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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中描述在二三十年前開始，外界對香港的評價總是離不開香港經濟急速起飛，創造經濟奇蹟的

現象，與韓國台灣和新加坡三個發達經濟體並稱「亞洲四小龍」。隨著八十年代第二產業轉型到第三

產業，香港的製造業式微而服務業和金融業風起雲湧之時，港英政府依照當時的財政司夏鼎基「積極

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令當時香港經濟繼續白熱化，為人所共知的事實。三十年過

去，香港卻依然緊抱著這個政策的方針，依戀自身享有的法治健全、通訊發達及作為成熟的國際金融

中心、低稅率的轉口港的時候，昔日的地位已逐漸因外在及內在因素而崩壞。 

 

  在內，積極不干預的方針固然吸引外國企業進駐香港，但同時造成了香港社會種種問題。政府在

工廠生產工序北移內地時的不干預，沒有及時促進香港多元化產業結構的升級。然而當時的經濟紅利

遮蓋了這個不可多得的後果，到了三十年後，問題便漸漸浮現了：產業空心化，只剩下雞肋的金融業

和旅遊業。製造業的撤走，令新建的彗星城市無法跟隨市中心的步伐，產業單一化、就業依賴外資等

問題難免惡化。如是者作為香港經濟重心的港島區並未能將優勢伸延至其他地區，自然導致新市鎮的

社區發展緩慢。 

 



  在外，亞洲城市則不停尋找新方向發展，如新加坡投放大量資源在研發納米科技上，上海則漸漸

超越香港。近二十年的變化使其恢復應有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開放自由行雖然在某程度上推動了

香港的繁榮，但換來的卻是深層次的中港矛盾，香港變成了內地水貨客的巨型超級市場。這個城市事

實上絕對不至停留在這種發展程度上，而是具有足夠的潛力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而不是在全球化

下的棋子，只有一座座了無特色的商場林立在市中心。若港人及政府依然故步自封，再不當頭棒喝，

香港的未來也許因抓不到機會而消失了應有的光芒。書中說得頗有道理，我們實在要改變以往的一套

成功模式，避免食老本，無謂眷戀舊夢。我們應重新審視以前的制度對新時空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探

討上一代香港成功的原因：勤力，專業和務實在現今是否早已變質，成為了一句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