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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中華經濟新機遇」為主題的第三
屆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財經高峰

論壇昨日在香港舉行，來自兩岸三地的政經
界人士、知名學者、企業家等300多人出
席，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國國民黨
榮譽主席吳伯雄、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
張曉明、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葉克
冬、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周波、台
北世貿中心董事長王志剛等出席了論壇開幕
式。（相關新聞刊A20版）

「穩中求變」政綱 反映憂患意識

周波在致辭時表示，目前，世界經濟重心
向亞太轉移，區域經濟合作方興未艾，兩岸
三地有地域之便，加上內地繼續深入改革開
放，加快發展服務業，推進城鎮化建設，實
施走出去戰略，蘊含 無限商機，為港台資
本的參與拓展了空間，認為兩岸三地可以透
過互補互利的合作共享資源、共同發展、共
贏未來。

他建議道：「內地巿場廣闊，要素成本較
低，生產能力強；香港服務業完善，金融發
達，知識產權保護嚴格；台灣資本和技術密集
型製造業先進，信息產業水平高，整合這些優
勢和資源可以共同發展知識經濟、現代服務業
和高端製造業，聯手打造國際知名品牌。」

不過，周波提醒，隨 內外環境的變化，
香港的某些優勢有所弱化，面對周邊國家和
地區，特別是珠三角城巿的快速追趕，使香
港面對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而梁振英在競
選特首時提出「穩中求變，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的政綱，反映出這種憂患意識，也反
映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在激烈競爭的
世界經濟湍流中，香港就像一葉逆水而行的
扁舟，不進則退。」

勉港搶抓新機遇 共圓「中國夢」

他說，「機遇蘊含在變動中」、「機遇應
該很好把握，把握機遇更需合作」，香港過
去抓住了一個又一個機遇，創造了香港奇
跡，確立國際地位，也為內地的改革開放和
兩岸的和平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相信香
港依然擁有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因為香港
有祖國作堅強後盾，也有「一國兩制」的制
度優勢和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亦有雄厚的
經濟基礎，在稍縱即逝的機遇面前要提速，
港人也要自強，只要香港人發揚拚搏進取、
靈活變通、不甘人後的創業精神，營造有利
於發展的社會環境，齊心協力，搶抓新機
遇，謀求新發展，一定能在大中華經濟中大
展身手，再創輝煌，為實現「中國夢」作出
自己獨特的貢獻。

面對周邊激烈競爭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優勢弱化
港人要自強

周
波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在金

融、經貿、物流蜚聲國際，但近年政治爭拗

頻仍，加上內地各大城市正迎頭趕上，並面

對周邊國家如新加坡及韓國的威脅，

令大家擔憂香港將會在全球競爭的大

局中「被邊緣化」。國務院港澳辦副主

任周波昨日在香港出席一個財經論壇

指出，隨 內外環境的變化，香港的某些優

勢有所弱化，面對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

「香港要提速、港人要自強，否則會逆水行

舟，不進則退」，不過，他強調說，香港有

祖國作為堅強後盾，發展條件仍然得天獨

厚，只要港人齊心協力營造有利發展的社會

環境，香港一定能再創輝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副主任周波表示，香港擁有「一國兩
制」的制度優勢及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發展
條件得天獨厚，但在激烈競爭的世界經濟湍流
中，香港就像一葉逆水而行的扁舟、不進則
退，寄語港人在稍縱即逝的發展機遇面前要提
速自強。香港社會各界認為，周波準確點出香
港發展面臨的危機，隨 內地急速發展，香港
發展規模相對減弱，繁榮程度相對滯後，發展
似乎失去方向，但特區政府卻要浪費精力處理
無日無之的政治爭拗，如「高鐵事件」、「新界
東北規劃」及「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等，認
為香港須積極把握國家發展大勢，與國家同步
向前發展。

劉佩瓊：「造反有理」破壞法治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

院副教授、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劉佩瓊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內地發展
迅速，令香港發展規模相對
減弱、繁榮程度滯後，認為
香 港 應 集 中 精 力 落 實
CEPA，努力將香港的專業

及貿易服務擴展到珠三角及整個國家，避免貿易
服務及銀行金融被取代。

她說：「目前貿易服務佔香港GDP約五成，如
果香港失去貿易服務，嚴重影響香港的就業機
會，正如受『碼頭工潮』影響，他們大可選用鹽
田港或廣東港口；有法律學者以『佔領中環』違
法行為擾亂秩序，亦會趕走好多投資者，『造反
有理』心態會令香港失去有法必依的價值觀。」

張明敏：爭拗不斷 港無運行

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張明敏也點出，周
邊國家和地區城市發展突飛猛
進，但香港卻聚焦爭拗不斷吵
鬧，期望市民三思提高憂患意
識，積極把握國家發展趨勢，以
及大珠三角的發展大流，做好自
身的配合工作，而非不斷向國家

爭取短期利益。
他說：「周波言論絕對正確，我相信他是從心而

發，如果香港人仍然不醒覺，香港肯定無運行。個別
(反對派)議員在天災面前，連國家及地方政府都不信
任，我們還要相信誰？事實上，中央與地區的資源整
合，是直接影響香港幾代人利益，香港定要做好自身
配合工作。」

蔡毅：背靠祖國 同步發展

香港島各界聯誼會理事長、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稱，幾年來
香港經濟滯後，但社會政治爭拗
卻是無日無之，直接為經濟民生
帶來負面影響，寄語港人應該多
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並背靠祖國
的發展大勢，化被動為主動開拓
更多發展機遇，做到與國家同步

發展，「政治化社會不利香港發展，特別是碼頭罷工、
癱瘓中環，港人應該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盡可能以協商
態度，並非每事極端對抗。香港背靠祖國是國勢、大
勢，港人應化被動為主動，更好落實國家優惠政策。香
港絕對有條件做得更好，與國家同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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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早前發布了《亞洲競

爭力2013年度報告》，指去年新加坡、台灣

及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分佔前3名，而韓國則

排第4位。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由之前的

「一哥」地位，一下子被新加坡超越，而韓

國亦因憑 電子工業發達而緊跟在後，未來

有很大潛力將香港擠出三甲。雪上加霜的

是，本港一直引以為傲的碼頭業務，在周邊

環境影響下，今年的貨櫃吞吐量勢必跌出全

球三甲。

生產總值被新加坡超越

中國社會科學院於去年5月公布的最新兩

岸四地294個城市的競爭力排行，香港雖然

蟬聯榜首，不過報告書指香港與內地城市的

差距正逐步縮小。比較而言，內地城市及新

加坡和韓國等地，因大力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和發展新興產業，提升了競爭力。以香港最

直接的競爭對手新加坡而言，過去20年間，

新加坡生產總值年均實質增長6.6%，高於香

港的3.95%，香港的整體生產總值已經在

2010年被新加坡超過。

與此同時，香港已在2009年失去作為中國

生產總值最大城市的地位，有專家更預期

說，按照現時的發展勢頭，到2015年，香港

的經濟規模會降至全國第七位，在上海、北

京、廣州、深圳、蘇州和天津之後；香港人

均生產總值也將在10年至15年內被這些城市

超越。

貨櫃吞吐量勢跌出三甲

另一邊廂，昔日與香港同為亞洲四小龍的

韓國，今天已蛻變成世界經濟龍頭之一，正

當香港計劃推動創意產業之際，韓國已挾

出產智能手機的優勢在全世界掀起韓流，當

地文化產業的國內產值高達900億港元，音

樂出口產值更在4年間升近10倍。

更加暗淡的是，據港口發展局公布，去年

本港的貨櫃碼頭吞吐量為2,311.7萬標準箱，

較2011年倒退5.2%，雖然仍佔據全球季軍地

位，但卻是排名前五中唯一錄得倒退者。相

比之下，2012年排名第四的深圳吞吐量為

2,294.1萬標準箱，與本港的差距進一步收窄

至17.6萬標準箱，今年首兩個月，深圳更超

越 香 港 ， 進 佔

三甲。

星競爭力爬頭 港失「一哥」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

貨櫃碼頭工潮

阻撓高鐵建設 反新界東北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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