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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抵達印度進行正式訪問。

李克強在機場發表書面講話表示，中國將印度視為

重要夥伴和朋友，相信此訪將為中印面向和平與繁

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注入新動力。李克強出任總

理後外訪首站選擇印度，體現中國新一屆政府對中

印關係的高度重視，必將開啟中印關係和平與發展

的新篇章。中印共同利益大於分歧，合作大於競

爭，兩大鄰國和睦相處、攜手合作，不僅是亞洲之

幸，而且是世界之福。印度深明保持中印友好的重

要性，不會受人挑撥而影響兩國關係，兩國一定能

把握大局，管控分歧，包容互諒，共謀發展，走出

一條行之有效的毗鄰大國友好相處之道。

李克強此訪體現了中國新一屆政府對發展中印雙

邊關係外交思路的延續性，凸顯印度在中國周邊外

交中的重要性，表明中國願增進互信，共同維護兩

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努力。印度媒體也認為，中

國新領導層選擇印度作為出訪的首選目的地，發出

清晰信號，即中國新領導層致力進一步發展與新德

里的友好關係。

李克強本次訪印，距離中印「帳篷對峙」的結束僅

僅過去十多天，中印關係如何發展備受關注，也讓外

界更注視中印如何處理邊界、西藏這兩個長期困擾兩

國關係的固有問題。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美國、日

本等個別國家為了遏止中國崛起，別有用心地放大中

印之間的分歧，突出兩國之間的矛盾，企圖拉攏印

度、挑撥中印關係，達到包圍、遏制中國的目的。

中印同為發展中大國和人口大國，兩國又均為全

球主要新興市場國家，都面臨發展的重任，加強協

作、共謀發展符合雙方共同利益。在過去的十年

間，中印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交

往頻繁，兩國關係不斷加深。中印在經貿合作方面

的成果尤為顯著。目前，中國是印度第二大貿易夥

伴，印度是中國在南亞的最大貿易夥伴。

另外，中印在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二十國集團、

多邊貿易體系、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氣候變化談判

等領域存在廣闊的合作空間和利益。中印開展互利

合作，不僅潛力巨大，而且具有戰略意義和全球影

響。如今，印度高度重視經濟發展，當下的中印兩

國有㠥相當的默契，就是都需要和平穩定的外部環

境，因此，印度絕不會輕易受唆擺，充當別人的

「棋子」，破壞中印關係的友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的局面，損害自身根本利益。

相信通過李克強此次訪印之行，必將進一步鞏固

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推動中印優勢互補、互利

共贏，共創「龍象共舞」的局面。

(相關新聞刊A6版)

中國社科院昨天發布2013年《城市競爭

力藍皮書》，香港雖連續11年在該系列報告

中居首，但報告警示，內地城市競爭力正

大幅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逐漸放緩。藍

皮書指出港優勢漸減，印證了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不久前指出香港一些競

爭優勢開始弱化。張德江強調，發展是硬

道理，當前香港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

濟，只有經濟不斷發展，才能不斷地改善

民生，否則，其它一切都是空談。事實

上，國家領導人對香港多數是讚揚和勉勵

有加，很少像這樣直接點出香港面對的隱

憂，顯示了中央對目前香港形勢的憂慮和

期望，也使社會各界知道香港目前面臨的

問題和任務，明確未來香港努力的方向。

藍皮書指出近年來香港經濟仍然高度依

賴金融及房地產業，經濟的虛擬化及泡沫化

趨勢愈發嚴重，阻礙中小企發展，與此同

時，在產業結構轉型及創新科技方面無明顯

突破，科研投入比重降低、勞動力結構老

化、知識經濟競爭力不足正成為相較於內地

發達城市的明顯短板。結果，一是經濟日趨

虛擬化、泡沫化；二是增加了香港的通貨膨

脹壓力；三是使香港失去了創業和創新的潛

力；四是社會不滿情緒有所增加。藍皮書警

示，香港經濟優勢漸減，與各種深層次問題

和矛盾會形成惡性循環，這需引起香港各界

高度警覺和認真思考。

藍皮書還指出，香港人口老齡化加速，

將對香港形成巨大挑戰，勞動力結構老

化，影響產業結構升級。這是香港社會經

濟的深層次問題之一。實際上，香港社會

經濟的深層次矛盾，還包括貧富懸殊擴

大，社會向上流動性減少，租金高企、經

濟轉型舉步維艱等一系列深層次問題。但

是，回歸15年多來，香港社會政爭不斷，

民粹主義氾濫，政治生態惡化，陷入內耗

深淵，社會難以和諧，政府和商界動輒得

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泛政治化衍生數不清的爭拗，影響社會穩

定和經濟發展，令香港競爭優勢加速弱

化，深層次矛盾得不到紓解。

藍皮書警示香港優勢漸減，香港要在未

來三年的關鍵期，排除泛政治化的干擾，

聚焦經濟民生，切實把握機遇，爭創新優

勢，實現新發展。

中印管控分歧共謀發展 香港優勢漸減的警示

香港優勢漸減 深滬迎頭趕上
社科院：港競爭力11連冠 惟創新科技乏突破

藍皮書指出，從總體上來看，在綜合經濟競爭力
方面，香港依舊保持在全國首位，保持了整體

良好的發展態勢，其中文化、宜商、宜居、和諧度、
生態等競爭力分項都名列前茅，但同時也必須看到目
前香港所面臨的挑戰，主要體現在知識經濟的短板明
顯，落後於北京、上海和深圳。

須防泡沫通脹壓力

首先，香港經濟高度依賴金融業和房地產，產業結
構向創新科技方向轉型無明顯突破，研發開支佔GDP
的比重遠低於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內地的研發投
入，缺乏大膽的支持科技的計劃和有力的科技創新激
勵制度，科技創新氛圍不足，科技轉化能力較弱。結
果一是經濟日趨虛擬化、泡沫化。房產增值的速度遠
遠高於經濟收入，房地產炒作完全凌駕於正常的經濟
活動之上，社會炒作氛圍濃厚；二是增加了香港的通
貨膨脹壓力。房屋和商舖租金價格的過快上漲提高了
企業的經營成本，增加了市民的生活壓力，推高了通
脹水平；三是使香港失去了創業和創新的潛力。過高

的租金擠壓了其他行業的利潤空間，阻止了新興產業
的發展；四是社會不滿情緒有所增多。高房價、高租
金提高了居民的住房成本，影響了市民生活品質，也
使處於夾心階層的市民置業困難。

老齡化礙產業結構升級

其次，人口老齡化加速，2012年香港65歲以上的人
口為98萬，佔香港總人口的14%，未來這一比例將持
續增加。據測算，到2041年，65歲以上人口將增加至
256萬，佔香港人口的30%。老齡化的加速，將對香
港形成巨大挑戰，勞動力結構老化，影響產業結構升
級。
最後，在國際和國內城市的競爭中，香港優勢不

再。一是新加坡在金融、跨國公司營運總部等方面對

香港形成競爭，新加坡戰略定位清晰，環境穩定，一
些產業與香港形成直接競爭；二是珠三角產業重工業
化及高科技化，香港參與能力有限。香港90%以上的
企業都是小型企業，缺乏重工業和科技產業的發展基
礎，其與內地特別是珠三角產業之間的互補性變弱，
原有的「前店後廠」模式面臨挑戰；三是隨㠥中國改
革開放的深入，內地形成對香港服務業的替代。

珠三角服務業替代性強

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地區形成的港口群影響香港的傳
統經貿橋樑和中介角色，香港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
務業整體規模較小，品牌知名度較低，內地企業在選
擇服務性企業時往往選擇知名度較高的跨國企業或成
本較低的內地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

社科院昨天發布2013年《城市競爭力藍皮

書》，香港連續11年在該系列報告中居首，深

圳及上海則分別排第二及第三位。但報告警

示，內地城市競爭力正大幅提升，香港的競

爭優勢逐漸放緩。特別是近年來香港經濟仍

然高度依賴金融及房地產業，經濟的虛擬化

及泡沫化趨勢愈發嚴重，阻礙中小企發展，

與此同時在產業結構轉型創新科技方面無明

顯突破，科研投入比重降低，勞動力結構老

化，知識經濟競爭力正成為相較於內地發達

城市的明顯短板。

香港在各分項排名
名稱 排名 落後於哪些城市

宜居城市競爭力 1 無

宜商城市競爭力 1 無

和諧城市競爭力 1 無

生態城市競爭力 2 澳門

知識城市競爭力 4 北京、上海、深圳

全域城市競爭力 1 無

信息城市競爭力 3 上海、廣州

文化城市競爭力 1 無

製表：記者 王玨

今年排名 城市 去年排名

1 香港 1

2 深圳 5

3 上海 4

4 台北 2

5 廣州 6

6 北京 3

7 蘇州 14

8 佛山 12

9 天津 7

10 澳門 13

前
十
位
城
市
競
爭
力
排
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此間專家指
出，必須看到在內地城市追趕的過程中，香港
的競爭力優勢在逐漸收窄，因此需要居安思
危，解決自身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同時要在與
內地合作的過程中抓住機遇。中國社科院「城
市競爭力藍皮書」課題組成員、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教授沈建法建議港府採取多種
措施促進科技創新，引領知識經濟，包括學習
蘇州新加坡工業園模式，積極參與和推動設立
「深港創新圈」，在深圳設立香港高科技園，實
行產研一體，發揮香港科技研發優勢和珠三角
地區的製造優勢，實現共贏。
沈建法認為，香港要促進科技創新，須積

極參與建設創新型國家，充分借鑒美國、歐
洲、日本以及內地的經驗，完善科研體制和
產業環境配套措施；與亞洲國家特別是內地
合作，建設知識產權交易平台；鼓勵香港科
研人員配合國家發展，參與國家科技發展規
劃；讓香港民眾充分認識兩地合作對於地區
繁榮穩定的重要性，加強兩地基礎設施的銜
接，構建大珠三角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重
視民間與官方的交流與合作；加快推進與前
海、南沙和橫琴三個重點區域的合作開發。

建亞洲知識產權交易中心

就加強與內地的科技合作方面，具體可有
以下舉措：一是在深圳設立香港高科技園，
實行產研一體，發揮香港科技研發優勢和珠
三角地區的製造優勢，實現共贏；二是建設
亞洲知識產權交易與服務中心，爭取國家的
支持，把香港的「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納入
國家知識產權交易市場體系，強化香港在國
家知識產權交易市場中的地位；三是建設內
地企業在海外和香港的研發和創意設計中
心，利用香港具有多元化的人才和完備的商

業服務，內地某些行業（如生物科技、中醫藥、電子、
物流、服裝等）的企業可以在香港科技園建立研發和創
新中心，從而推動企業走出去；四是實行「走出去」和
「引進來」戰略，鼓勵香港科研人員配合國家發展，參與
國家科技發展規劃，吸引內地
更多的科技企業在香港科技園
建立亞洲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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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搶眼 粵經濟轉型見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2013

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指出，2012年廣東轉
型初見成效，珠三角地區表現奪目，存在的主
要問題是綜合經濟競爭力板塊差異較大，雖然
珠三角城市表現奪目，但粵北及粵西、粵東有
些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不夠理想。
藍皮書顯示，廣東省各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

居全國第9位，綜合經濟競爭力強的城市都集中
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深圳、廣州、佛山居全省
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前3位；其次是粵西及粵東
一帶，而粵北山區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最弱。
廣東省綜合經濟競爭力居全國前50強的有深

圳、廣州、佛山、東莞、中山5個城市，其中深
圳、廣州分居第2名和第5名；居51至100名的有
珠海、汕頭、惠州等6個城市；但汕尾、韶關等
5個城市在200名以外，其中雲浮在250名以外。

2013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顯示，2012年
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
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廣州、北京、蘇
州、佛山、天津和澳門。其中，港澳台地區佔3
席，東南沿海城市佔5席，環渤海地區佔2席，
而中西部地區沒有一個城市進入綜合經濟競爭
力10強。

特區直轄市競爭力較高

進入20強的中西部城市僅有武漢和成都，而
西北地區排名最靠前的西安僅列第36位。可
見，區位優勢對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的影響十
分明顯。從城市的行政等級來看，特別行政
區、直轄市、副省級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省會
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要明顯高於其他地級城
市。

和諧城市排名
「北上廣」無緣十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2013年《城市競爭

力藍皮書》指出，在和諧城市競爭力分項排名中，二、三線

城市和中小城市和諧度較高，「北上廣」均未進入前十位。　

在和諧城市競爭力排名中，除了香港與澳門以外，內地排

在前10位的分別是濟南、西安、深圳、青島、威海、大連、

廈門和寧波，除濟南和西安為內陸兩個傳統的省會城市外，

其他6個城市都是環境優美、經濟發展極具活力的沿海開放城

市。值得注意的是，「北上廣」三個超級城市沒有進入前10

位，而近幾年經濟增長較快的直轄市天津排在第133位，重慶

排在第210位。排在後10位的城市，主要是西部偏遠城市。

藍皮書認為，當前，公平包容的和諧城市建設壓力巨大，存

在以下問題：城市政府的行政透明度整體不高；部分地方政府

的公信力和公共服務水平較低；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的區域差別

較大；戶籍與非戶籍居民分享城市發展成果的差異大。

■香港蟬聯中國城市競爭力首位，但

優勢逐漸放緩，深滬緊追其後。

安祖蓮娜祖莉切除
乳腺預防乳癌，在
內地引發明星效

應，上海諮詢有關測試
和手術的女性激增，不
少醫療機構也打出「篩
查乳腺基因」招牌。

詳刊A9

要
聞滬

女
爭
驗
乳
癌

安
祖
蓮
娜
效
應

一名53歲倫敦男子
驗出有BRCA2基
因，患前列腺癌機

會率高於常人，他決定
成為全球首個未發病先
切除前列腺的人，其代
價是可能永久失禁及不
舉。

詳刊A10

要
聞切

前
列
腺
防
癌

﹁
壞
基
因
﹂
英
男
子

台「外交部」表
示，台菲針對漁船
遭槍擊案將啟動平

行調查，在司法互助架
構下，雙方都已提書面
請求。台當局並指調查
並無侵害菲方司法權。

詳刊A14

台
海將

與
菲
平
行
調
查

台
當
局
提
要
求

一名獨居7旬老婦
前晚離家到同樓垃
圾房倒垃圾時，在

走廊被賊人以迷藥掩鼻
迷暈並推回住所打劫，
損失逾8萬元財物，案
件引起警方高度重視。

詳刊A20

港
聞

遭
迷
魂
洗
劫

老
婦
倒
垃
圾

商交所財困停業，
該交易所大股東兼
行會成員張震遠昨

發聲明，否認向大地產
商借款過億元的報道，
強調個人及商交所現時
均無任何債務。

詳刊B1

財
經

張
震
遠
公
開
否
認

被
指
求
救
地
產
商

版 面 導 讀

下次攪珠日期：5月21日

5月19日(第13/057期) 攪珠結果

頭獎：無人中

二獎：$332,940 (3注中)

三獎：$59,180 (45注中)

多寶：$8,000,000

4 14 24 30 43 48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