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擺脫折騰到建設大灣區
焦 點 熱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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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香港 「折騰」得非常厲害，
所造成的社會撕裂也相當嚴重，對香港的 「
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有頗大的負面影響。
事實上，在反對派的不斷作祟之下，香港一
波又一波的亂局以至 「佔中」、暴亂等，也
是人所共見的，絕無冤枉了反對派及其幕後
的金主以至洋金主。

如今是撥亂反正、改寫歷史的時候了。
這是有原因的。首先，城中廣大市民已對 「
折騰又折騰」感到厭惡、不耐煩，甚至對形
成和挑起亂局的勢力不會原諒，市民的呼聲
是：改變！改變！其次，候任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已公開明確表態，上任後政府即會致力
修補社會撕裂。林鄭月娥的決心，讓人看到
希望，感到安慰。第三，反對派中，有一部
分較為理性、明智之人，可能已有些感悟，
「今是而昨非」。例證就是對新預算案的 「

拉布」已大為減輕，提出的 「修訂」已由幾
千項減少為數百項。當然，這還不符大眾的
要求，但總算是一種變化和進步。但願反對
派的表現能繼續轉變，繼續改善。

在有了上述改變後，香港的前路應如何
？那還用說？當然是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以往長期以經濟成就傲立於世、享
譽國際。當年鄧公 「南巡」號召要 「再造幾
個香港」，出發點也在於香港的經濟表現。
真可惜，這幾年香港 「折騰」來 「折騰」去
，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業績已大大不如多個內
地城市，例如上海、深圳、廣州等地。有中
央領導人非常坦率地指出，如果香港再 「折
騰」，兩年後深圳就超過香港了。對此，香
港的政府、政客和市民，還能不清醒、警醒
嗎？換言之，香港接下來一定要認真和全力
投入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論如何，勢
必如此，沒有其他選擇，也沒有別的路可
走。

「大灣區」是極佳切入點

香港要致力發展經濟，得找一個甚或幾
個切入點。筆者淺見，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是香港發展經濟的極佳切入點。中國多年來
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國家的發展大計
，包括上海、深圳、廣州等城市的建設發展
，尤其是一水之隔的深圳的建設發展，香港
未能很好很廣泛地參與，現在來看，無疑是

一種失策。若再有機會，當然取態應該是 「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而且，要有 「機不
可失，時不再來」的認知。現時，機會來了
，那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香港的經濟
發展，應融入大灣區建設，至少是積極參與
，合作共贏。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鄰近香港的十個城
市，連香港共十一個。北面有深圳、東莞、
惠州，西面有澳門、珠海、中山、江門，西
北面有廣州、佛山、肇慶。這些城市及周邊
其他的二、三線城市，這些年均有較好的不
同程度的發展，香港若與上述各城市共同發
展，前景光明，前途不可限量。香港倘能作
為龍頭 「錯位發展」，優勢互補，結果當可
是 「飛龍在天」，香港從中得益，那是絕無
疑問的事。

各方對粵港澳大灣區很清晰寄以厚望。

有指大灣區將成為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新引
擎。有指粵港澳大灣區要建成全球各個灣區
中最具規模、最有活力和最有成績的大灣區
。目標非常明確，粵港澳大灣區將是服務國
際經貿的先導區，首先是服務 「一帶一路」
的國際性經濟規劃。香港作為這一大灣區的
「龍頭」，不但光榮，還要有使命感。藉此

機會，香港在擺脫 「折騰」後，也要在經濟
發展方面回復昔日的光輝。不斷 「折騰」
的這幾年，香港經濟的前進步伐，放緩了
，落後了，補救的辦法只是四個字：急起直
追！

「急起直追」優勢仍在

但也必須指出，香港 「急起直追」的優
勢仍在，擇要而言：

第一，香港的金融優勢仍可發揮巨大作
用。在建設大灣區的過程中，以香港為核心
，輻射其餘城市，足以組成大灣區的金融圈
，並滲透至其他行業，例如必須巨額融資的
高鐵或高速公路建設等。香港有多年來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資歷，組建大灣區核

心金融圈，肯定絕無問題。
第二，在創新科技方面，過去幾年香港

下的功夫不夠，發展速度明顯遜於深圳等地
。如今，香港新設創新科技局，顯示發展創
新科技的決心。利用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大好
機會，香港可以打造全球一流的科技創新的
平台。香港的經濟新發展，這也是一個新的
支撐點。

第三，對外貿易也一向是香港的優勢之
一。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對外貿易必然也
是主要項目之一。香港作為 「龍頭」，如何
為區內其他城市提供服務，也是一定會接觸
到的課題。在灣區外貿方面的合作，無疑也
會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

第四，談外貿，肯定涉及物流。香港是
航運中心，也是物流中心，建設大灣區，物
流必不少，香港在這方面肯定可以作出貢獻
。以上只是幾個例子而已，實際上香港有更
多行業能在建設大灣區中發揮作用。

由於 「折騰」，社會撕裂嚴重，政治爭
鬥不絕，影響經濟發展。今後，香港若能擺
脫 「折騰」，經濟必能在建設大灣區中快速
發展。

對首季經濟增速回升應謹慎樂觀
4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一季度國

家宏觀經濟運行數據顯示，國內生產總值（
GDP）超過18萬億元，同比增長6.9%。國民
經濟延續了去年下半年以來穩中有進、穩中
向好的發展態勢，積極變化不斷增加，主要
指標好於預期，實現了良好開局。

光鮮有力的經濟數據向全世界展示了中
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的力量，也打破
了西方世界 「唱衰」中國經濟的夢囈。作為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穩定發展，對
全球經濟具有 「穩壓器」的作用，中國越來
越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受全球矚目。

不過，在首季經濟增速回升的向好形勢
下，我們也要看到經濟增長的潛在隱患，看
到阻礙經濟向好的不利因素，還應謹慎樂
觀。

影響穩定增長的絆腳石

根據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分析
，支撐一季度經濟增速回升的主要有工業、
消費和出口三大因素。仔細分析這三大因素
，也能找到有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

絆腳石。
先看工業增長。一季度第二產業增加值

同比增長了6.4%，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5個
百分點。第二產業對GDP增長貢獻率是
36.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1個百分點。這
是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的支撐力提升。一季
度工業增長是同比6.8%，加快了1個百分點
，比去年全年加快了0.8個百分點。但這其
中與一些高能耗製造行業恢復增長有很大關
係，發電量同比增長7.2%，是比較高的增長
，這樣一個增長一定程度意味着高耗能行業
對經濟增長產生了比較大的貢獻，否則發電
量不會增長這麼高。工業增長與煤炭、鋼鐵
等大宗能源價格上漲也不無關係，以武鋼集
團為例，該企業2015年受鋼鐵行業持續下滑
影響，公司全年淨虧損75.15億元。而隨着
鋼材價格上漲，2016年扭虧為盈，利潤達
80.3億元。進入2017年，武鋼產品價格進一
步大幅上調，業績繼續提升。

再看消費增長。今年一季度消費對經濟
增長的貢獻達到77.2%，比上年同期加快了
2.2個百分點。但一季度含有春節全民 「瘋
狂消費」的因素。商務部發布的2017年春節

黃金周消費市場數據顯示，1月27日至2月2
日，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約8400
億元，比去年春節黃金周增長11.4%，增速
較2016年春節黃金周提高了0.2個百分點，
實現增速連續兩年提高。從消費結構升級的
趨勢來看，未來更多的消費會集中在服務。
食品和耐用消費品消費的增長都非常緩慢，
而工業消費品的國內需求增長是有局限的，
為後續消費增長增添了不確定因素。

第三看出口。一季度出口貢獻由負轉正
，貨物和服務貿易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是4.2%，去年同期是負11.5%。但要看到，
中國的出口貨物貿易已經接近14%，再加上
美國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潮，有可
能會對中國出口形成新的制約。在龐大的外
貿總量背後，中國出口品質和效益不高等深
層次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在繼續發展出

口的過程中還面臨諸多問題，比如出口商品
對單一市場的依賴程度仍較高，尤其是中低
端產品的出口市場過度依賴發達國家，還有
出口的商品層次較低，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
主的加工貿易佔出口貿易比重大，技術附加
值不高。

另外，第一季度經濟增長，對於基礎設
施的投資，特別是對於房地產的投資有較大
的依賴，依然保持着20%左右增長，換句話
說，房地產投資功不可沒。而眼下房地產新
政對房地產而言，總體是呈打壓態勢，所以
後續房地產投資會有所放緩。還有金融風險
，現在看起來外匯市場風平浪靜，但是這個
風平浪靜是付出了代價，這就是加重了資本
管制。資本管制的代價，讓企業切身感受到
，對外投資甚至跨境支付方面都遇到了障礙
，增加了成本，這對於營商環境、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也會有所傷害。

警惕重走粗放式增長

對第一季度經濟數據 「挑刺」，不難發
現，中國經濟增長還很脆弱，離堅挺尚有一

段距離，現在還難言過分樂觀。
特別值得警惕的是，一季度開局良好，

雖說增強了大家的信心，但是也有可能讓一
些地方或者企業過於樂觀，甚至造成錯覺，
回歸舊的增長路徑。這種路徑一方面是因為
中國製造滲透着浮躁的氣息，前腳踩油門，
後腳踩剎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GDP
情結，也是中國一些新興產業盛極而衰的推
手。如果不警惕，有可能在政績工程的推動
下，重走粗放式增長，各個地方會競相比試
大規模投資而不顧環境改善，企業繼續走粗
放經營的老路，將近年來經濟轉型、企業升
級的成效 「對沖」掉。

而且要認識到中國經濟走勢有望從 「L
」形 「一豎」過渡到 「一橫」的新常態，並
在L形的一橫位置上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
一橫」走勢，意味着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態
勢相對平穩，並不排除出現短期波動；中國
經濟開始步入下半場提質階段，也不意味着
經濟轉型已經大功告成，中國經濟還有很多
難題需要破解，甚至要做好應對可能出現較
大風險的充分準備。

財經媒體專欄作家

「一帶一路」提出後
，相關的論壇，以及各城
市爭奪做 「一帶一路」起
點的情況亦隨之出現。奇
怪的是，在香港，特首在
上年的施政報告提及 「一帶一路」共
四十多次，又設立辦公室，卻被人譏
笑為拍馬屁。究竟上至香港政府內部
及商界，下至黎民百姓，究竟有沒有
準備好參與 「一帶一路」，迎接這個
時代的來臨？

香港年輕人，現時大多除了尚能
在日常生活運用兩文三語外，基本上
因現時學習環境影響而沒有任何動力
去學習第三甚至第四種語言。通常學
生選擇學習另外一種語言，是因應潮
流或西方而傾向，以選學日文、韓文
、法文和德文為主。但是 「一帶一路
」的沿線國家主要是以阿拉伯文、土
耳其文、烏都語、俄文、哈薩克語等
語言為主，而這些均在香港被視為冷
門語言，沒有得到任何人重視。因此
這些語言及其相關書籍，是較難以在
香港尋找到合適的大型書店購買，或
到語言中心學習，只有少數地方能夠
找到或提供相關語言課程。如果想學
習這些語言，基本上是需要前往內地
，特別是深圳書城購買有關書籍。

再從文化知識方面來看。在現今
香港教育，基本上很少在初中或高中
時期教授有關中東和東南亞歷史及其
相關文化，因為中東及東南亞史並不
是必修部分，而且如今的考試並不要
求學生回答有關部分，故此有很多學
生沒有機會去接觸有關歷史和文化。
莫說文化歷史，到現時為止，有很多
學生連東南亞和中東的地理位置都分
不清楚或不知道，在此情況下，又怎
能夠叫學生去認識這些在 「一帶一路
」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區域和國家？伊
斯蘭文明、印度教和不同國家的文化
及歷史書籍均難以在香港購買，香港
的書商大多數都不會推出有關類別，

這亦令市民難以從書本上
接觸中東和東南亞。市面
上的有關書籍翻譯本都
較少更新，內容不但不
齊全，而且甚至出現很多

謬誤。
不了解當地的文化和語言，是很

難與當地人溝通，進行商貿活動及文
化交流。亦會較為容易墮入當地的陷
阱，惹上是非，特別是法律方面。但
現今香港有很多律師都並不熟悉沿線
國家的法律，是很難提供法律服務給
港商的。在服務層面上，雖然今年財
政預算案中有關設立經貿辦的辦公室
數目有所增加，但是很多辦公室並不
在 「一帶一路」沿線範圍內或戰略位
置。

一些重要地方，例如土耳其的伊
斯坦布爾、埃塞俄比亞的亞的斯亞貝
巴、哈薩克的阿拉木圖和伊朗的德黑
蘭等，均未有設置任何經貿辦公室，
對於上述有關國家的情況並未掌握。
可是上述有關國家均是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主要經濟體，而且更是充
滿發展機遇的地方，然而我們的政府
不是忽略就是沒有準備好，這叫港商
和青年如何參與 「一帶一路」的發展
和建設呢？至於港商，投資、建廠、
開設事業和部門等均未見有任何跡象
，他們成立的協會、促進會和基金，
除了有空洞的口號外，其餘的實際行
動卻不見任何蹤影。

香港教育本來是希望培育一代具
國際視野、分析能力強和具批判性思
維的青年，希望他們為國家為香港的
未來奮鬥。 「一帶一路」今後百年將
成為一條主要的經濟文化走廊、世界
的主要舞台，港人看來還未準備好。
究竟香港要走向另一個盛世時代，還
看新任行政長官的智慧與未來五至十
年社會的發展，當然也離不開年輕的
一代人。

香港群策匯思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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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卓睿

A12 評論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1902news@gmail.com 傳真：28345135 責任編輯：曹宗興 2017年4月22日 星期六

準備好參與一帶一路

經 濟 觀 察

蔡恩澤

議 論 風 生

魯 力

近
年
來
香
港
社
會
撕
裂
，
法

治
受
到
衝
擊
。
林
鄭
當
選
後
，
首

先
將
﹁修
補
撕
裂
和
解
開
鬱
結
，

團
結
大
家
向
前
看
﹂
作
為
第
一
要

務
，
這
是
香
港
社
會
信
心
與
秩
序

的
重
建
工
程
，
絕
非
只
求
伸
出
安

撫
的
橄
欖
枝
。
林
鄭
需
要
願
景
、

原
則
與
行
動
兼
備
，
﹁止
血
﹂
與
﹁活
血
﹂
並
行
，

才
能
讓
未
來
的
香
港
社
會
有
新
氣
象
、
新
形
態
。

香
港
社
會
和
諧
的
基
石

香
港
社
會
需
要
修
補
撕
裂
、
重
塑
和
諧
。
但
是

，
社
會
要
和
諧
首
先
要
有
一
個
共
同
的
基
礎
。
首
要

的
共
識
當
然
是
共
同
貫
徹
落
實
﹁一
國
兩
制
﹂
；
第

二
就
是
維
護
法
治
，
特
別
是
要
尊
重
基
本
法
。
這
兩

項
核
心
價
值
是
香
港
社
會
和
諧
的
基
石
。

林
鄭
說
會
以
廣
納
賢
能
、
用
人
唯
才
的
標
準
組

建
新
一
屆
特
區
政
府
管
治
團
隊
，
其
中
不
排
除
邀
請

﹁泛
民
﹂
加
入
。
她
還
強
調
，
成
功
落
實
﹁一
國
兩

制
﹂
，
堅
守
和
執
行
好
《
基
本
法
》
，
是
中
央
政
府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以
及
香
港
市
民
的
共
同
願
望
，
在

這
一
問
題
上
不
應
出
現
矛
盾
。
這
是
對
﹁修
補
撕
裂

﹂
與
﹁香
港
和
諧
﹂
的
一
個
全
面
與
正
確
的
理
解
。

過
去
﹁泛
民
﹂
在
與
中
央
政
府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抗
爭
之
中
，
究
竟
獲
得
了
什
麼
？
有
一
點
是
肯

定
的
，
就
是
除
了
使
得
其
與
中
央
政
府
之
間
的
互
信

進
一
步
削
弱
之
外
，
還
有
一
個
副
產
品
就
是
更
加
不

穩
定
的
香
港
政
局
。
這
種
雙
輸
的
情
況
是
誰
都
不
願

意
看
到
的
。

近
幾
年
來
﹁拉
布
﹂
成
為
立
法
會
運
作
中
的
一

種
常
見
現
象
。
反
對
派
等
人
的
﹁拉
布
﹂
已
不
同
於

以
往
，
成
為
赤
裸
裸
的
﹁對
抗
﹂
和
﹁霸
道
﹂
。
這

是
明
目
張
膽
地
試
圖
將
少
數
人
的
政
治
意
願
強
加
於

多
數
人
，
將
大
多
數
市
民
的
意
願
棄
之
不
顧
，
破
壞

了
香
港
社
會
﹁行
政
主
導
﹂
的
憲
制
安
排
，
挑
戰
了

﹁少
數
服
從
多
數
﹂
的
根
本
原
則
，
踐
踏
了
十
多
年

來
立
法
會
運
作
的
常
規
。

寬
容
與
平
等
討
論
交
流
是
民
主
自
由
的
要
義
，

也
是
達
成
香
港
和
諧
的
必
然
途
徑
。

時
至
今
日
，
在
選
舉
塵
埃
落
定
之
後
，
已
經
到

了
各
界
都
應
靜
下
來
思
索
之
時
。
回
味
過
去
的
苦
澀

隔
閡
，
遠
沒
有
對
未
來
的
實
際
建
設
更
為
重
要
。
在

當
選
後
，
林
鄭
月
娥
表
示
要
竭
盡
所
能
﹁堅
守
香
港

的
核
心
價
值
﹂
。
這
個
核
心
價
值
是
什
麼
呢
？
用
林

鄭
自
己
的
話
就
是
﹁香
港
社
會
多
元
、
不
同
的
意
見

經
常
存
在
，
多
元
包
容
、
新
聞
和
言
論
自
由
、
尊
重

人
權
等
價
值
，
以
及
經
過
很
多
代
人
努
力
確
立
下
來

的
司
法
制
度
、
法
治
精
神
及
廉
潔
操
守
﹂
。
在
修
復

社
會
撕
裂
方
面
，
如
果
能
夠
在
實
質
上
，
比
如
政
府

官
員
任
命
，
加
強
與
反
對
派
的
意
見
溝
通
與
交
流
，

對
中
產
階
層
的
政
治
訴
求
多
作
傾
聽
並
及
時
反
饋
等

，
都
將
是
修
補
社
會
裂
痕
的
具
體
表
現
。

重
拾
信
任
共
謀
發
展

香
港
能
成
為
國
際
著
名
都
市
，
又
獲
得
﹁東
方

之
珠
﹂
的
美
譽
，
是
靠
香
港
人
齊
心
奮
鬥
的
成
果
。

日
前
，
台
北
市
長
柯
文
哲
在
演
講
時
說
了
一
句
，
﹁

香
港
很
無
聊
，
就
一
個
小
島
而
已
，
有
什
麼
好
看
的

﹂
。
這
句
話
引
起
很
多
香
港
人
的
不
滿
與
抗
議
。
但

是
他
說
的
另
一
段
話
卻
沒
有
引
起
港
人
的
關
注
。
他

表
示
：
﹁容
忍
是
基
礎
，
大
家
有
不
同
過
去
，
應
該

問
自
己
要
不
要
走
向
同
樣
的
未
來
。
現
在
大
家
只
看

到
彼
此
的
不
同
，
卻
忽
略
我
們
有
更
多
的
相
同
。
﹂

香
港
社
會
亦
是
如
此
，
﹁逢
中
必
反
﹂
、
﹁逢
政
府

必
反
﹂
根
本
無
法
解
決
香
港
的
問
題
。
不
能
因
為
政

治
上
的
歧
見
，
就
忽
略
了
還
有
一
個
更
大
的
願
景
，

那
就
是
整
個
香
港
的
未
來
發
展
。
香
港
的
未
來
與
根

本
利
益
之
所
在
，
這
是
反
對
派
要
站
在
全
體
港
人
的

角
度
上
，
站
在
走
向
共
同
未
來
的
長
遠
角
度
，
好
好

重
新
思
考
的
問
題
。

香
港
在
過
去
幾
年
，
因
兩
極
化
帶
來
的
內
耗
，

社
會
與
政
府
花
了
不
少
精
力
去
處
理
。
但
更
重
要
的

現
實
是
，
雖
然
社
會
兩
極
化
，
但
香
港
仍
要
走
下
去

，
我
們
要
將
智
慧
和
精
力
投
放
在
民
生
和
經
濟
發
展

上
，
為
香
港
的
未
來
鋪
上
一
條
康
莊
和
平
坦
的
道
路

。
一
些
青
年
人
不
再
信
任
政
府
，
不
再
信
任
制
度
，

不
再
信
任
各
組
織
團
體
，
出
現
﹁你
不
代
表
我
﹂
的

表
象
。
在
這
個
政
治
個
體
化
的
年
代
，
政
府
如
何
吸

納
青
年
人
的
意
見
更
見
重
要
。
另
外
，
社
會
各
界
，

特
別
是
政
府
和
各
政
黨
都
要
思
索
：
如
何
吸
納
政
治

個
體
化
下
的
市
民
意
見
？
如
何
整
合
不
同
人
士
分
散

的
意
見
？
如
何
推
出
政
策
能
獲
得
大
部
分
市
民
的
支

持
？

為
了
香
港
的
未
來
、
為
了
香
港
的
下
一
代
，
我

們
要
追
回
過
去
白
花
的
時
間
。
林
鄭
在
競
選
中
提
出

﹁同
行
﹂
的
概
念
，
我
們
希
望
，
在
新
一
任
行
政
長

官
帶
領
下
，
香
港
能
修
補
社
會
嚴
重
撕
裂
，
重
新
出

發
。
港
人
要
同
行
，
要
向
前
看
。
我
們
要
透
過
理
性

的
建
設
力
量
，
創
造
香
港
的
美
好
明
天
。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昨日舉辦 「香港回歸20周年法政論壇」 ，論
壇主題包括如何通過法律彌補社會撕裂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