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鋒英媒撰文：美對華經濟抨擊是雙重標準

中國社科院創新工程重大成果《中國城市
競爭力第17次報告》（簡稱報告）24日發布。
報告顯示，在中國近三百個城市中，香港可持
續競爭力、宜居競爭力、宜商城市競爭力連續
三年居首。這得益於香港經濟環境的活躍、法
制的規範、政府廉潔高效、基本公共服務的完
善、商業規則簡約及良好的專業服務等一系列
軟硬件支撐體系。課題組指出，未來香港應憑
藉着優越的地緣政治位置、先進的基建設施、
透明的法制運行，繼續不斷吸引着國內外企業
、資金、人才的到來。

宜商宜居可持續競爭力 港三連冠
經濟環境活躍 司法透明規範 政府廉潔高效

港區政協委員結束山東考察
【大公報訊】記者王曉雪煙台報道：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赴魯考察團24日圓滿結束行程。在返港前
的意見反饋會上，委員們踴躍發言，為山東的科技
創新及海洋經濟發展建言獻策。全國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在總結發言時指出，要久久為功，探索魯港兩
地合作的新方向。山東省政協主席付志方表示，考
察團就如何深化魯港合作指出了方向，對山東非常
有價值。委員們呼籲以 「海洋」為主題，考慮與粵
港澳大灣區內各郵輪母港形成區域協同效應，積極
發展郵輪、遊艇等高端旅遊業態。

久久為功 探索魯港合作新方向
梁振英表示，山東與香港的經貿關係一直很密

切，在新的形勢下，魯港雙方要在鞏固好傳統關係
的同時探索新合作。他認為山東還未充分利用香港
的資源，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旅遊中心

，香港願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幫助山東找資金、
找技術。梁振英還表示，希望把青島打造成類似倫
敦那樣沒有碼頭的國際航運中心，坐在辦公室裏就
可以進行航運服務。他說，要久久為功，對委員們
提出的建議進一步論證，推動更廣泛的魯港合作。

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建議以 「海洋」為主題，
建立兩地多方位交流的機制。他認為，應加強人才
、科技研發成果及魯港兩地青年的交流，以體育活
動為主體，更好推廣山東文化旅遊資源，進一步推
動建設 「旅遊強省」。

霍啟剛表示，在發展各類濱海旅遊項目的同時
，可依託青島市郵輪母港、煙台郵輪停靠港，與粵
港澳大灣區內各郵輪母港形成區域協同效應，積極
發展郵輪、遊艇等高端旅遊業態。他還認為，應鞏
固及拓展魯港在科研、投資、商業運營、人才交流
領域的交流及合作。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2019年中國科學院
─香港青年實習計劃開班儀式24日上午在位於北京中關村的
中科院自動化所舉行。49名香港青年，未來6周內將在中科
院自動化所、軟件所等6所科研機構實習，感受中國科研 「國
家隊」的頂尖實力。今年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參與人數，及實
習院所達到去年兩倍多，交流活動的廣度、深度大幅提升。

中科院副院長、黨組成員李樹深表示，自2018年起，中
科院與香港政府共同舉辦中科院─香港青年實習計劃，為香
港大學生提供直接感受前沿科學的機會。今年新增中科院數
學院、物理所及微生物所承擔港青實習計劃。在延續人工智
能、智能機器人等熱門方向基礎上，拓展了數學、物理和生
物等基礎科學領域，並策劃涵蓋科研實踐、科普講座等實習
課程體系，為49名香港大學生提供全方位的實習指導。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表示，感謝中
科院提供難能可貴的工作崗位，讓港青可以在國家最高水平
的科研機構跟隨導師學習。 「希望同學在未來幾個星期，努
力學習，積極參與活動，珍惜機會，回港後與同學分享」。

49港青中科院實習 感受前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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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連續三年奪冠

【大公報訊】據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
署網站報道：6月24日，中國外交部駐香港公署特派員
謝鋒在《金融時報》評論版發表署名文章，批評美國給
中國扣上 「國家資本主義」帽子是典型的霸權邏輯和雙
重標準。謝鋒指出，美國挑起對華貿易戰的一個說辭，
是指責中國實行 「國家資本主義」，政府 「干預」經濟
。但事實是，無論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經濟都
離不開政府必要調控。把發揮政府作用污名為 「國家資
本主義」是混淆視聽。

文章稱，美國號稱自由市場經濟的代表，但美國政
府從未停止國家干預。從建國到二戰前，美國一直實行
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互聯網、生物技術等領域，美國
政府一直靠公共投入計劃來引領增長。2008年國際金融

危機後，美國推出金融救援和財政刺激計劃。特朗普上
台後，更是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和產業回流等國家干預政
策，以實現 「美國優先」的目標。

謝鋒表示，國有企業並非中國獨有，最早發源於西
方資本主義社會。美國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和科學
技術研究等領域國有比重很高，受政府管控，政府是
大股東，國家鐵路客運公司（Amtrak）就是一個典型
的例子。

文章表示，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
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國的國有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很
多在境內外上市，實際上是股份制企業。當前，民營經
濟貢獻了中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

以上的技術創新，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所
謂國有企業在中國政府支持下通過不正當競爭損害別國
利益的說法毫無事實根據。

美無視華巨大成就 霸凌全球
謝鋒強調，美國一些人無視上述事實，其荒謬邏輯

是，美國政府干預再多、再怎樣扶持本國企業，都屬於
「自由市場制度」；而中國政府干預再少，也是 「國家

資本主義」。當需要國家支持時，美國就大行國家干預
之道；在擁有明顯競爭優勢時，就強行推動自由貿易；
當其競爭優勢逐步消失時，又重新舉起關稅大棒，赤裸
裸採取保護主義，還美其名曰 「公平貿易」。這是典型
的雙重標準和霸權邏輯。

謝鋒指出，短短40多年，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一大工
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對世界
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居世界第一。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功，美國一些人不僅頑固拒絕
承認，反而企圖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將國內問題國際化
。他們的真實目的是轉移本國老百姓對資本主義體制弊
端的質疑，遏制中國發展。

謝鋒最後指出，在美國一些人眼裏，有利即公平，
強權即正義。反之，就把對方標籤化、污名化。美方的
做法不僅蠻橫無理，而且極其危險。天下為公，並非美
國一家之私。國際社會應該團結起來，共同維護國際規
則、公平和正義，共同維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共同對美國的貿易霸凌行徑說不！

大公報記者 王珏北京報道

報告由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與經濟日報社共同
發布。課題組對2018年中國293個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和
288個城市的宜居競爭力、可持續競爭力、宜商競爭力進行
了研究。結果顯示，香港的綜合經濟競爭力遜於深圳，繼
續居第二位，而宜居競爭力、可持續競爭力、宜商競爭力
則連續三年居首。

教育資源優質 醫療環境健康
2018年宜居競爭力指數十強依次是：香港、無錫、杭

州、南通、廣州、南京、澳門、深圳、寧波和鎮江。香港
、無錫和深圳的排名在2015到2018年均在前10名之列，具
有較強的穩定性，香港則是連續三年居首。課題組指出，
以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經濟環
境是造成城市宜居競爭力差異的主要方面，香港排名得
益於其活躍的經濟環境、優質的教育環境以及健康的醫
療環境。

港須趕上世界創新浪潮
2018年可持續競爭力指數十強依次是：香港、北京、

上海、深圳、廣州、杭州、南京、澳門、成都、蘇州。與
2017年相比，前7位城市排名未出現明顯變化，香港、北京
、上海、深圳、廣州、杭州和南京的可持續競爭力仍保持
在全國前列，具有較為明顯的比較優勢。特別是近三年來
香港始終保持可持續競爭力的全國首位，體現出其經濟的
發達和制度的完善，分指標中，2018年香港的和諧城市、
生態城市、文化城市、全域城市和信息城市均排名第一，
但知識城市排名第六，凸顯香港創新創業氛圍不足的短板
，須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壯大新興產業，迎頭趕上世
界創新大浪潮。

2018年宜商競爭力指數十強依次是：香港、北京、上
海、深圳、廣州、南京、杭州、天津、重慶和青島。香港
和北京的宜商競爭力處於最高等級，遠遠領先前十名中的
其他8個城市，香港也是連續三年排名第一。課題組認為，
這得益於香港透明規範的司法體系、高效廉潔的政府機構
，未來香港應憑藉着優越的地緣政治位置、先進的基建設
施、透明的法制運行，繼續不斷吸引國內外企業、資金、
人才的到來。

【大公報訊】記者王珏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財
經戰略研究院與經濟日報社共同發布《中國城市競爭
力第17次報告》顯示，深港滬位列綜合經濟競爭力前
三強，整體來看，南強北弱的格局進一步加強。

課題組指出，2018年中國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與
城市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投入指數、
專利申請數等整體保持顯著正相關關係，即城市的創
新能力越強，其綜合經濟競爭力就越強。香港綜合經
濟競爭力遜色於深圳，連續四次失落榜首，與香港存
在創新能力尤其是科技創新不足等問題密切相關。

與2017年相比，綜合經濟競爭力前3名沒有發生
變化，4到10名變化相對明顯。具體來看，廣州、北
京的經濟競爭力排名均上升1位，分別排在第4名和第
5名，蘇州、南京繼續上升2位，依次排在第6名、第7
名，東莞排在第10名，首次進入全國10強，天津則跌
出10強。從10強城市的區域分布來看，中部仍然只有
武漢維持在10強城市中，除此之外的其他十強城市多
分布在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和港澳台地區，其整
體領先優勢突出。整體來看，南強北弱、中西部崛起
、東北持續衰落的格局進一步加強。

綜合經濟競爭力
TOP1 ：深圳 0.6671

TOP2 ：香港 0.5594

TOP3 ：上海 0.4194

TOP4 ：廣州 0.3062

TOP5 ：北京 0.2592

TOP6 ：蘇州 0.2224

TOP7 ：南京 0.2000

TOP8 ：武漢 0.1953

TOP9 ：台北 0.1885

TOP10：東莞 0.1840

深港滬穩居綜合競爭力三甲

可持續競爭力
TOP1：香港 1.000
TOP2：北京 0.846
TOP3：上海 0.834

宜商競爭力
TOP1：香港 1.000
TOP2：北京 0.934
TOP3：上海 0.833

宜居競爭力
TOP1：香港 1.000
TOP2：無錫 0.780
TOP3：杭州 0.741

（記者王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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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持續競爭力、宜居競爭力
、宜商城市競爭力連續三年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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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指出，要久久為功，探
索魯港合作新方向 大公報記者王曉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