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去年度「打工皇帝」出爐，

新打工皇中皇全年收入約3.3億

元，以每日工作8小時計，時薪

約為11.3萬元，較28元的最低工

資高出4,000多倍。 詳刊A6

要
聞

打工皇中皇
時薪11.3萬

新股上市和併購狂潮推動，金磚

四 國 已 成 為 造 富 機 器 ， 共 有

25,600人資產淨值在3,000萬美

元(約2.3億港元)或以上。

詳刊A7

要
聞

招股併購
金磚四國富豪大增

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數字顯示，首

季私人住宅樓價累積上升9%，其

中面積越細，升幅越大，令「上

車盤」變得更難「上車」。

詳刊A8

要
聞

港樓價首季飆9% 
上車盤難上車

美軍「海豹」獵殺拉登後，奧巴

馬被揭暗中擴充海豹部隊，去年

執行數千次突擊行動，殺死約

3,200名叛亂分子。

詳刊A9-A10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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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大擴張
年捕殺3千餘人

「關愛基金」成立大半年後，政府

首度披露目前獲商界認捐18億

元，部分捐款分3年交付，至今

實收6.8億元，與原定募捐目標50

億元有距離。 詳刊A14

港
聞

關愛基金
商界認捐18億

涉嫌衝擊特首曾蔭權案件中，再

多一名社民連成員被控擾亂公眾

秩序，被告黃浩銘在庭上否認控

罪，裁判官將案押後至本月30

日。 詳刊A16

港
聞

社民連成員
涉衝特首案押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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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工程延誤摘錄
工程項目 時間表及事件 延誤損失

1. 啟德發展區 原訂2005/06年有首批居民入伙，因維港填海訴訟，須重新以零 未有評估

填海方式進行規劃，使首批居民延至2013年才入伙。

2. 西九文化區 天幕方案的首批藝術設施原訂2010年初啟用，因單一招標備受批評，未有評估

遂重新檢討計劃。當局重新評估，首批設施延至2015年落成。

3. 中環灣仔繞道 原訂於2012年通車，因維港填海訴訟，被迫延至2017年才通車。 承建商申索2.8億元

4. 廣深港高鐵 因工程徵用的菜園村用地，村民原訂去年10月遷出以便進行工程， 港府估計每天

但延至本月初才全數遷出。 損失500萬元

5. 港珠澳大橋 原訂香港段跨境設施去年第3季動工，但因東涌居民司法覆核得直， 工程費增30%至40%

動工無期，工程師估計延誤2年。

6. 沙中線鐵路 原訂2008年通車，但因啟德規劃改變，首段大圍至紅磡要延至2018 造價由374億元增至

年通車；最近又因港珠澳大橋裁決，港鐵收回環評報告，計劃停滯。 逾6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香港綜合競爭力雖繼
續排第一，但優勢收窄。交銀香港首席經濟及策略師羅
家聰認為，香港是發展成熟的經濟體，經濟增速不及內
地城市亦屬正常之事，只要保持經濟自由度、行政效率
高及法治等基本優勢，便可維持本身的競爭力；反而干
預太多，會令競爭力下降。另外，有學者建議應檢討稅
收政策，激勵創業者創造財富。

干預經濟窒礙競爭力
羅家聰不同意香港應改變「大市場，小政府」的思

維，他指容許市場自由運作，使企業可自行發展，而香

港的成功之處亦在於自由度高，甚少不必要的干預。他
認為，政府要做的是為企業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及公平
的監管，相反若政府「每事管」，便會阻礙香港企業自
由發展的空間，反而令本港競爭力下降。至於基建發展
緩慢，他指香港能在大興土木前充分考慮各項風險和意
見反而長遠對環境有利，減低日後出現後遺症的機會。
羅家聰認為，香港地方太小，很難進行產業轉型，除

非透過移民政策引進更多不同的專才，否則無法改變產

業過分單一化的問題。

重金融輕科研難改變
他坦言，本港經濟發展過分偏重於金融、地產等幾個

行業，根本沒有發展科技的土壤，香港市民亦不甚重視
科研，最多只是將外國的先進科技轉移到本港應用，即
使成立科技發展局亦無法改變本港輕視科研的事實，更
無法大幅提昇香港的科技實力。

對於報告認為，未來香港應定位為可與紐約、倫敦匹
敵的全球城市，成為全球精英人才的聚居地，羅家聰認
為這個建議方向正確，而本港空氣污染嚴重令不少外國
人卻步，不解決這個問題，難以成為全球精英人才的聚
居地。羅家聰表示，由於中國整體經濟發展迅速，個別
城市的競爭力與香港愈來愈接近亦非意外之事。
報告稱，香港經濟轉型相對緩慢，產業單一，開始被

內地城市超越。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巫伯雄亦表
示，香港經濟發展已到了較高的水平，但在金融中心地
位不斷提高的同時，其他產業發展緩慢，產業單一，故
香港應檢討稅收政策，激勵創業者創造財富。

七指標前10名 港佔五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2011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對城市

競爭力指數的7個具體指標進行考察，在

前十名中，香港入列五項，與綜合增長、

幸福感無緣。

綜合增長競爭力：東北增速保持領先，東南

實現較快恢復。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鄂爾

多斯、鐵嶺、白山、遼源、營口、包頭、防

城港、朝陽、白城、清遠。

經濟規模競爭力：城市總體水平上升，城市

間差距增加。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上海、

香港、北京、廣州、深圳、天津、重慶、佛

山、台北、杭州。

經濟效率競爭力：人均產出提升迅速，地均

產出有待加強。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台

北、香港、台中、高雄、新竹、澳門、東

營、東莞、佛山、基隆。

發展成本競爭力：整體指數上升，沿海局部

下降。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海口、三亞、

亳州、香港、咸陽、台北、基隆、台南、常

德、長沙。

產業層次競爭力：總體產業層次較低，提升

較快。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北京、香港、

上海、台北、基隆、深圳、高雄、新竹、台

中、台南。

收入水平競爭力：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香

港、台北、澳門、新竹、高雄、基隆、台

南、台中、上海、北京。

幸福感競爭力：中國城市居民整體上比較幸

福，幸福感均值呈持續上升特徵；各城市居

民的幸福狀態呈現逐漸收斂趨勢；經濟發達

程度與幸福感的「倒U」趨勢已經顯現。幸福

感指數競爭力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石家

莊、臨沂、揚州、承德、濱州、萊蕪、鶴

壁、包頭、北京、新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在其他分項競
爭力評比中，香港市民的幸福感指數明顯落後，2010
年香港在中國294個城市中排第271名，比2009年下降
了73名，下降明顯，這與其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明顯
不相符。值得注意的是，進入前十名的大城市只有北
京，上海、台北等城市的發達程度與其居民幸福感程
度都出現相背離現象。
本次發布的城市競爭力首次嘗試對城市進行了幸福

感調查，結果顯示石家莊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此
後分別是臨沂、揚州、承德、濱州、萊蕪、鶴壁、包
頭、北京、新竹。
藍皮書顯示，城鎮居民比較幸福，城市差距較小。

2010年度的294個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為76.06，最高分
為89.36，最低分則為66.57。最高分是最低分的1.34
倍，整體標準差為3.49。其中超過80分以上的城市個數
為37個，75分以上的城市有176個，而70分以上的達到
282個。

發達程度與幸福感背離
研究者發現，中國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程度即使隨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而二者也並非直線關
係—在一定階段出現了下降或者不再敏感，呈現「倒
U」規律顯現。這也就是說，雖然中國城市居民總體上
比較幸福，但一些發達城市的幸福感程度並不符合其
發達程度，如香港、上海、台北等。這說明中國城市
也開始呈現發達程度與幸福感的背離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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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競爭力20年後恐遜內地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聶曉輝）中國社科院報告將香港競

爭力名列全國第一，但同時揭示香港當前面臨多方面隱憂，包括科

技及基建發展停滯不前，開始被內地城市「追近」。有專家指出，香

港社會爭議多，內耗不斷，令多項有利發展的基建工程屢受阻撓；

在科技政策上亦欠缺遠景，並無專責的政策局統籌，呼籲重設科技局。學者預期，倘隱憂持

續，香港將於20年後被內地城市後來居上，促請港府充分發揮法治及專業領域上的優勢，並檢

討現行制度及重組政策局，提升競爭力。

港人遠離幸福 幾近「包尾」

對於報告指本港當前發展面臨多個問題，香港理工
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表示，港府

缺乏長遠視野及施政能力。他續稱，香港要扮演中國南
大門金融中心角色，不能單一發展，既要發揮香港法治
及專業領域上的優勢，亦要考慮個人就業、科技及基建
配合等問題。

地域有分工 地位難替代
鍾劍華預期，內地城市競爭力最快20年後超越香港。

他指出，內地經濟不斷膨脹，上海及北京等城市最終超
越香港是必然的事。他說：「單論土地供應，香港已遠
遠不及上海，難以像上海般發展高科技產業。」但他認
為，港人毋須太擔憂，因為不同城市可同步發展，並在
地域上分工，只要香港能保持獨有優勢，縱然整體競爭
力被超越，但法治、專業等領域仍有無法取代的地位。

科技撥款增加 形象降格
至於優勢產業之一的「創新科技」。港府對創新及科

技基金的撥款，從2007/08年度約4.8億元增至2009/10年
度的7.2億元；香港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由
2001年的0.55%上升至2009年的0.79%，科研看似不斷持
續發展。但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譚偉豪表示，上屆政
府設有工商及科技局，但特首以「科技已融入各項政策
內」為由，刪除「科技」元素，改由「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取代。雖然近年當局在科研的投放未有減少，但形
象上卻「降格」。他稱，有海外科研企業來港投資時，
因未能找到對口政府部門，將投資機會轉向內地；如若
香港重設科技局，將可加強與不同地方政府商討合作。

基建屢受阻 制度宜檢視
香港多年來看重金融業發展，行政長官曾蔭權上任後

力圖改變，並成立發展局推動基建發展。政府每年基本
工程開支，從2007/08年的205億元，增至2010/11年度的
496億元，並預期2011/12年度將破紀錄達580億元。港府
雄心壯志推動工程，唯社會爭議屢次阻撓工程「上
馬」。以廣深港高鐵工程為例，立法會去年初審議撥款
時，因反對派「拉布」戰術而延遲撥款；石崗菜園村村
民更未能兌現去年10月遷出的承諾，使工程再受阻。近
日社會上鬧得熱烘烘的港珠澳大橋工程，公民黨被指背
後「協助」朱婆婆入稟質疑環保署署長的決定，最終使
獲批的工程環境許可證失效，有估計工程會延誤2年，
工程費上升30%至40%。
工程師嚴建平表示，香港回歸後出現「反基建」人

士，有人更利用司法程序，在雞蛋裡挑骨頭，使工程受
阻之餘，經濟發展亦受影響。他稱，不少工程要符合環
保要求，和照顧受影響人士，諮詢過程漫長，更有機會
遇上司法覆核，料未來基建工程進展仍然緩慢，如需解
決，港府須審視工程流程及制度，嚴防再有人鑽空子。

學者籲檢討稅收激勵創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藍皮
書指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及城市化正面臨嚴
峻的挑戰：城鄉和區域差距進一步擴大；大城
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中心區極度繁華，大都市
邊緣城鎮及鄉村停滯和衰落。專家擔心，一些
城市已經患上程度不同的「城市病」。

交通擁堵：本次對中國城市幸福指數的全國
性調查發現，全國35個大中型城市居民對本城
市交通狀況滿意率合計僅為25.3%。

就業滿意率僅31%
貧困失業：據民政部門統計，處於城市最低

生活保障線以下的人口是2,334萬。2010年期
間，中國33個大中城市居民對所在城市就業狀
況即滿意率僅為31.3%。

健康危害：2010年對全國35個大中城市居民
的問卷調查顯示，城市居民對當地醫療衛生狀
況滿意率僅為33.4%。

環境污染：本次對城市居民幸福指數的全國
調查發現，全國35個大中城市居民對本城市衛

生環境評價滿意率僅為38.9%。
安全弱化：對全國35個大中城市的調查也發現，城

市居民對社會治安的滿意率約為47.7%，有18.6%的不
滿意和很不滿意率。

住房緊張：住房問題是當前中國城市最受關注的議
題，不斷上漲的房價和保障體系的缺乏，住房擁有和
使用差距巨大，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十分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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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是本港科技業的集中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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