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十大競爭力中國十大競爭力
城市排名城市排名

2014 2013
排名 排名
11 深圳深圳 22 ++11
22 香港香港 11 --11
33 上海上海 33 －－－－
44 台北台北 44 －－－－
55 廣州廣州 55 －－－－
66 天津天津 88 ++22
77 蘇州蘇州 77 －－－－
88 北京北京 66 --22
99 澳門澳門 1010 ++11
1010 無錫無錫 1111 ++11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王玨

城市 升降

《《城市競爭力藍皮書城市競爭力藍皮書》》由中國社科院財經由中國社科院財經
戰略研究院戰略研究院、、中國城市百人論壇中國城市百人論壇、、社科文獻社科文獻
出版社及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出版社及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
共同發布共同發布。。每年發布一次每年發布一次，，今次是第今次是第1313
部部。。課題組通過經濟課題組通過經濟、、宜居宜居、、宜商宜商、、可持續可持續
發展發展、、知識知識、、信息信息、、和諧度和諧度、、文化文化、、全域全域
（（指城鄉一體化方面指城鄉一體化方面））共共99項指標對中國兩項指標對中國兩
岸四地岸四地294294個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進行了個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進行了
實證研究實證研究。。近三年來近三年來，，排名榜前排名榜前55名都被香名都被香
港港、、深圳深圳、、上海上海、、台北台北、、廣州所佔據廣州所佔據，，而香而香
港綜合競爭力更是連續港綜合競爭力更是連續1212年排年排
名第一名第一，，今年首次被深圳超越今年首次被深圳超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王玨

99項指標評定項指標評定294294城市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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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陳振傑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5年5月16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發布
的《2015版城市競爭力藍皮書》顯示，中國最愛存錢的城
市中，香港、深圳和北京位居前三名，香港連續三年排第
一。從區域格局上看，人均存款餘額指標得分排序依次
是：港澳、東南、環渤海、東北、西北、中部、西南。其
中，港澳遙遙領先於其他區域，反映了香港和澳門資金的
豐沛程度。中部區域和西南區域則明顯底子薄弱。
在人均存款餘額單項指標上，前十位城市分別是：香

港、深圳、北京、澳門、上海、東莞、廣州、珠海、杭
州、廈門。從近幾年的結果來看，香港已經連續三年排在
第一位，地位穩固。澳門則每年下滑一個名次，現已經下
滑至第4位。北京始終徘徊在第2和第3位，上海在第4和
第5位。相比之下，深圳的變化較大，由第7位、跌出十
大，如今又超過北京升到第2位。其他十大城市的變動也
較大，比如在2013版排在第5位的克拉瑪依，近兩版的報
告中已經不見蹤影。

深圳居首 無錫取代佛山入十大
《藍皮書》公布的「2014年綜合競爭力指數排名」

前十名城市依次是：深圳、香港、上海、台北、廣
州、天津、蘇州、北京、澳門、無錫。從區域分布
看，這些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和

港澳台地區，中西部地區無一城市進入綜合經濟競爭
力十強之列。中西部城市中排名最前的是武漢，位列
第12位。
與2013年相比，變化最大的莫過於深圳取代香港，

躍居綜合經濟競爭力榜首，無錫取代佛山進入十強。
課題組負責人、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
任倪鵬飛表示，深圳每平方公里土地GDP全國最高，
而每萬元GDP
綜合能耗全
國最低，
是創新創
業能力最強
的城市，總體
上實現了以更
少的資源能耗創
造更高的發展質
量，這個排名說明創
新驅動經濟發展在深圳
實現了重大突破。
與此同時，已經連

續12年雄踞綜合經濟
競爭力榜首的香港，

此次首度屈居第二位，被深圳超越。至於香港排名退
步是否與去年「佔中」以及部分激進人士騷擾內地訪
港旅客等事件有關，倪鵬飛對本港媒體指出，由於權
威經濟數據發布有滯後性，此次排名主要依據的是
2012年國家統計局和港澳台統計部門的數據，故而香
港本次排名高低與前述事件「關係不大」。

看重傳統板塊 忽略新興產業
不過，他也指出，儘管排名有漲有

落，具有不穩定性，但也能一定程度看
出香港與內地相對優勢收窄的趨勢。特別
是與深圳相比，在加快轉型，創新驅動方
面出現差距，近年來「守成有餘，創新不
足」的城市發展局面始終沒有改變，過於看重
貿易、金融、航運、旅遊、專業服務這五大產
業，而對不少規模較小、新興但極有潛力的產業關
注不足，從長遠看缺乏新型產業業態的支撐和引領。
此外，社會的和諧氛圍也影響城市競爭力的提高，香
港近年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的收入、住房、就業
等民生問題，以及去年發生的違法「佔中」行動、本
地居民與外來訪客的摩擦，一定程度上削弱香港日後
的和諧城市競爭力，需要香港各界積極應對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昨日發布的《2015版城市競爭力藍皮書》顯

示，香港綜合經濟競爭力被一河之隔的深圳超越，由第1位跌至第2位，是十三年來首次失落桂

冠；第3、4、5位分別是上海、台北、廣州。課題組專家表示，此次排名依據2012年的相關數

據，因此香港排名退步與「佔中」等事件無關；但去年香港發生的違法「佔中」行動，以及部分

激進人士騷擾內地訪港旅客，一定程度上會削弱日後的「和諧城市競爭力」。此外，近年來香港

「守成有餘，創新不足」的城市發展局面始終沒有改變，未能如深圳在創新驅動、轉型升級方面

實現突破，再加之面對內地自貿區的興起，香港被邊緣化的風險不可忽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就中國社科
院公布香港在全國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的排名
被深圳超前而跌至第二位，香港各界呼籲，香
港要居安思危，減少政治爭拗，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而特區政府亦要改變「積極不干預」的
思維，加大力度扶持創新產業，減少過度依賴
金融、地產、物流等行業。

黃定光：既固本又培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

光指出，香港目前出現內
耗，根本沒有時間投放在
經濟發展上，其實最終受
苦的只有香港人：「我感
到很心痛。因為香港社會
有太多政治爭拗，而本不屬於政
治議題的事，也經常被有心人政治
化。香港人要問那些人：究竟希望香港何去
何從？是要繼續浪費光陰在內耗上，還是重整
旗鼓，重新上路，追回落後。」
他又表示，特區政府亦要思考新的經濟道

路，但強調不是要放棄四大支柱產業，例如金
融、貿易、物流等，而是要「既固本又培新」。
「四大支柱不是錯的業務，但在四大固有支柱的
格局外，是否再多加一些支柱呢？將來香港經濟
有更多支柱，結構自然更鞏固。」

盧文端：快覺醒創新績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

主任盧文端認為，香港在最近幾年，都把光陰
放在沒有結果的政治爭論上，在社會似乎有共
識時，總有人又再找一些無關痛癢的題目又再
一次激辯，然後再將共識瓦解，令社會不斷原
地踏步，甚至有所倒退。
「內地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不進則退。跟香

港競爭的，更不只是內地的城市，還有其他
亞、歐、美城市。優勢不是永恒，而當威脅感
越來越明顯，香港才覺醒也只恐怕已太遲。」
他說，除了社會要覺悟外，特區政府亦有把握
機會，推動新興產業，而香港人反應快、高
效、靈活，在新興產業發展上應該可創出成績
來。

姚祖輝：IT業借鑒深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滬

港經濟發展協會主席姚祖
輝指出，香港與深圳對
比，深圳的創意、創造能
力都是遠超香港。「華
為、中興、騰訊在軟硬件
上的創新技術都很優秀。
這構成一個空間，一種氛圍，引
發更多創新互動。香港在這方面
十分落後，特別是在新世代的互
聯網商機上，落後得完全不能想
像。」
他指出，香港的創科局在立法
會「拉死」，令這些創新科技產
業群龍無首，發展構成障礙，而
立法會亦不只在成立創科局上
「拉布」，甚至連民生事也公然
「拉布」，令香港停濟不前，毫
無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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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居民存款甚飄忽

個別引擎失動力
租金過高礙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北京專家表示，儘管大多數指數
均處於領先地位，但香港在知識城市
競爭力方面落後於內地十多個城市，

未來香港需要居安思危，在與內地合作的過程中
抓住機遇，利用內地的發展發揮香港在「走進
來」、「引出去」中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實
現互利共贏。
課題組成員、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教

授沈建法指出，香港經濟近年保持了整體良好的
發展態勢，但同時也必須看到目前面臨的挑戰，
特別是在知識城市方面下降明顯，落後於深圳、
北京、上海等內地18個城市。這是因為，首先，
香港產業結構向創新科技方向轉型升級仍無明顯突
破，經濟高度依賴四大支柱產業，而部分支柱產業
的增長動力亦放緩，加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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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香港失

去了創新和創業的潛力；其次，面臨內
地城市的激烈競爭，深圳和上海等城
市在金融、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方面
迅速崛起，特別是相鄰的深圳戰

略定位清晰，環境穩定，一些產業與
香港形成直接競爭，而珠三角產業升級及高科技
化，香港參與能力有限，香港九成以上都是小型企
業，科技產業的發展基礎薄弱，缺乏和內地企業產
業結構調整的有效對接。

宜加強「超級聯繫人」角色
他認為，當前香港較內地優勢收窄，同時面對內

地自貿區的興起，有被邊緣化的風險。因此他建
議，香港應加強與內地的合作和聯繫，特別是擴大
與廣東和深圳的合作深度與廣度，比如利用自身在
金融商貿和航運物流上的優勢支持國家「一帶一
路」戰略；爭取利用在融資和資產管理方面的優
勢，支持亞投行的籌建與營運；促進廣東自貿
區的發展，同時促進港企的營運和發展空

間；在「滬港通」基礎上，推
動「深港通」，進一步提高
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流動
性；學習蘇州新加坡工業園
的模式，在深圳設立香港高
科技園，實行產學研一體
化。隨着未來國家推出更

多經濟改革措施，香港的「超級
聯繫人」角色必將進一步加強。

深圳11

香港22

上海33

廣州55台北44

蘇州77

北京88

澳門99

無錫1010

天津66

香港競爭力失冠保亞
社科院：創新不足「佔中」逐客將失分

■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接受
香港記者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攝

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