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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區域融合，它的成功或失敗，繫於一個核心概念之上：流動。這包括資本的流

動、人的流動、資訊的流動等等。如果區內各種資源未能暢順流通，則區域融合難

以成功。 

區域融合變雙向 未必由港主導 

這是目前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遇到的最大難題，而這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裏仍然

會是一個不易處理的難題。 

坦白說，「一國兩制」的概念本身便包含着一定程度上的區隔的元素，在保留

兩制不同的制度的獨特性的時候，避免出現完全一體化的狀態。而這種區隔不

單只是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互不干預，同時也指內地的行政管理制度（例

如戶口制度）不適用於香港。當香港與內地的互動只屬有限程度，又或者主要

限於前者單向的進入內地時，當然沒有甚麼問題。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挑戰是

新一回的區域融合 2.0或 3.0，這個互動的過程已變為雙向，並且不一定由香

港來主導，而那種狀況需要全新的理解和完全不一樣的回應方法。 

香港所要面對的，又並不單只是形勢已經改變，而需要有所調整。更重要而一

直都未有得到正視的一個問題是，特別行政區的處境很特別。舉例：近期政府

大談大灣區機遇，假設只要令人的流動更為方便，就可以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港人北上取得新的機會——有的可以在新的環境裏創業、找到工作，有的可以

考慮遷居、使用當地有的服務。 

港服務可留本地 增供應防民怨 

不過，香港的一個老問題是人的流動性偏低，以至提供新的方便是一回事，有

多少港人真的會因此而改變其空間策略又是另一回事。這個流動性偏低的情

況，不完全是個人生觀因素（如抗拒到內地發展）所能解釋。 

理論上，只要打通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的關卡，以大灣區人口眾多，對香港所能

提供的專業服務需求甚殷。於是很多人的即時反應是將來灣區發展策略出台，

港人——尤其是專業——理應大舉北上，進攻區域市場。 

但香港在大灣區內有一個頗為微妙的定位，乃內地服務使用者、消費者愈覺得

要南下搶購、取得的，便愈為吃香。經過近十多二十年香港與內地雙向互動之

後，最有競爭力的服務（例如很有名氣的醫生）基本上沒有需要迎合需求而遷

移，留在原有的地點便可以滿足內地市場（即是存在甚多跨境消費者）。 



港人遷內地誘因低 短期難突破 

這也就是說，對香港產品、服務的需求，會不斷由北而南，而這種狀況不一定

會幫助相關的產業，由南而北的擴大版圖。最為有趣的是，愈是市場檔次較高

的產品、服務，留在香港愈為有利。 

香港要爭取大灣區的市場，其實不需要轉移陣地，由北至南的需求，陸續有

來。而令香港社會困惑的問題是，如果不增加供應，則本地人會感覺到原有的

供應被分薄，產生不滿。 

至於吸引港人遷居，更多使用內地資源、服務，則是一個老掉牙的故事，一是

誘因不足（內地生活指數早已上升，並非很多人能負擔的退休後的選擇），二

是老年人口的照顧，離不開家庭和社會網絡，過去多年都無法扭轉整個港人退

休後的安排，未來 5年 10年亦很難想像會有所突破。 

一天未能解決上述難題，一天大灣區發展仍難有突破。這並不叫人鼓舞，但卻

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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