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大指標前三位
競爭力

綜合經濟競爭力

可持續競爭力

宜居城市競爭力

宜商城市競爭力

知識城市競爭力

和諧城市競爭力

生態城市競爭力

文化城市競爭力

全域城市競爭力

信息城市競爭力

排 名

1
深圳

香港

珠海

香港

北京

深圳

香港

香港

香港

廣州

2
香 港

上 海

廈 門

北 京

深 圳

北 京

鄂爾多斯

北 京

澳 門

上 海

3
上海

北京

舟山

上海

上海

武漢

黃山

澳門

深圳

深圳

資料來源：人民網

社科院：
粵港合作最重要

【大公報訊】中國社科院30日在北京發布《中國城市競爭力報
告》。報告顯示，在綜合經濟競爭力方面，深圳繼續佔據榜首，香港位
居第二，滬穗緊隨其後。而在可持續競爭力、宜商城市競爭力、生態城
市競爭力、全域城市競爭力等分項指標方面，香港均獨佔鰲頭，顯示出
強大的城市綜合競爭力。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瑞士美國分列二三 中國內地排25

世界競爭力港重返榜首

中國城市競爭力深超港居首
港五項指標獨佔鰲頭

A3 要聞 責任編輯：呂文光 美術編輯：梁國明 2016年5月31日 星期二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中國
社科院30日發布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港澳台專章」指出，作為全球經濟自由度最

高的地方和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香港保持了
自由、開放、包容、多元的標誌性元素。儘管
2015年是香港自2009年以來經濟表現最差的一
年，但其經濟仍溫和增長，失業率極低。

報告同時指出了香港面臨的挑戰：首先，
香港的科研力量集中在大學。大學研究成果如
何轉化為產品，進行更多中游及應用研究，是
香港創新創業發展的關鍵問題。其次，內地一
線城市的競爭對香港的優勢產業形成了擠出效
應。尤其是深圳和上海在創新創業等方面迅速
冒起，給香港帶來了明顯的競爭壓力。

報告稱，在內地城市追趕過程中，香港的
優勢也在逐漸縮小。同時面對內地自貿區的不
斷興起，香港也有被邊緣化的風險。鑒於香港
經濟規模小，對外依賴度高等因素，香港對外
圍變化應尤具居安思危意識。

在預測香港未來一年發展時，報告指出，
香港將繼續受外圍不確定因素影響，因此香港
必須挖掘自身比較優勢，不斷提升產業競爭力
並改善經營環境。

具體來講，報告提出兩點建議：首先，粵
港合作是重中之重，應加快前海、南沙、橫琴
等粵港澳合作平台建設，深化與前海、南沙、
橫琴三個自貿試驗區的合作對接。其次，香港
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補性強，發展協同
效應潛力很大。配合 「一帶一路」策略，應推
動海外金融機構和企業利用香港的人民幣金融
平台進行交易，實現香港金融業務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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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張帥、張
萌北京報道：在中東歐地區，現年57
歲的波蘭前總理兼經濟部長瓦爾德馬
．帕夫拉克，一直是支持與中國開展
友好合作的知名政界高層。今年首次
參加京交會的瓦爾德馬．帕夫拉克30
日表示，大家可以在京交會跟來自不
同國家和文化的人交換信息，它成為
了展示服務貿易如何改變我們生活方
式的重要平台。

瓦爾德馬．帕夫拉克重申，很高

興能成為亞投行的一員，它為不同國
家和不同的企業提供了寶貴的合作機
會；從歐洲到中國的鐵路交通現在只
需要十天，如果按照之前的海上交通
則需要一個月，絲綢之路連接了中國
與歐洲。

圍繞 「一帶一路」建設，他表示
希望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 「16＋1」
合作平台能夠盡快駛入快車道，而波
蘭會成為支持和中國合作的關鍵國
家。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張帥北京
報道：30日，京交會舉辦香港日活
動，香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在出席
活動時表示，在 「一帶一路」建設過
程中，香港作為國際商貿樞紐，可以
扮演多個角色，為內地企業提供相關
的專業服務，同時為國家經濟的持續
增長和產業升級作出貢獻。此外，香
港法律和會計界人士亦表示將融合兩
地優勢，把握 「一帶一路」機遇積極
開拓商機。

葉澤恩指出，香港具有環球融資
中心、區域貿易中心、調解仲裁中
心、物流航運中心，基建整合中心的

優勢，而且香港服務
業水平靠前，佔

GDP超過90%的
比重，為全球
最高。香港可
以藉此提供國

家需要的現代服務業，在 「一帶一
路」建設中，把兩岸合作的餅做大。

在京交會香港日主題論壇上，香
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主
席區嘯翔稱，在會計服務方面，香港
總計擁有超過十萬人的會計師資源，
而且跟內地會計師事務所合作多年，
加上擁有國際服務網絡提供多元化的
服務，在企業走出去時，香港可以作
為商業顧問，解決跨境投資問題。

香港大成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杜珠
聯稱，香港是最重要的國際法律中心
之一，幾乎99%香港律師有國際項目
的經驗。在 「一帶一路」協作中，香
港在法律服務方面能夠扮演監管跟投
資規範、解決糾紛、保障投資者利益
三方面的角色，而且香港作出的仲裁
裁決在超過150多個國家都能得到執
行，可以幫助有效解決國際商貿糾
紛。

波蘭前總理：高興加入亞投行

京交會香港日聚焦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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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 瑞士 美國

在最受關注的綜合經濟競爭力方面，
深圳、香港、上海、廣州、台北、天津、
北京、蘇州、澳門和無錫位居前十名，中
西部地區無一城市入圍。從綜合增量競爭
力指數來看，天津高居榜首，重慶、成
都、武漢亦進入前十名，顯示出中西部地
區經濟增長比較明顯的後發優勢。

重慶、成都、武漢優勢漸顯
報告主編、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

院研究員倪鵬飛表示，中國城市競爭力正
呈現四大分化趨勢：行政級別高的城市在
資源吸納能力上顯著高於一般城市；東部
沿海城市的競爭力顯著高於內地城市；通
高鐵的城市相比未通高鐵的城市，綜合競
爭力指標要高出70%以上；人口流入地城
市的競爭力要顯著高於人口流出地城市。

報告顯示，在可持續競爭力、宜商城
市競爭力、生態城市競爭力、全域城市競
爭力等分項指標方面，香港均獨佔鰲頭。
在宜居城市競爭力和信息城市方面，香港
亦位列第四名。但報告指出，對於政制發
展和政府政策等，香港部分組織與人士採
取較激進及違法的方式進行反對，影響了

社會和諧。
報告還指出，香港的綜合增量競爭力

指數，較2014年繼續下滑，已跌至36位，
不僅落後於北京、廣州、天津、深圳等城
市，甚至被重慶、成都和長沙等城市超
越。不過，得益於經濟聚集程度高、商業
規則簡約、專業服務良好等軟硬件支撐體
系，香港的綜合效率競爭力依然位列全國
第三名，僅落後於台北和澳門。

大城市病愈演愈烈
倪鵬飛表示，中國正在進行人類歷史

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在規模分布
上，中國已初步顯現出大城市和小城鎮
「兩頭大」、中與小城市 「中間小」的
「啞鈴型」規模體系，城市群已經成為中

國經濟增長和規模紅利的源泉。但中國大
城市內部的多中心結構普遍缺失，城市病
愈演愈烈。

報告認為，未來中國將形成集群化的
城市組織體系、多中心的城市結構體系和
網絡化的城市聯繫體系。作為巨型國家，
中國將出現一個組織上集群化、結構上多
中心、聯繫上網絡化的城市體系。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日前公布201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
由去年的第二位攀升至首位，排在二、三位的分別是瑞士和美國。報
告顯示，香港在金融及商業法規等方面高居前列，但生活成本指數過
高及政治不穩定性所帶來的風險是其劣勢之一；與此同時，社科院昨
日發表的最新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則顯示，香港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再
度排第二位，落後於深圳。有本地學者認為，香港整體名列前茅是因
為經濟根基深厚，但持續爭拗或影響未來的長遠競爭力，應居安思危。

大公報記者 文 軒

IMD世界競爭力中心公布的2016年全
球競爭力排名，是根據 「經濟表現」、
「政府效能」、 「企業效能」與 「基礎建

設」等四大項綜合評比。在61個受評經濟
體（國家／地區）中，香港自2012年後，
再次獲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經濟體，取代

蟬聯了三年的美國，瑞士上升兩位排在第
二。至於第四到第十位分別是新加坡、瑞
典、丹麥、愛爾蘭、荷蘭、挪威與加拿
大。中國內地排名第25位。前十當中，亞
洲只佔其二。

IMD認為，香港排名領先，是因為其

發達的銀行和金融系統、鼓勵創新的政
策，以及簡單的低稅率和沒有規定限制資
本流入或流出。同時，香港還為中國內地
提供了外國直接投資和進入全球資本市場
的門戶，但生活成本指數過高及政治不穩
定性所帶來的風險是其劣勢之一。年報也
指出，研究表明，亞洲整體的競爭力自去
年以來排名顯著下降，拉美經濟停滯不
前，在排名中落後，而東歐國家經濟表現
搶眼。

學者：應居安思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理工大學前會計

及金融學院副教授劉佩瓊表示，近年社會
雜亂的聲音並不影響香港深厚的根基，香
港金融市場穩定，作為特色的法治依然存
在，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優勢在短期內

亦難以被取代，且相較於內地城市近年的
發展，香港不僅現在存在優勢，即使在未
來 「一帶一路」當中的優勢仍十分明顯，
如區位優勢、融資優勢等。

不過，對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指香港
城市競爭力不及深圳，劉佩瓊承認，香
港內部的爭拗確實影響了內地對香港的
看法， 「關鍵要看香港會亂到什麼程
度，如佔中說要癱瘓中環這一經濟命
脈，若真的成功，對香港是好嚴重的打
擊」。她說，雖然現時的爭拗還不至於
影響太多投資者的投資決策，但長遠是
否會影響則是未知之數。她認為，香港
應停止內耗，不要等到真的對發展形成
障礙之時才後悔莫及。

IMD世界競爭力年報被認為是最權威
的各國競爭力排名之一。

香港各項競爭能力排行摘要
（共61個國家／地區）

經濟表現 名次
●國際貿易 2
●國際投資 2
●物 價 60
政府效能 名次
●公共財政 1
●財政政策 2
●社會架構 25
企業效能 名次
●金 融 1
●勞動力市場 1
●生產效率 7
基礎建設 名次
●教 育 13
●健康與環境 17
●科學建設 26

資料來源：IM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