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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規劃首次加入港澳專章，詳述了香港在國
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功能定位。因此，「十三

五」規劃預計會繼續單列港澳專章，保持港澳地區繁榮穩定
仍是重要基調。內地智囊指出，香港在助力中國全球資產配
置、深化粵港澳全面合作等方面的可作為空間巨大。國家發
改委表示，將首先聽取香港社會各界意見，然後才開始研究
起草相關內容，由國家發改委與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等共同
協商開展相關工作。
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很早就開通了「熱線聯

絡」。在去年4月規劃編制啟動之初，香港特首梁振英曾專程
赴京造訪商務部及國家發改委，就香港參與制定「十三五」
規劃進行溝通。今年1月24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再訪國
家發改委，與發改委副主任徐憲平探討「十三五」規劃事
宜。新年伊始，香港特區政府即向中央提交了「十三五」規
劃有關建議，內容涉及香港金融中心、人民幣離岸業務、郵
輪母港等與經濟有關的題目。

各方重視港「對外窗口」地位
整體來看，經過十個多月的時間，「十三五」規劃重大課

題研究等前期工作都基本完成，去年底國家發改委對「十三
五」規劃《基本思路》的起草完成，關於「十三五」規劃建
議的起草旋即展開。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日前用
24字概括規劃的基本思路：創新驅動、轉型升級、融入全
球、包容和諧、綠色低碳、制度保障。他還強調，作為一個
大國經濟，中國必須要以全球視野來配置資源和資產，要深
入地融入全球經濟，培育國際競爭的新優勢。「在全球範圍
內優化國家的產能配置，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更加
積極地參與國際治理和國際規則的制定。」香港在全球配置
資產中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十三五」規劃專家諮詢委員

會委員胡鞍鋼則強調，國家「十二五」規劃曾明確「深化內
地與港澳經濟合作」，提出「支持建設以香港金融體系為龍
頭、珠江三角洲城市金融資源和服務為支撐的金融合作區

域」。在此基礎上，「十三五」規劃無疑會進一步強化粵港
澳全面合作，着力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與發展。「粵港
澳未來將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最活躍和最具活力與創新力
的區域中心，其輻射力度、規模可能遠遠超出人們的預
想。」胡鞍鋼認為，隨着「滬港通」、「深港通」陸續開通
運行，在金融、貿易、航運這世界三大中心基礎上，香港今
後會很快成為有世界影響力的資本中心。
在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看來，中國是10萬億美元之巨的龐大經濟體，經濟總
量「坐二望一」，但經濟發展水平仍比較低。「大國的發展
與小國完全不一樣，作為大國，中國的一舉一動在國際上、
市場上和政治上都有明確的回饋和博弈，被視作戰略行
為」，由此李稻葵認為，就「十三五」，中國需明確提出大
國發展戰略。實際上，去年至今，習近平力推「一帶一路」
戰略，官方亦鼓勵優勢產業和富餘產能向「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轉移，其中透出的全球視野和大國思維，在國際上已受
到關注。
資深外交官吳建民在兩會前接受本報專訪時指，香港一直

以來都是中國對外的窗口，與外部世界接觸較多，也更加了
解別國風俗，因此可以憑藉特殊的地理位置及長期以來的優
勢，擔起推介「一帶一路」構想的重大責任，讓外界了解此
構想將如何惠及亞洲甚至世界。他還表示，在「一帶一路」
構想實現的過程中，香港的優勢可以得到進一步發揮，尤其
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有望獲得更全面的展現。

「 五 年 規 劃 」
歷來是中國中長
期發展的政策風
向標。從 1953 年
到 2014 年，中國
即將完成 12 個五
年規劃（前十個

為五年「計劃」）。對於中國未來
五年，專家學者普遍不樂觀，中國
可能迎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雙重拐
點，以及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國際環
境，由此，「十三五」規劃——這
份由習近平主導的第一個五年規
劃，能否打上鮮明的「習氏」烙

印，展現中國全新的發展思路，令
國人期待。

轉型與經濟喜憂參半
「十三五」規劃是中國有史以

來 第 一 個 有 既 定 目 標 的 五 年 規
劃。早在幾年前中國就明確提出
到 2020 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目
標，即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到
2020 年中國爭取接近或進入高收
入國家行列，達到人均 GDP 超一
萬美元的水平。不過，要實現這
一目標並不容易，經濟下滑和社
會轉型的拐點可能隨「十三五」

開局同時到來。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盧中原警告，「十三
五」開局，中國可能面臨人力資
源、資本兩大增長要素同時「啞
火」的局面，勞動力增長停滯，對
增長貢獻將下降到零，資本投入的
貢獻同樣呈下滑趨勢。因此「十三
五」規劃唯有尋找提高經濟效率的
新途徑。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
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則描述
「2020 年是個『坎』」，是中國
經濟轉型升級的最後期限。化解短

期增長壓力的希望在 2020 年，實
現 全 面 小 康 社 會 目 標 的 關 鍵 在
2020 年 ； 避 免 「 中 等 收 入 陷
阱」、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節點在
2020 年。如果錯失 2020 年這個重
要歷史機遇期，就會失去經濟轉型
與改革的主動權，帶來系統性的經
濟風險。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編制「十三
五」規劃，官方突出「全球視野」和
「戰略思維」，這與未來一段時間中
國面臨的國際新形勢有密切關聯。

官方強調，2008年金融危機後，
世界經濟增長格局、國際產業分

工、全球投資貿易規則、能源資源
版圖、地緣政治環境都在發生深刻
變化，尤其是美國主導的 TPP、
TTIP 等高標準自由貿易和投資規
則，中國認為將對自身產生深遠的
影響。

實際上，「十三五」規劃再次將港澳
納入規劃並單獨成篇，一方面是中央
支持港澳發展之舉，另一方面，將港澳
納入中國對內對外全盤戰
略佈局，亦
是國際新
形勢的應
對之策。

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
道）雖然中央極力淡化對經濟增速的關
注，但增速目標如何定，仍是目前「十
三五」規劃討論時爭議最大的話題。
以林毅夫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建議，未
來五年中國仍有必要保持7%的增速；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放任」GDP增
速掉到5至6%，可能更利於經濟轉型和
預防風險；還有代表建議不再設定經濟
增長目標。

具體增速各有定論
「十三五」是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

中高速增長的轉型階段。國家發改委測
算，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十三五」時期的 GDP 增長底線是
6.5%。
增長底線已定，但中國社科院、國研

中心等智囊機構仍普遍將「十三五」經
濟增長預期設在7至7.5%之間。中國改

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
綱受國家發改委委託做的「十三
五」前期研究報告也表示，「十
三五」期間中國可以實現 7至
7.5%的潛在增長率。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教授

林毅夫則指出，隨着中國GDP增
速下降，「十三五」期間印度經
濟增長將超越中國，比中國快兩
到三個百分點，再加上中國面臨
結構性的金融風險等各種風險，

國際上唱空的聲音可能會更多，不利於
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地緣政策。因
此，林毅夫建議，「十三五」時期中國
應力爭把7%的增長潛力挖掘出來，到
「十三五」末達到 12,600 美元的人均
GDP水平。
高盛投資管理部中國副主席哈繼銘則

認為，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保持7%的增
速，10年後債務率會從去年的243%上升
到348%，經濟的脆弱性和穩定性就會受
到明顯的挑戰。而如果經濟增速降到5%
到6%，則將逐步調整消化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

院長白重恩則認為，如果增長目標是拚
命踮着腳才能達到的，就會增加成本、
低效和風險。不如弱化增長指標，強化
改革目標，完善體制的目標、收入分配
的目標、就業的目標，將利於長期經濟
發展。
全國人大常委，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

彭森則建議，「十三五」改革經濟發展
指標，只制定中期發展指標，取消地方
的GDP增長指標，全國的年度增長指標
也改由研究機構預測發佈，從根本上緩
解穩增長與促改革的矛盾。

港澳專章續單列港澳專章續單列 深化經濟融合深化經濟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今年是「十二五」收官年，也是下一個五年規劃的醞釀之年，

關於「十三五（2016年—2020年）」規劃的建議會在今秋提交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謀定中國下

個五年乃至更長階段的發展大局，由此，為「十三五」建言獻策將是本屆兩會的獨特議題之一。循着

「習氏」治國理政的思路，預計「十三五」規劃會是一個體現大國戰略的五年規劃，習近平倡導的全球

視野、融入世界的戰略思維將貫穿下個五年，作為中國對外窗口的香港地位將進一步彰顯。

20202020年是個年是個「「坎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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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
會報道）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
長徐林預計，按目前指標進度，
「十二五」提出的主要發展目標全
部可以實現，未來發展空間和潛力
依然巨大。從指標分類看，增長目
標完成無虞，就業指標呈現亮點，
民生改善進度不錯，而上一個五年
未達標的節能減排指標也達標在
望。
過去四年裡，中國經濟增速分別

為9.2%、7.7%、7.7%和 7.4%，外
界預計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

增速在7%左右，因此，實現「十
二五」GDP年均增長7%的目標沒
有懸念。
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2013年第

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6.9%，基本提
前達到了「十二五」47%的目標。
在民生方面，過去四年城鎮新增

就業人數均超過900萬人的目標，
2013、2014年更創下了1,300萬人的
高水平，失業率則遠低於5%，預計
完成目標難度不大。此外，近兩
年，總體居民收入增速高於財政收
入和企業利潤增速，顯示居民收入

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所
提升。保障房建設等進度亦超
出目標。
至於能耗指標方面，「十二
五」規劃中期評估顯示，「十
二五」前三年，能耗強度完成
情況滯後於時間進度。不過，
去年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
4.8%，創下「十二五」以來最
大的年度降幅，前四年累計下
降14.1%，只要2015年能耗強
度下降超過1.9%，即可完成
「十二五」單位GDP下降16%
的任務。

「十三五」規劃起草大致時間表
2014年4月17日 編制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在京召開，宣佈啟動規劃編制
2014年8月底 25個重大課題完成最終研究報告
2014年底 完成起草《基本思路》
2015年秋 中共中央全會提出建議
2015年底前 出台綱要
2016年1月前後 完成文本起草，上報國務院
2016年3月 提交全國兩會審議通過實施

■記者海巖 整理

■■「「十二五十二五」」期間期間，，每每
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均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均
超過超過900900萬人萬人。。圖為山圖為山
東省鄒平縣某公司工人東省鄒平縣某公司工人
正在整理生產的剎車正在整理生產的剎車
盤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一個五年未達標的節能減排指標於「十
二五」期間達標在望。圖為粵於「十二五」
期間淘汰全部黃標車。 資料圖片

■「十三五」是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
中高速增長的轉型階段。國家發改委測
算，「十三五」時期的GDP增長底線
是6.5%。 網上圖片

■■中國必須要以全球視野來配中國必須要以全球視野來配
置資源和資產置資源和資產，，香港正在發揮香港正在發揮
着重要的作用着重要的作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