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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提名昨日結束，唐英年、梁振英和何

俊仁3人均在最後1日補交了提名表，選舉事務處

資料顯示，唐英年、梁振英和何俊仁的提名票分

別有390、305和188票。事實上，唐英年、梁振

英獲得遠超出規定數目的選委提名，兩位建制派

候選人競爭的格局已經形成。由於兩位建制派候

選人的政綱前一段因「揭短」風潮而被忽略，現

在提名已經結束，選舉應進入正軌，讓兩位建制

派候選人比拚政綱理念能力，選出理想的特首人

選，避免出現「流選」，最符合香港整體利益，

相信大部分選委會作出正確選擇。

下任特首必須符合堅定的愛國愛港人士、具有

管治能力和得到社會認同等三個條件。唐英年和

梁振英均為中央可接受的人選，中央希望今次選

舉是君子之爭，在公平、公開、公正的情況下，

講理念拚政綱，為2017年的普選樹立典範。無庸

諱言，特首選舉前一段出現了一股「揭短」和

「抹黑」風潮，有些令人擔心，但比起西方選舉

抹黑和揭老底的程度，畢竟是小巫見大巫。反對

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上綱上線指責「小圈子選

舉爛透了」，「一國兩制破產」，完全是別有用

心。

唐英年和梁振英已提出了各自的政綱，表達了

對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理念，並展示了努力解決

香港目前存在的深層次問題的魄力和願望。公眾

的關注焦點，應放在唐英年和梁振英的政綱上。

通過公平、公開、公正的君子之爭，比拚政綱理

念能力，以確保最終選出理想的特首人選。

近日，政壇出現有關特首選舉可能「流選」的

議論。要看到，最希望出現「流選」的是反對

派，因為反對派與社會整體利益呈現背離趨向，

他們力圖從「流選」中得到自己的政治利益。實

際上，若出現「流選」，不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

和民主發展，不利於社會和諧與整個愛國愛港陣

營的團結。建制派和市民擔心出現「流選」，也

不希望出現「流選」。因為「流選」會使特首選

舉公信力受到損害，並使籌組下屆特區政府過於

倉卒。相信大部分選委會慎重衡量，以負責任和

顧全大局的態度，避免出現「流選」。

3月25日選委投票選出下任特首人選，經過中

央任命，其任期為2012年至2017年，剛好踏入香

港回歸20年，亦為2017年特首普選作銜接，責任

重大。君子之爭選特首，比拚政綱創未來，關係

到700萬人的根本福祉。港人期待特首選舉進入

正軌，並畫上圓滿句號。

(相關新聞刊A2、A3、A4版)

社科院發表最新一份區域競爭力藍皮書指

出，2010年包括港澳台和大陸31個省市在內的

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評分排名，台灣居首位，

香港則由2006年至2009年的第二位降至第三

位，廣東超越香港居次席。香港產業單一、創

新力不足，傳統競爭優勢日益消失，競爭力下

降不足為奇。競爭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面

對內地省市及台灣步步緊逼的競爭形勢，香港

須加強危機意識，把握國家「十二五」規劃的

機遇和充分運用中央36項挺港政策，加強粵港

合作、進行優勢互補，加快本港的產業升級，

提升整體競爭力。

一如過往區域競爭力評比調查顯示的結果一

樣，本港雖然在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先發優勢

仍暫時領先內地，但是過分依賴金融業、產業升

級緩慢、經濟發展後勁不足的弊端日益明顯，特

別是宏觀經濟競爭力、產業經濟競爭力明顯落後

於內地省市，本港的產業經濟競爭力相比2006年

已下降了21位。本港欠缺強有力的實體經濟和創

新力，不僅會對固有的優勢力量產生抵銷作用，

而且還會拖慢本港前進的步伐。因此，本港必須

加快推動六大優勢產業發展，並在資金、稅務、

土地等政策作出配套扶持，加強科技創新，爭取

突破本港發展的「瓶頸」。

此份藍皮書對本港提升競爭力也具有啟示作

用。藍皮書指出，廣東省發展勢頭強勁，多項

指標都表現出較強的經濟競爭優勢，宏觀經濟

競爭力和產業經濟競爭力分別排名第一和第

二。未來幾年內，廣東的經濟綜合競爭力將會

趕上甚至超越台灣。港粵互利合作多年，已建

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今後本港更應充分把握

珠三角經濟轉型升級、區域一體化發展帶來的

機遇，通過擴大合作規模，創新合作方式，帶

動本港產業向高科技及現代服務業轉型，從而

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謀求更大發展。在兩地

融合更趨緊密的大背景下，「十二五」規劃中

港澳已單獨成章，李克強副總理去年8月訪港又

公布「挺港36條」，都為本港帶來前所未見的發

展機遇。本港應該加快落實有關的挺港措施，

將其轉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有效提高本

港的綜合競爭力。

本港要提高自身競爭力，關鍵還在於能否集

中精力進行建設，不能再被過多的爭拗消耗意

志和時間，阻礙社會的進步，以免一再延誤發

展的時機，拉大與競爭對手的距離。

(相關新聞刊A5版)

提名結束 特首選舉應進入正軌 加強危機意識 提升本港競爭力

港落後台粵
社科院發布藍皮書 香港排名下降1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社科文獻出版社昨天發佈《中

國省域競爭力藍皮書》，2010年包括

內地31個省市區和港、澳、台在內

的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排名中，台

灣地區在2006-2010年間持續保持第

一，香港在2006年為第2名，此次被

當年的第3名廣東趕超，跌居第3(排

名詳見上表)。專家表示，粵台的綜

合競爭力差距在過去五年大幅縮

減，未來幾年廣東將會趕超台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

報道）儘管香港經濟競爭力仍在

全國處於領先地位，但總的來

看，2006年-2010年期間呈持續下

降趨勢，優勢收窄。藍皮書副主

編、全國經濟綜合競爭力研究中

心福建師範大學分中心常務副主

任黃茂興對本報指出，從分指標

看，2010年與2006年相比，產業

經濟競爭力明顯成為了制約香港綜合競

爭力提升的約束點。

多項競爭指標齊降
2010年，香港產業經濟競爭力排位處

於第30位，比2006年下降了21位，在全

國處於劣勢地位。

黃茂興分析稱，8個二級指標中，香港

有2個指標處於上升趨勢，為可持續發展

競爭力和發展水平競爭力，這些是香港

經濟綜合競爭力中的上升動力所在；有2

個指標排位沒有發生變化，為財政金融

競爭力和政府作用競爭力；宏觀經濟競

爭力、產業經濟競爭力、發展環境競爭

力、統籌協調競爭力等4個指標處下降趨

勢。特別是產業經濟競爭力處於下游

區，在34個地區中排名第30，比2006年

下降了21位。可見，產業經濟競爭力明

顯成為制約香港綜合競爭力提升的約束

點。

他續指，產業經濟競爭力中，包括11

個分指標。

產業排位居尾列
其中香港除旅遊外匯收入為強勢指

標，服務業增加值為優勢指標外，農業

增加值、農業增加值增長率、人均農業

增加值、工業增加值、工業增加值增長

率、服務業增加值增長率、人均服務業

增加值、服務業從業人員數、服務業從

業人員數增長率等9個指標都處於劣勢。

黃茂興認為，劣勢指標不僅會對優勢

力量產生抵銷作用，而且還會制約上升

指標的上升動力。從提升經濟綜合競爭

力的內在動力要求來看， 力減少劣勢

指標成為關鍵所在。

產業經濟競爭力成香港「軟肋」
萬億GDP省市 5年增16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

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省域競爭力藍
皮書》主編之一李閩榕昨天指出，GDP總量突
破萬億大關，是觀察省域經濟發展水平、發展
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內地「GDP萬億俱樂部」
從2006年的7個省份到2011年增加到23個省
市，五年間增加了16個省市。23個省市的GDP
超過1萬億元，其總量約佔全國經濟總量的
2/3，其中東部有9個，中部6個和東北3個，西
部有5個。廣東、江蘇和山東繼續穩居三甲。

經濟增速 西部超東部
福建師範大學原校長、《中國省域競爭力藍

皮書》主編李建平教授昨天稱，內地四大區域
間經濟綜合競爭力評價中，2010年東部地區分
值上升0.51；東北地區上升1.45；中部地區上升
2.52；西部地區分值上升最多，增加了2.73。

中國區域綜合競爭力十大
（2006-2010年）

地區 2010年 2006年 上升或

排名 排名 下降

台灣 1 1 0

廣東 2 3 ↑1

香港 3 2 ↓1

江蘇 4 5 ↑1

浙江 5 6 ↑1

山東 6 7 ↑1

北京 7 8 ↑1

上海 8 9 ↑1

澳門 9 4 ↓5

遼寧 10 13 ↑3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製表

香港競爭力指標變化
2006 2010 升降 優劣度

宏觀經濟 1 3 ↓2 強勢

產業經濟 9 30 ↓21 劣勢

可持續發展 13 5 ↑8 優勢

財政金融 2 2 0 強勢

發展環境 3 4 ↓1 優勢

政府作用 1 1 0 強勢

發展水平 6 2 ↑4 強勢

統籌協調 2 6 ↓4 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製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社科院發表最新
一份中國省域競爭力藍皮
書，研究發現香港在宏觀
經濟和產業經濟方面下
降，排名由2006年的第2
位，降至2010年的第3位。
港府發言人指當局會仔細
研讀報告，從中找出對香
港發展有裨益的分析及建
議。有本港經濟學者認為
本港經濟結構單一化，競
爭力發展受到局限，更預
期未來數年有可能跌出5名
之外。

經濟結構單一化
對於本港排名下跌一級

被廣東省超越，經濟學者
關焯照並不感到意外，他
認為本港競爭力受三大結
構性因素影響，首先是本
港經濟太過集中於金融
業，受外圍經濟拖累自然
首當其衝；其次是整體勞
動市場人口教育水平低，
17至21歲適齡入學率只有
18%，反觀廣州就高達
60%；另外本港產業經濟
93%是服務業，太過單一
化，加上服務業受周期性
影響，難在經濟上有持續
及大幅的增長。

未來或跌出5甲
關焯照建議本港加速發

展其他產業，並指6大產業
發展得太慢。他認為免費
教育增加至12年是好事，
但長遠應增加大學學位，
短期也可增加輸入專才，
並研究協助他們留港發展
方案。他指出本港是一個
成熟經濟體系，除非加入
新行業如科技等，否則未
來仍會繼續依賴服務業。

關焯照認為本港需時起碼10年才能解
決上述問題，預料未來數年本港在中國
區域競爭力上會再跌，「跌出5名以外
都不足為奇」。

港府：區域優勢互補
城大商學院管理科學系副教授曾淵滄

指出，要視乎進行調查的機構對「競爭
力」的定義，以及評級項目、評級標
準，「如果市場自由度是其中一個評級
項目，香港肯定比內地城市高」，他認
為香港有許多優勝的地方，排名並不重
要。
港府發言人表示，內地經濟的快速增

長為香港提供更大的市場和增長的動
力。港澳台三地是組成大中華整體經濟
不可或缺的部分，加上結合內地所組成
兩岸四地的力量，區域之間優勢互補，
可達致互惠共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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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 社科院公布中國區域競爭力，香港跌居第三。圖

為今年春節訪港遊客在維港攝影留念。 資料圖片香港

由全國經濟綜合競爭力研究中心擔綱的課題組根據港澳
台三地經濟發展的實際，兼顧港澳台3個區域和中國

內地31個省級區域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原則，構建了符合
港澳台實際的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評價模型和指標體系，
全面反映中國34個省級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的發展變化。

澳門位居第9
從排名結果來看，2006-2010年的「十一五」期間，港澳

台經濟綜合競爭力排位都處於上游區，香港在2009年以前
均處在第2位，2009-2010年間處於第3位，下降了1位；台灣
地區在2006-2010年間始終處於第1，在全國強勢突出；澳門
則在2008年以後均處在第9位，此前為第4位。總體而言，
港澳台地區的經濟綜合競爭力沒有太大的變化，特別是與
內地31個省份相比，排位相對比較穩定。

粵有望幾年內超台
從宏觀經濟競爭力、產業經濟競爭力、可持續發展競爭

力、財政金融競爭力、發展環境競爭力、政府作用競爭
力、發展水平競爭力、統籌協調競爭力等8個二級指標來
看，2010年台灣地區除了宏觀經濟競爭力和產業經濟競爭
力指標排名下降較大（分別由第2到第4，第4到第15），其
餘6個指標都處於上游區，且大多數為強勢指標，表現出較

強的競爭優勢。不過值得關注的是，由2006年的第3名躍升
為第2名的廣東省發展勢頭強勁，特別是宏觀經濟競爭力和
產業經濟競爭力分列第一和第二。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閩榕指出，2006年廣東的

分值43.8與台灣的分值(63.3)相差19.5分，到2010年廣東的分
值（49.7）與台灣的分值（56.4）相差6.7分，五年內差距縮
小了12.8分，按照這趨勢，未來幾年廣東將會趕上甚至超越
台灣。

16地區排位上升
此外，從34個省級區域看，2010年與2006年相比較，經濟

綜合競爭力排位上升的有16個地區，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內
蒙古，上升了6位，其次是遼寧，上升了3位，湖南、四川
和重慶都上升了2位，另外北京市等地都上升了1位；有12
個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排位下降，包括福建、江西、甘
肅、新疆、香港等。

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中國區域競爭力

第一位 年輕人在台北市

西門町起舞。台灣
第二位 廣州珠江兩岸

新貌。廣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