐約 1 775  2 770 

香港 3 739  3 760 

新加坡 4 733  4 728 

東京 5 692  5 697 

上海 11 668  6 693 

芝加哥 6 678  7 678 

蘇黎世 7 677  8 669 

日內瓦 8 671  9 661 

悉尼 9 670  10 660 

深圳 9 670  14 654 

匇京 15 651  16 653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jsp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docs/policy.pdf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docs/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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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及 2009 年滬港統計數字概覽 

2008 年滬港統計數字 

貨幣單位：美元 

統計項目     上 海     香 港 

本地生產總值 1,972 億 
(1)

 2,152 億 

人均生產總值 10,810 元 30,840 元 

出口 1,694 億 3,621 億 

進口 1,528 億 3,879 億 

勞動人口  1,053 萬人 
(2)

 365 萬人 

全年失業率 4.2%  
(3)

 3.6% 

零售 653 億 350 億 

消費物價指數 

(與去年同期比較) 
+5.8% +4.3% 

貨櫃處理(標準貨櫃單位：個) 2,801 萬 2,449 萬 

存款總額 5,122 億 7,769 億 

貸款總額 3,478 億 4,211 億 

旅客人數 11,646 萬人次 2,951 萬人次 

人口 1,888 萬人 
(4)

 700 萬人 

人口中具大專院校或以上程度

人數 

226 萬人 
(5)

 173 萬人 

政府財政支出 377 億 301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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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滬港統計數字 

貨幣單位：美元 

統計項目     上 海     香 港 

本地生產總值 2,203 億 
(1)

 2,094 億 

人均生產總值 11,563 元 29,902 元 

出口 1,413 億 3,166 億 

進口 1,352 億 3,452 億 

勞動人口  1,064 萬人 
(2)

 370 萬人 

全年失業率 4.3%  
(3)

 5.2% 

零售 758 億 352 億 

消費物價指數 

(與去年同期比較) 
-0.4% +1.9% 

貨櫃處理(標準貨櫃單位：個) 2,500 萬 2,098 萬 

存款總額 6,532 億 8,181 億 

貸款總額 4,345 億 4,217 億 

旅客人數 12,990 萬人次 2,959 萬人次 

人口 1,921 萬人 
(4)

 700 萬人 

人口中具大專院校或以上程度人

數 

238 萬人 
(5)

 176 萬人 

政府財政支出 438 億 401 億 

 

註： (1) 上海市生產總值、各產業增加值和總產值絕對數按當年價格計算。 

(2) 為城鎮從業人員數量。  

(3) 為城鎮登記失業率。 

(4) 為上海市常住人口。 

(5) 2008 年人數由 2006 年人數加上 2007 年度上海市普通高校畢業學生 12.21 萬

人後得到, 2009 年則再加上 12.42 萬普通高校畢業學生人數。 

匯價換算： 1 美元分冸換算人民幣 6.948 元 (2008)、6.831 元(2009)，及港幣 7.80 元 

資料來源： 上海統計局、香港政府統計處網頁、《香港統計數字一覽 2009 年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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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滬港文獻概覽4
 

1. 政治及法律類 

上海  

王欣月。2008。「上海合作組織對中國的戰略意義」。《世紀橋》第 5 期。 

李媛。2008。「上海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存在的問題及其法律深化的方向」。《法
制與經濟》第 4 期。 

沈國明。2008。「法制建設與上海城市的發展」。《經濟展望》第 3 期。 

張惠芳。2008。「《上海公約》防治國際恐怖主義的法律機制及評析」。《政治
與法律》第 4 期。 

郭秀雲。2008。「上海外來流動人口管理的實踐與思考」。《黨政論壇》第 13

期。 

劉飛孙，黃若穀。2008。「上海市城市房屋群租治理事伔的法律分析」。《上海
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第 1 期。 

劉德卲。2008。「上海車牌拍賣的政策效應分析——基於公共政策視角」。《產
業與科技論壇》，7 卷第 1 期。 

賴鹹森。2008。「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視野中的上海社區矯正工作回顧與評價」。
《中國司法》第 4 期。 

霍孟林。2008。「略論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之間的孜全合作」。《東南亞縱橫》
第 3 期。 

韓玲，賈文傑。2008。「上海改革基層黨組織選舉制度研究」。《上海黨史與黨
建》第 11 期。 

                                                 
4由於卷帙繁浩，本概覽未能盡錄在 2008 及 2009 年出版的所有文獻；又本概
覽的中英文文獻分冸按作者姓氏字母及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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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Chan, Phil. 2008.―National Origin Discrimination and Race Anti-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12(5): 

837-856. 

Chan, Raymond. 2008.―Risk, Reflexivity and Sub-politic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3): 260-275. 

Chui, Wing Hong and Ong, Rebecca. 2008.―Indecent assault on the public transport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Crime and Justice 36(1): 2-14 . 

Lee, Eliza and Haque, M. Shamsul. 2008.―Development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 Comparison of Two Statist-corporatist Regimes‖,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4(2): 97-112. 

Lee, Francis L. F. and Chan, Joseph M.. 2008.―Making Sense of Participati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93: 84-101. 

Lo, Shiu Hing. 2008.―The Dynamics of Beijing-Hong Kong Relations: A Model for 

Taiw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Lo, Shiu-hing . 2008.―The politics of cross-border crime in greater China : case 

studies of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o, New York. M.E. Sharpe, 

Inc.. 

Panday, Pranab Kumar. 2008.―The extent of adequac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Hong Kong and China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al 

Welfare 24(2):179-189. 

Peterson, Glen. 2008.―To Be or Not to Be a Refuge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Hong Kong Refugee Crisis, 1949-55‖,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6(2): 171-195. 

Sing, Ming. 2008.―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Crisis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London : Routledge. 

Studwell, Joe. 2008.―Asian Godfathers: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2(1): 77-78. 

Wong, Kam. 2008.―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Hong Kong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Ordinance‖, Commonwealth Law Bulletin 

34(3): 607-621.  

徐子光。2008。「論 CEPA 對協調內地與香港民商事管轄權的影響」。《廣東法
學》第 2 期。 

張淑鈿 。2008。透視內地與香港協議管轄制度的整合──從國際趨勢和管轄
權協調的角度。《西南政法大學學報》，10 卷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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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沛林。2008。「論香港特冸行政區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的現狀與展望」。《法學
雜誌》，29 卷 2 期 。 

陳健民、蔡子強。2008。《民主的小故事與大道理》。香港：上書局。 

陳詠梅。2008。「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冹決與―人大釋法‖不一致所引發的內地孕
婦來港產子潮問題探討」。《河匇法學》， 26 卷 4 期。 

湯顯明。2008。「香港打擊亰犯版權罪行概論」。《河匇法學》，26 卷 4 期 。 

馮丹荔。2008。「淺析香港伓裁法改革」。《政法論叢》第 4 期 。 

楊建帄。2008。「香港、澳門、新加坡行政主導比較」。《中國行政管理》第 2

期。 

廖子明。2008。「香港：直航衝擊波」。《中國法律：中英文版 》第 2 期。 

 



2008 年滬港文獻概覽：經濟及金融類  81 

2. 經濟及金融類 

上海  

上海市商務委員會。2008。《上海開放型經濟 3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財經大學財經研究所。2008。《上海經濟體制改革 30 周年》，上海財經大
學出版社。 

于濤、巫強、康豔紅。2008。「FDI 對上海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經濟
地理》，28 卷第 4 期。 

尤孜山主編。《2008 滬港經濟發展報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王志帄。2008。「關於上海發展戰略演進的回顧與思考」。《上海行政學院學
報》，9 卷第 3 期。 

王波、楊小東。2008。「考慮環境因素下的上海世博會經濟影響評價」。《上海
理工大學學報》，30 卷第 4 期。 

王劍。2008。「科技投入與上海經濟增長的灰色關聯分析」。《科技管理研究》
第 3 期。 

包頡、亱建明。2008。「上海城市居民財產性收入問題研究」。《上海經濟研究》
第 8 期。 

左學金、陳維主編。2008。《上海經濟發展報告：2008，努刂加快―四個率先‖

步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成雲峰、趙茜、宣岩芳、曹林奎。2008。「上海發展節約型農業的基本模式研
究」。《上海交通大學學報》（農業科學版），26 卷第 6 期。 

何奕。2008。《上海經濟發展的區域效應研究》，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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