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歐洲央行大力支持下，葡萄牙昨

日成功發債約126.1億港元，其中

10年期債券的孳息率比去年拍賣為

低，使市場鬆一口氣。

詳刊A8

要
聞
葡國成功發債
市場鬆口氣

中國央行近日首度承認，在貨幣發

行方面，央行正面臨許多壓力。現

時人民幣現金需求按年以20%速度

急升，但人民幣印刷能力卻未能同

步增長。 詳刊A12

中
國

中國央行首認
印鈔能力不足

天氣持續寒冷，流感肆虐，患病人

數急增。醫管局透露，公立醫院整

體內科病床過去一周的平均使用率

接近飽和，個別醫院出現「逼爆」

情況。 詳刊A14

港
聞

天寒冷流感急增
公院病床逼爆

澳洲災情升級，全國第3大城市昆

士蘭省首府布里斯班，前日遭120

年來最嚴重洪水侵襲，至今最少22

人死亡。墨爾本亦發出水災警報。

詳刊A24

國
際

布里斯班大水災
22人死亡

浸大、理大、城大、教院4校宣布，

新學年將上調非本地生學費，加幅

最高33%，學費達10萬水平。內地

生團體直言，學費持續上調會令

「港學」熱潮加速減退。 詳刊A26

教
育

港四大學加費
內地生「港學」退熱

個人遊帶動零售業市道，商舖租金

升幅驚人，旺角文華商場地舖獲珠

寶店洽租，月租金由原50萬大幅攀

升至220萬至230萬元。

詳刊B1

財
經

個人遊催旺零售
旺角舖租搶高3倍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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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
名次(去年名次) 國家/地區 分數(去年分數)

1 (1) 香港 89.7 (89.7)

2 (2) 新加坡 87.2 (86.1)

3 (3) 澳洲 82.5 (82.6)

4 (4) 新西蘭 82.3 (82.1)

5 (6) 瑞士 81.9 (81.1)

6 (7) 加拿大 80.8 (80.4)

7 (5) 愛爾蘭 78.7 (81.3)

8 (9) 丹麥 78.6 (77.9)

9 (8) 美國 77.8 (78.0)

10 (13) 巴林 77.7 (76.3)

19 (20) 澳門 73.1 (72.5)

25 (27) 台灣 70.8 (70.4)

135 (140) 中國內地 52.0 (51.0)

179* (179) 朝鮮 1.0 (1.0)

香港和新加坡10項數據比較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香港 新加坡 香港 新加坡 香港 新加坡

營商自由 98.7 98.2 98.7 98.2 92.7 98.3

貿易自由 90.0 90.0 90.0 90.0 95.0 90.0

財政自由 93.3 91.1 93.0 90.7 93.4 91.1

政府開支 89.6 91.3 93.7 95.3 93.1 93.8

貨幣自由 87.1 86.2 83.1 80.9 86.2 86.8

投資自由 90.0 75.0 90.0 75.0 90.0 80.0

金融自由 90.0 60.0 90.0 50.0 90.0 50.0 

產權保障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廉潔程度 82.0 92.0 81.0 92.0 83.0 93.0 

勞工自由 86.2 98.0 87.4 98.9 86.3 98.1

自由度指數 89.7 87.2 89.7 86.1 90.0 87.1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資料來源：美國傳統基金會

註：*為排行榜末

資料來源：

美國傳統基金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

記者 涂若奔

港府：緊遵「大市場 小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香港連續

第17年獲傳統基金會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
濟體系，政府發言人昨日對再獲此榮譽表
示歡迎，指政府的策略是消除企業進入新
興市場的障礙，未來將繼續緊遵「大市
場、小政府」的原則。

政府發言人於新聞稿中表示，政府一直

擔當市場促進者的角色，提供便利的營商
環境，令所有企業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下運
作，同時還建立了良好的規管制度，確保
自由市場的完整性及暢順地運作。他並強
調，特區政府會繼續致力令香港成為全球
最具經濟自由度的地方，這亦是香港持續
經濟穩定、增長及繁榮的基石。

美國傳統基金會昨在港公布的數據披露，本港
今年整體得分與去年相同，在營商自由、財

政自由、貨幣自由、投資自由及金融自由這5個項目
得分均超過新加坡，但在政府開支、廉潔程度和勞
工自由3個項目輸給後者，在貿易自由和產權保障上
雙方持平，分別並列全球第一和全球第二位。

美國傳統基金會並肯定本港有不少強項，包括健
全的財政管理、有效的司法及監管制度，以及維持
對外開放和宏觀經濟穩健，這些優勢均減少了不明
朗因素，令企業能在港蓬勃發展。而在引進外來直
接投資方面，本港繼續位列亞洲第二，僅次於內
地。與內地互動的經濟關係亦透過強化的金融聯
繫，越來越趨向緊密成熟。

星開放銀行業引入競爭
不過，Terry Miller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儘管本

港連續17年成為全球經濟自由度最高的經濟體，但
去年在政府開支上失分較多，一些政策亦有停滯不
前的跡象，反觀新加坡政府近來持續改善政策，與
本港的差距已經日益縮小，尤其是開放銀行體系之
舉，引入了更多競爭，令整個行業從中受益，故他
認為未來數年新加坡經濟自由度會繼續提升，甚至
會有可能超越本港。

香港美商會新任主席屈富明（Robert B.Chipman）
昨在另一場合指出，空氣污染問題導致人才流失，
是削弱本港競爭力之重要因素之一，該商會2011年
營商環境展望調查顯示，93%受訪會員最關注本港
空氣污染問題，68%受訪者認為去年香港空氣質素
轉差，有部分會員因為空氣污染問題，為顧及其子
女健康，而轉投新加坡等其他地區發展。

歐債累愛爾蘭跌至第7
今年排名首十位者與去年大致相同，排第三、四

位的分別是澳洲和新西蘭。瑞士居於歐元區首位，
全球排名第五，原本處於第5的愛爾蘭因債務危機拖
累跌至第7；北美方面則以加拿大居首，全球排名第
6，而美國則倒退一位跌至第9，主要因其巨額政府
開支及醫保政策影響了排名，此外華府去年推出的
一系列新監管措施，亦被質疑限制了私人企業自由
度。巴林今年首次擠入十大，排名第10。智利則跌
出前十，今年位於第11。

至於大中華區，今年排名均有不同程度提升。
中國內地排名由140升至135，但得分僅上升1分。
Terry Miller指，內地繼續開放貿易，令排名有所
提升，但人均GDP基數仍較低。澳門排名由20升
至19。台灣排名25，較去年提升兩位。在所有有
統計數據的179個經濟體中，今年包尾的仍是朝
鮮、津巴布韋和古巴。朝鮮已是連續數年墊底，
得分僅有1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連續17年獲美國傳統
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但亦被基金會點出香港正
被第二位的新加坡追近。香港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劉佩瓊認
為，香港社會和經濟都在進行轉型，政府有需要，亦有責任扮
演更積極的角色，推動經濟轉型和發展，因此並不擔心自由經
濟體評分被新加坡追近。她又指，基金會的自由經濟體評選標
準已經過時，香港不應過度迷信有關排名。

現階段減稅不切實際
有份撰寫基金會報告的《華爾街日報》社論版總編輯芮育光

建議香港應降低利得稅和個人薪俸稅，劉佩瓊不認同有關建
議，指香港的稅率仍然是最低，加上近年基建和公共服務需求
不斷增加，在現階段減稅的建議並不切合實際的社會情況。

就基金會關注最低工資對香港的影響，劉佩瓊認為，香港實
施最低工資水平較其他地區為低，不擔心會對香港經濟有大的
影響。她又說，香港政府已不能再回復到以前甚麼事情都不干
預的情況。

多做前瞻性政策研究
經濟動力議員林健鋒則指出，香港雖然保持了全球最自由經

濟體的地位，但近年周邊地區的發展不斷加快，提出許多有針
對性的發展方向和政策。反觀，香港因要花較多時間處理政治
問題，許多發展的討論時間長了，進度亦都比周邊地區滯後。
香港不應再留戀以往取得的發展成績，要更充分地了解其他地
區的發展，知己知彼，減少政治上的爭拗，多做一些前瞻性的
政策研究。

積極推動轉型 無懼優勢失落

提3隱憂2關注 籲「派糖」減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雖然本港今年再度
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冠軍寶座，但亦暴露出不
少隱憂，尤以政府開支、財政和外匯儲備、以及
稅率等為甚；而競爭法立法及落實最低工資問
題，則最受關注。有份參與編撰指數的《華爾

街日報》亞洲社論版總編輯芮育光認為，港府
無需維持過於龐大的儲備，應透過資助中小企實

行還富於民，同時可考慮將利得稅降低至
15%，以便吸引更多外企進駐並進一

步提高經濟自由度。
傳統基金會國際經濟貿易中心

主任Terry Miller亦表示，本港在
政府支出方面有待改善，但他
未談及更多細節，僅稱政府的
開支不應高於經濟增長幅度，
以免拖低整體的經濟自由度。
另外，他還對本港就競爭法立

法和落實最低工資之舉表示擔憂，稱這兩個因素都有
可能令勞工自由度降低，但他亦承認目前仍難言是否
一定會造成負面影響，基金會將會對此密切留意。

財政儲備過多 應還富於民
芮育光則指出，今年港府的財政盈餘料將逾700億

元，坐擁超過5,000億元的財政儲備，金額明顯過
多。他認為，現時的財政儲備可以減少一半，降低至
能維持1-2年的政府經常性支出即可；外匯儲備亦是
如此，只要保持在能夠捍衛港元的水平就已足夠，相
信即使這兩項儲備大幅減少，亦不會導致本港的自由
度排名下滑。

芮育光建議，港府可在財政預算中增加「派糖」，
並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資助，以便把財富歸還市民。另
外，現時本港利得稅率為16.5%，雖然在區內較低，
但新加坡近年已陸續調低利得稅率至17%，港府或可
考慮進一步下調利得稅至15%，以保持競爭力。

港星評分5贏2平3負 內地跳5級排135位

亞
軍
星
洲
逼
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美國傳統基金會及《華爾街日報》昨日聯合公布「2011年經

濟自由度指數」，本港連續第17年蟬聯榜首，得分為89.7，與去年相同。新加坡雖然仍排名第

二，但得分由去年的86.1升至87.2，進一步拉近了與本港的差距。在所有10個涉及自由度的

評分項目中，本港以「5贏2平3負」領先於新加坡。但美國傳統基金會國際經濟貿易中心主任

Terry Miller警告，新加坡經濟自由度有更大的上升空間，不排除在未來幾年內取代本港「一哥」

位置。中國內地則連跳5級升至第13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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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昨日
從美國傳統基
金會總裁傅爾
納 手 上 接 過
2011年《經濟
自 由 度 指 數 》
報告。

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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