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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如何理解香港歷史？

作為英國的轄地，香港具有「非移民型殖民地」的特

點。英國派遣行政官員、經濟管理、專業技術及軍警

人員到香港維持治安，白人移民只佔本地人口的很小

比例，本地華人的文化傳統得到相當程度的保留。

1841 年至 1997 年間香港歷史發展的主要脈絡，概可
歸納為三條主線：

 

1．英人治港政策的演變

英人治港政策是隨着香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形

勢的改變而不斷調整的。

開埠初期，英人僅將香港視為英國在華的經濟和軍事

據點，華洋社會出現絕對隔離的形態。其後英人逐漸

發現華人對發展香港經濟的重要性，認為華洋之間必

須有所溝通，才能對華人進行有效管治。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如何拿揑與新中國的關係成為英國對港政策

的重要課題：總體而言，英國一方面重視維持與中國

的友好關係，拓展英國的利益；另一方面扶植西方華

人精英，維持英國人對香港的有效管治。

 

2．香港華人社會的成長

經濟發展、移民和西式教育，推動了早期香港華人社

會的成長。但早期香港華人對本地的歸屬感相當有

限，大多抱有「難民心態」，僅視香港為暫居地，「借

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正是這種心態的寫照。1970 
年代以後，港府為市民提供更多福利措施；1980  年
代本地經濟轉型與普及教育的發展，形成中產階級崛

興，定居香港的華人，逐漸對香港產生歸屬感，產生

本土意識。

 

3．中國內地因素的影響

香港在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上，都與中國關係密切，

內地發生的各種變革，都會對香港產生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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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華人移民絕大多數來自內地，定居香港後，仍

與家鄉保持密切聯繫；加上 1949 年以前中外轉口貿
易是香港的主要經濟命脈，兩地居民亦可隨時跨境通

行，遂形成互通聲氣的密切關係。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政府希望利用香港作為突破西

方陣營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擱置收回香港的問題；

同時為擴大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力，又在港經營各個具

政治成分的組織，進行統戰活動。及後內地的文化大

革命、改革開放、「六四事件」等，無不牽動香港的

政經神經，對香港的發展影響深遠。

 

沿上述三條主線解讀香港史，有助讀者把握香港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香港史的歷史分期
與特點 遠古   2020

前開埠時期｜遠古 - 1840

開埠時期｜1841 - 1860

華人精英冒升時期｜1860 - 1914

兩次大戰期間｜1914 - 1938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國共內戰時期｜1939 - 1949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1949 - 1959
●  內地與東南亞政局動盪，大量資金和人口流入香港，為本地經濟發

展提供動力。

● 冷戰時期，本地華人社會分裂為左（親中）、右（親台）兩大陣營。

● 港府打壓香港左派人士。

● 港府開始介入房屋、教育和福利等民生事務。

● 見《速讀香港史（遠古至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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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至第二任行政長官完成任期｜1997 - 2012

●  特首董建華面對管治挑戰。

● 亞洲金融風暴爆發，香港經濟受到重大打擊。

●  「 七一大遊行」成為市民對政府支持度的寒暑表。

● 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持續惡化。

● 內地與香港關係日趨緊密，本地出現香港是否「內地化」的爭議。

尋找新方向的香港｜2012 - 2020

●  內地與香港的矛盾不斷加劇。

●  普選問題最終引發了違法「佔中」。

●  違法「佔中」平息，但香港面對的政治困局始終找不到出路。

●  《逃犯條例》引爆政治風暴，整個香港社會被捲入「修例風波」。

●  港區國安法落實，香港開啟新篇章。

六十年代的香港｜1960 - 1969
●  土生人口的比例逐步增加，「家在香港」的意識開始增強。

●  香港的左派陣營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

●  逐漸演化成「工業化」社會。

●  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及「六七暴動」相繼爆發。

香港本土意識的成長期｜1970 - 1979
●  港府落實改革的決心，投入更多公帑進行民生建設，大大改善本地

居民的生活。

●  廉政公署成立。

●  經濟政策從「自由放任」改為有限度地干預市場運作。

●  本地華資財團崛興。

過渡時期中英談判｜1979 - 1989
●  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

● 中產階級崛興。

●  「 一國兩制」構想形成。

●  港府加快發展代議政制。

●  本地製造業北移。

後過渡期｜1990 - 1997

●  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激起中英爭拗。

● 民主政制的發展催生了政黨的出現。

●  中資企業發展蓬勃。

●  高等教育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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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共和國成立初期

香港之發展

大
事
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面臨嚴峻的挑戰：

一方面必須避免與新政府產生直接衝突，

以免解放軍用武力收回香港；

另一方面為維持港英政府的統治權威，

必須竭力壓制左派力量的擴張，

防止華人民族情緒高漲。

●為維持與美國的合作關係，

加上港府認為右派的「反共」宣傳有利於遏制左派在港的活動，

英國容忍美國及其盟友台灣在港進行間諜和宣傳活動，

使香港在 1950 年代成為左右兩派的鬥爭場域。

●戰後香港經濟轉型的重要階段。

●國共內戰時期，大量資金和人口流入香港。

●韓戰爆發，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

以及其後中國加強貿易管制政策，嚴重打擊了香港的轉口貿易，

促使香港逐漸由轉口港轉化成「出口主導」的製造業基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不着急收回香港

1945

中國介入韓戰

兩航起義

1950

港府發表《菲莎報告》 

．開始實施統一學制計劃

1951

1949

1959

Chapter 7

石硤尾寮屋區大火

．港府始實施徙置區計劃

1953

「克什米爾公主號」

事件

1955

九龍暴動

1956



018 019速讀香港史（1949-2020） 第七章　共和國成立初期香港之發展（1949 - 1959）

第七章　共和國成立初期香港之發展（1949 - 1959）

7.1

1949 年後，
中國、英國與香港

中國並不着急收回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政府希望利用香港作為

突破西方陣營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突破西方陣營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因而把收回香港的

問題暫時擱置。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出「香港可作為我

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

爭取外匯」。從 1950 年代韓戰至 1960 年代，香港作
為中國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的渠道引進資金、技術的渠道，開展進出口貿易進出口貿易

的窗口，溝通中外民間（包括海外華僑）往來的橋樑的窗口，溝通中外民間（包括海外華僑）往來的橋樑，

發揮了巨大作用。

1947 年 5 月，中共為展開對外宣傳工作和掩護地下組
織，在香港成立新華通訊社新華通訊社，並授權新華社辦理與港府

的聯繫或交涉。

．1949年至文革前中國政府的對港策略．

●  政策有別於內地

政 策

●  封鎖中港邊界 

影 響

●  大量供給優惠物資予香港 

●   盡量不容許內地政治運動波及

香港

●  避免台、美特務潛入內地搞破壞

●   保障香港必需的日用品、工業

原料和製成品等供應，維持香

港社會穩定

●  打破西方經濟封鎖，出口創匯

●  設駐港機構新華通訊社
●   在中英未建交的情況下，必要

時與港英政府交涉

●  進行統戰活動 
●   增強香港市民對中國的向心力

及愛國力量在香港的影響力

●  以香港為外匯中轉站 

●   1950  至 1965 年間，約有超

過 10 億美元的資金經香港匯

返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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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為何沒有跟中國「撕破臉皮」？．

Notes.

英國堅拒把香港交還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英國政府一方面盼望在東亞

「保留立足點」「保留立足點」，另一方面又懼怕華人民族主義會在中

共革命勝利的鼓舞下壯大，因此採取「堅定而不挑釁」「堅定而不挑釁」

的政策處理有關中國的問題。

為限制香港的親中力量，限制香港的親中力量，港府公佈《1949 年非常時期
條例》，賦予港府特殊權力，不必宣佈香港進入緊急時

期，便可將部分緊急條例生效，並拒絕一些認同中共新

政權及懸掛五星紅旗的社團的註冊申請，嚴格限制在港

左派的活動。

港府進行有限度改革以爭取港人支持

港府因應時勢，採取較戰前更加懷柔的手段更加懷柔的手段管治華人，

例如通過增加立法局華人委任議席與市政局民選議席的

方式，加強民意的代表性；在華人上層社會中繼續扶植

親英勢力；在不同的階層成立並無實權的「諮詢委員會」

偵察民意，有限度地吸納建制以外的社會上層精英作為

施政的諮詢人。

此外，港府亦較從前更關注華人的福利更關注華人的福利，於 1948 年成
立社會局（Social Welfare Office，1958 年改組為社

　
長
期
打
算
，
充
分
利
用
　
是
共
和
國
成
立
初
期
對
香
港
的
主
要
方
針
；

而
對
中
國
政
府
妥
協
、
壓
制
本
地
左
派
活
動
，
則
是
英
國
殖
民
政
府
治
港
的
主
要
策
略
。

重點

諾曼•布魯克（英內閣大
臣）說：「香港

對英國的象徵和政治意義
遠遠大於經濟意

義。從戰略上講，它已經
是我們在遠東地

區最後的堡壘了。」（1
959 年 7 月）

「

「

會福利署），首次由政府機關直接向本地貧民提供物質

援助，並協調各民間慈善團體向市民提供服務。

●    政治上，維持英國在港地

位，避免解放軍收復香港

●    經濟上，維護在港英商利

益，擴大對華貿易

英國想甚麼？
英國想甚麼？

●    國際外交上，承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

●    對港態度上，採「堅定而

不挑釁」政策

英國怎麼做？
英國怎麼做？

堅定

●   強調過去中英簽訂的有關香港的不平等條約仍有效
●   拒絕在可能有損英人統治的事務上讓步

不挑釁

●   避免
製造挑

釁行為
而與

中國直接
發生衝突

●   容忍
左派人

士在港
的活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