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北京報道）2011年

上海市的城市競爭力排名下降2位，從第2降到

第4，七年來首次跌出三甲。專家指出，上海等

東部城市現已進入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相關

產業的轉移，是競爭力下降的主因，這種陣痛

期也成為上海加快產業轉型的機遇期。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城市與房地產經濟研

究室主任倪鵬飛研究員認為，上海的競爭力下

降的原因有二。其一，根據第6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上海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增加了390萬，這是影響排名的

顯著原因所在；其二，最重要的是，上海等東部城市

已經進入一個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相關產業的轉移

是競爭力下降的主因。機遇與挑戰並存，上海面對這

一機遇，只有抓緊加快產業轉型才能重新煥發活力，

否則這種不斷被超越的趨勢將會延續下去。

倪鵬飛指出，東南部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需關注。城市

競爭力和城市發展階段息息相關，東南沿海城市不僅正

在經歷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陣痛，同時東部地區某些

城市房價過高，社會矛盾凸顯等因素也直接影響其城市

綜合競爭力的提升，這是東部城市停滯不前的主因所

在。中部地區城市發展處於上升階段，總量和規模不斷

擴大，在前50名城市中所佔比重也不斷升高。

京宜杜絕權力配置資源
今年北京首次超過了上海。倪鵬飛表示，進一步

提高北京的城市競爭力，應注重人文環境和自然環

境的建設。特別是人文環境方面，應加強法制建

設，杜絕權力配置資源的現象，改變「官本位」思

想，政府部門應當嚴格依法行政，增強為市場服

務、為企業和民眾服務的觀念。

西部城市資源過度開發
此外，2002至2011年十年間，綜合競爭力提升的前

50名城市中，資源型城市佔24%，其中西部地區

「遙遙領先」，佔了12席中的5席，包括鄂爾多斯、

包頭等。倪鵬飛指出，中國資源型城市發展，都

有過度開發、結構偏重單一、發展方式粗放等問

題，雖然西部地區城市資源型城市競爭力提升明

顯，但是在GDP、財政收入等短期顯性指標方面增

長明顯，城市可持續發展機制並未完全建立，未

來在衰退期和枯竭期的發展受限。所以，摒棄短期

思維，謀求長效機制，才是西部城市發展

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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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十年來，台北排名一直位
居前列，但有所起伏，在

2006年最低退至第8。2011年，台
灣逐步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宏
觀經濟總體好轉，人均GDP首次
突破2萬美元，台北重新回到第2
位。同時，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
議（ECFA）生效後，台灣的外貿
總額增幅明顯；受大陸經濟高速
發展的影響，台灣有效擴大內
需，與兩岸相關的產業表現優
異。2011年，台北的產業轉型繼
續領先，城市生活質量、市民滿
意度進一步提高，台北的城市競
爭力更具優勢。
報告指出，總體來說，2011年

中國城市間競爭力主要表現為三

大特徵：中國城市間競爭日益加
劇，內地城市與港台的差距在縮
小；居前列的城市競爭力之間差
距在不斷縮小，排名穩定性較
高；城市競爭力與其發展模式息
息相關，具有可持續發展模式是
城市競爭力不斷提升的關鍵所
在。

前50名東南部佔過半
與2010年相比，2011年的前10名

城市綜合競爭力指數的標準差下
降了0.01，說明前10名城市之間差
距在逐步縮小，互相競爭呈現白
熱化趨勢。
從總體格局而言，東部城市整

體強，西部城市個別強。東南地

區城市整體競爭力排名較高，多
集中在前100強。特別是前50名
中，東南地區仍保持絕對領先優
勢，佔據了前50名的「半壁江
山」，環渤海次之，中部地區第3
位，比例分別為52%、16%和
12%。東北、西南和西北相對較
小，所佔比例等於或低於10%。

地級市進步更勝都會
報告分析294個城市10年綜合競

爭力指數發現：過去十年城市競
爭力的格局是，總體間差距縮
小，局部差距擴大。東南沿海在
保持領先的同時內部差距縮小，
內地城市競爭力提升明顯，東北
地區成績斐然，中部地區城市分

化嚴重，中心城市快速崛起。大
型城市仍佔主導，中小城市競爭
激烈；地級市提升幅度領先於全
國更高行政級別的城市。10年
間，競爭力提升最快的前10個城
市依次是：鄂爾多斯、包頭、三
亞、營口、榆林、東莞、銅川、
天津、重慶、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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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鄭治

祖)  多名立法
會議員強調，

政府過去多年 重於金融及旅遊
業發展，未有致力發展科研促進
經濟轉型，以至投放更多資源刺
激產業發展，擔心香港再「食老
本」只會進一步削弱自身競爭
力，期望下屆政府「適度有為」
調節經濟發展模式。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說，

香港優勢短期內未必會完全消
失，但競爭力逐步減弱卻是趨

勢，下屆政府相信有需要檢討經
濟發展的管治思維。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見圖）

稱，香港有必要認真檢視競爭力
問題，單靠發展金融「食老
本」，稍有任何閃失就會急速下
滑。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強調，香

港的危機感確實好弱，過去第3
屆政府均無努力促進經濟轉型、
提高經濟檔次，目前全世界都發
展科研以提高經濟增值，以科技
走向知識型經濟，認為問題值得
港人及港府反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中國社科院公布的中國城市競爭

力排名，香港連續10年排行第

一，惟優勢正在收窄。香港理工

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

劍華指出，雖然香港人口結構

趨向老化、科技發展受土地限

制、亦難像內地部分大城市般

吸引大量留學生畢業後留港就

業，填補生產力，但相信憑

香港專業服務及法制上的優勢，

未來20年香港仍可「食老本」，

保持競爭力。

法治優勢支撐專業服務

鍾劍華指出，香港的法治優勢

明顯，足以承托及支撐起不少專

業服務蓬勃發展，相信內地在未

來20年亦難以追得上。他承認，

內地不少城市的整體發展空間較

香港大，但相信本港未來一段時

間仍可憑專業服務及法制「食老

本」。他又認為，若香港要鞏固

優勢，應加強發展應用科技，成

為華南地區醫療及服務的樞紐，

令專業服務的優勢得以維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 北京

報道）昨天發佈的《中國城市競
爭力報告》指出，去年中國城市
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標誌城
市化邁入了一個新階段，但過去
十年城市化的模式不可持續。國
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首席科學
家牛文元表示，工業化和城市化
之間的不平衡、城市化當中的城
市和農村的不平衡、以及發展的
數量和質量之間的不平衡是今後
城市戰略中必須考慮的三大問
題。

報告稱，當前中國城市人口規模
和增速異常迅猛，建成區面積增
長接近一倍，但人口不完全城市
化，城市戶籍人口僅達33%，另
一方面則是土地過度城市化。在
城市體系上，大量人口向行政級
別高的中心城市聚集，中等城市
發展相對緩慢，小城鎮功能不完
善、比較分散。
牛文元指出，今年是中國的城

市化重要的戰略年，能夠克服工
業化和城市化之間的矛盾，克服
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矛盾以及克服

數量的增長和質量的增長之間的
矛盾，將成為新城市化必須要解
決的三大問題。

GDP質量遠遜規模
第一，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

的不平衡，工業化超出了城市化
的發展，工業化水平估計在65%
以上，而城市化率只有51%，這
正如一駕馬車的兩個車輪，一個
車輪大，一個車輪小，走起來既
不平穩，也不會快速。
第二，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

和農村之間產生了更大的差距，
這個差距現在已經拉大了1：3.3左

右，什麼時候把城鄉之間的差距
降低到1：2以下，才完成了統籌
城鄉，但就目前而言這個任務很
艱巨。
第三，城市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加的數量和速度，和產
生財富的質量之間的巨大不平
衡，看起來數量高，速度也很
快，但質量卻不盡如意。
GDP的質量表現在經濟質量、

社會質量、環境質量、生活質
量，也表現在管理質量，能不能
跟得上GDP的增速、GDP的規
模，這也是當前及今後需要認真
對待的大問題。

第5位 第2位
中國城市競爭力排名消長

十市競爭力
提升最快
城市 指數變動

鄂爾多斯 0.332

包頭 0.306

三亞 0.269

營口 0.243

榆林 0.242

東莞 0.237

銅川 0.235

天津 0.233

重慶 0.233

滄州 0.232

■資料來源：社科院

專家籲港4招保優勢

城市化急速 失衡加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北京報道）《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示，在兩岸

四地294個城市中，2011年前10名的城市分別被珠三角、環渤海、長三角、中部和

台灣等五大區域分享。香港繼續稱雄，台北從第5位上升第2位；上海則從第2位退居第

4位，這是上海自2005年以來首次跌出三甲；深圳亦從第4位跌至第5位；北京、廣州、天

津則排名不變，繼續位居第3、第6、第7位。青島打入「十大」，大連則跌出「十大」。

議員：須發展科技創新

傳統「老本」可食20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北京報道） 課題組專家、中
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
心特約成員王子忠指出，香港
要增強長遠競爭力，今後須鞏
固國際化優勢和加快與內地融
合併重、堅持自由市場經濟與
強化政府引導並重、鞏固傳統
的優勢產業和推動經濟適度多
元化並重、堅持保育和拓展城
市發展空間並重。
首先，鞏固國際化優勢和

加快與內地融合並重。一方
面香港要鞏固和發達地區的
聯繫，另一方面要拓展與東
南亞、非洲、俄羅斯等新興
市場的聯繫。同時進一步鞏
固英語教育、國際商業規則
等優勢。單純的強調國際化
或與內地融合都不利於香港
經濟的發展。

港府宜強化引導
其次，堅持自由市場經濟與

強化港府引導並重。長期以
來，香港人特別是媒體認為香
港社會管理是「小政府，大市
場」模式。但實際上，港英政
府在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過程
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成立
了香港貿發局、生產力促進

局、出口信用保險局，推出了
「十年居屋計劃」等。回歸
後，香港也不是一個單純的自
由市場經濟體，特別是在當前
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政府要
發揮引導作用。
再次，鞏固傳統的優勢產業

和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並重。

一方面要鞏固傳統優勢產業，
解決香港的就業問題；另一方
面要制定產業政策，建立跨部
門的經濟發展和統籌發展策略
的機構，從土地、人才、資
金、稅務、產學研結合等多方
面綜合考慮，建立全面的經濟
發展策略和產業政策，培養經
濟增長點，增強香港的長遠競
爭力。
最後，堅持保育和拓展城市

發展空間並重。一方面要把改
善城市環境，做好保育工作作
為香港的重要任務；另一方面
也應認識到香港實際上還有很
多發展空間，當前城市開發的
比例只有21%，老舊廠房可以
進行舊城開發。另外，積極增
加商業容量，重新布局新界西
及大嶼山的城市功能，規劃新
界北等發展區，拓展西九龍商
業核心區，發展九龍東，拓展
城市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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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2個月活化裝
修，新光戲院昨日
正式重新開幕，有

「戲迷」形容，活化後
的新光環境及音響效果
得以改善，「清晰得彷
如演員在身邊表演」。

詳刊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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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朝鮮扣押的三艘
中國漁船上的28名
船員全部獲釋。21

日晨，三艘漁船停靠大
連港口，船員可自行下
船，後被接至衛生院免
費體檢，各人身體狀況
大致良好。

詳刊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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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浙江省
高級人民法院經重
新審理後，對吳英

集資詐騙案作出終審判
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
被告人吳英死刑，緩期
二年執行，沒收其個人
全部財產。

詳刊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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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新界及大嶼
山的士繼去年7月
加價後，再度申請

加價，新界的士建議每
程「落旗」加價2.5元，
新收費19元；市區及大
嶼山的士「落旗」均加
價2元。

詳刊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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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迎合私人飛機
市場的需求，香港
第3個私人飛機庫

昨啟用。去年，香港商
用航空中心接待7,000架
次私人飛機升降，當中
有40%是來往內地的航
班。

詳刊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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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聯通寶昨宣佈，
中國銀聯將入股該
公司，共同拓展銀

行卡跨境支付服務，附
加在香港銀行卡之上的
電子錢包，年內可以與
銀聯聯網在全國使用。

詳刊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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