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說，只有03年沙士疫症一次，
全港貿易幾陷於停頓，經濟活

動戛然而止。當時他心急如焚，卻一
籌莫展。「我們建設網上虛擬平台，
幫助港商不致完全斷絕對外往來。」

梁海國是香港貿易發展局首席
經濟學家，特別關心兩地經濟。他
也同意，美國經濟急促下滑，中國
實施新勞動法，加上人民幣升值、
能源和部分商品暴漲，成本激增，
外貿可算「屋漏兼逢連夜雨」。

「美國次按爆發後，港商叫苦

連天。美國需求急跌，港商議價能力
驟降，無從轉嫁成本到美國市場。」

 美國市場 冰封三仞
梁海國經常緊貼外貿發展，研究

貿易各種變數，深諳本港營商之難。
「美國市場即使不衰退，一向

已不易為。相對而言，港商在歐洲
市場提價能力較高，為抗衡匯價風
險，愈來愈多訂單以歐羅定價。其
他亞洲新興市場，出口情況不俗，
才紓緩今次衝擊。」

「07年，商品價格上漲約百
分之十，出口單價卻未相應增長。
換言之，麵粉價格急升，麵包師傅
卻提價乏力。過去十年，生產力改
善，才拖慢出口價上升。」

「目前，中國出口稅務優惠減
少，新勞動法實施，人民幣又升值；
港商幾乎成俎上之肉。香港外來市場
因素，加上國內環境變數，兩者皆不
利經營。留強汰弱，勢難避免。」

梁海國說，本港角色的轉變，
從中國發展階段角度檢視，更是不
言而喻。中國從49年以後，「硬

上馬」工業化，焦頭爛額之後，
1979年後進入鄧小平時代，走改革
開發之路；及至加入國際貿易組織
（WTO），已進入經濟發展第三波
的分水嶺。

 打進來 走出去
中國成為WTO會員後，出口

額大增，企業紛紛走向國際。中國
亦不強調出口數量，反而強調商品
增值部分，轉而注重質量。「也就
是不再只顧留汗，亦多用腦汁。中
國亦反省廿年來，『粗獷性』的工
業化，所付出沉重環境社會代價，
轉而強調持續性發展策略。」

香港必須與時並進，不能眷戀
昔日「前舖後廠」關係，轉擔當伙伴
角色。香港的定位，是中國當前最國
際化的城市。國內強調「走出去」能
力，外國企業也想打進中國市場。
「由此觀之，香港可望成中國服務和
商品進出口的接軌平台。」

「日後本港的外貿企業，不少
會儘量將廠房規模縮小，外判非核
心工序，或者將低增值工序轉移到

專題訪問12 校友專家談經濟前景

多少事
皆付笑談中
梁海國

回顧本港經濟，可謂幾許風雨，歷盡考驗。梁海國大學畢
業，即遇中國踏上改革開放之路。三十年來，埋首研究中
港經濟，滄海桑田，出謀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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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陸；如江西和湖南等地，以轉移
生產和外判，降低成本。」此後，
中港兩地將強調協作關係，而再非
從屬。中國對原件製造（OEM）的
來料加工行業，不再眷戀，轉而走
向品牌生產（OBM）和原創設計
（ODM），香港亦不能抱殘守缺。

「美國進口中國消費品，過
去廿年以來，平均單價不斷下跌。
2007年，才首次扭轉跌勢回升；意
味中國脫離廉價勞工時代。國貨能
夠提價，可算一大突破。」

「中國所走工業化道路，論規
模和過程，歷史上甚為獨特，可說全
無先例可援，只有步步為營。即使印
度能否步中國的後塵，以此模式走上
工業化，至今仍難下定論。」

反觀香港，隨社會建構和環
境轉變。長遠而言，如何培養下一
代，迎合知識型經濟，接受中國轉
型的挑戰，才令人深思。梁海國以
為短期展望，不致於太悲觀。

「美國經濟下滑，影響不會太
大。今年本港經濟仍可望增長約百
分之五。」

74  中大崇基經濟系社會科學
學士

77 中大經濟學哲學碩士
89 倫大法律系
90  分別取得英國、香港及澳

洲大律師資格
77-93  歷任浸大講師；東亞銀

行、渣打銀行首席經濟
師；及澳洲出口融資保險
局資深經濟顧問

93-現在 香港貿發局首席經濟師

梁海國 小．檔．案
P R O F I L E

格物致知  涵養用敬
梁海國說，多年經濟研究的實

戰，已不再局限着眼於技術，或單
以模式解釋經濟活動。檢視本港和
國內經濟，應從廣闊層面來考慮。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具解釋
現象能力，亦包括數量化和重視驗
證的精神，雖然非所有事物可從供
求關係解釋。經濟學走向現代化，
必然講求實證，然而亦不能忽略其
預測能力的局限性。

「比方說，中國新勞動法通
過後，華南工廠縮小規模和工序外
判，均是有跡可尋，可以解釋和預
期。但金融市場短期升跌，涉及人
性集體的情緒反應，有時卻無從解
釋，也不能預測。有人認為次按危
機，乃美國樓市升得太急，其實以
平均升幅而論，還不及歐洲西班牙
和英國等地，怎知後來引起軒然大
波，橫掃財金市場。」

回想當年中大，梁海國表示感
謝當年碩士論文指導老師莫凱教授。
莫凱乃國際貿易專家，梁海國唸碩士
卻棄貿易，取本地房屋政策作為題
材。「當時香港一半人住公屋，背
後經濟意義，饒有趣味。」80年代
末，他又赴英獲大律師資格。「當時
反省思維方式缺乏突破，唸法律以求
衝擊。經濟學家衡量不同假設和可能
性；大律師和法官必須斷定犯人是否
有罪，絕不含糊。」

經濟學上，梁海國也深受師兄
侯運輝影響。後來，侯運輝從經濟
轉攻法律。兩人亦跟楊懷康，合撰
經濟學專著。「候運輝造詣甚深，

探索經濟學精微之處，深究背後哲
學，直指人生價值取向。」

梁海國說，中大同學甚為好
辯，當年通宵達旦，高談闊論。
世事國情，事事關心。「72年的
『618』雨災嚴重，同學們義不容
辭，從馬料水趕赴災場援助。」

過 去 他 隨 「 小 扁 擔 勵 學 行
動」，到山區襄助貧困學童。如今
他亦積極參加教會的福音工作，
希望以基督的愛心帶給周邊的人安
慰，盼望和喜樂。

梁海國常懷赤子心，仍古道熱
腸。

　72年，本港「六一八」水災波及不少木屋
區，梁海國與中大同學古道熱腸，請纓往災區
協助清理，事後獲街坊福利會邀請遊穗，並於
工人文化宮前留影。中排最左為孔繁盛，梁海
國之中學及大學同窗，現任教於中大教育學
院，前排中為經濟系馮薇、右一為溫慧蓉，而
中排左二為梁海國。

▼73年秋天，崇基運動會梁海國（前排）與師
弟梁德衍（左一，現居於美國），廖祖江（現
居澳洲），黎子堯（前經濟系會主席）合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