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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時節，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六周
年的喜慶日子。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勵精
圖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穩步推
進，國家內政外交成果豐碩，改革發展事業不斷
深化推進，中國正處於近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
期，給香港乃至全世界都帶來難得的機遇。回首
國家改革開放的進程，香港善用自己的獨特優
勢，積極投身參與，既功不可沒也獲益匪淺；展
望中國夢的宏大前程，香港更應看清國家和世界
發展的大勢所趨，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潮，
加強國民身份認同，排除政爭干擾，政府適度有
為，各行各業充分做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為國家富強進步作出更大貢獻，也在貢獻國家的
過程中收穫香港自身的發展紅利，讓東方之珠續
放異彩。

六十六載風雨砥礪，六十六年滄桑巨變。十八
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成為新一屆中央領導治國理政的重
要指導思想和執政理念，也成為億萬中國人民的
追求願景和行動方向，古老而又年輕的中國，正
朝着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闊步前進。經過
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綜合實力與日俱增，
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際影響力日益彰顯。隨着
發展進入新階段，國家也遇到不少內外挑戰，各
項改革步入深水區，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際

交往開啟新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政府對國內外形勢發展了

然於心，對突破困局成竹在胸，敢於善於攻關克
難，「一手強力反腐，一手銳意改革」，踐行從
嚴治黨、依法治國，黨風、政風煥然一新；高瞻
遠矚推出、落實「一帶一路」、亞投行等重大發
展戰略，堅定不移深化國企改革；推動互利共贏
的大國外交，為中國保持強勁發展勢頭注入源源
動力。9月3日，北京舉辦了盛大的紀念抗戰勝
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和閱兵
儀式，再次昭示中華民族已然傲立於世界民族之
林；9月下旬，習近平主席圓滿進行上任以來對
美國的首次正式國事訪問，中美在政治、經貿、
防務等領域達成49項重要共識，特別是中美對
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確認、美方對人民幣加入
IMF特別提款權表示支持、美國宣佈停止抵制亞
投行等都令人鼓舞。可以說，中國正處於進一步
改革開放的黃金機遇期，國內外對中國穩步發展
充滿信心，全球投資者都渴望搭上中國發展的
「快車」，與中國一起圓夢成長。

國家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全民齊圓中國夢，當
然是香港百年一遇的新發展良機。遙想30多年
前，國門初開，百廢待興，香港的企業家、工商
界以敢於「吃螃蟹」的拚搏精神，回內地投資辦
廠，建設國家，也飲了改革開放的「頭啖湯」，

成功推動香港經濟從起飛到繁榮，實現從製造業
重鎮向金融服務業中心的轉型，香港由穿膠花造
玩具的「小山寨」華麗轉身為「紐倫港」並駕齊
驅的國際金融中心。30多年發展歷程中，尤其
是香港回歸祖國後，兩地交流融合不斷深化，
700 萬港人與 13 億內地同胞同呼吸、共命運，
「國家好，香港好；香港好，國家好」，成為絕
大多數香港人的共識。

但值得高度關注的是，在落實「一國兩制」過
程中，試圖否定「一國」、毒化兩地關係的政治
力量依然存在，近年還有在本港抬頭的趨勢。部
分反對派政客不斷製造事端，阻撓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阻礙兩地互利合作，干擾了香港經濟和社
會發展步伐。國際機構最新公佈的全球競爭力報
告顯示，香港雖然整體排名連續3年維持在第7
位，但創新方面則在全球140個地區排第27位，
再次暴露出創新能力不足是香港的「軟肋」，發
展後勁不繼的問題必須高度重視。事實上，背靠
祖國，正是香港最大的優勢。已故新加坡資政李
光耀曾表示，很羨慕香港緊靠中國內地的地理位
置，笑稱時刻都想新加坡和香港調換位置。香港
扮演好內地「走出去、引進來」的窗口和橋樑角
色，發揮好「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中國優
勢」，發展潛力在「亞洲四小龍」中無人能比。
面對新的歷史機遇，港人應該頭腦清醒地看到未

來所在、希望所在，充分認識到「一國兩制」
下，香港為國家發展積極貢獻，就是為香港自己
創造繁榮，兩者「二位一體」，相得益彰。在這
個過程中，港人可以不斷強化國家民族觀念，堅
定抵制衝擊「一國兩制」的任何政治圖謀，堅定
維護兩地更緊密合作的大局。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時不我待，香港應隨時而
動，順勢而為。面對國家推進「一帶一路」、亞
投行的宏大戰略，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特
首梁振英提出，特區政府要「適度有為」，香港
要強化「超級聯繫人」功能，全面參與各項國家
戰略，這是管治思維適應時勢的重大轉變，為香
港發展找對方向。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強調，
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
主導體制，特首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
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正本清源，為香港
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高效施政，明確了法律依
據。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中國航船乘
風破浪，必然給香港帶來無限機遇。讓我們全
體港人珍惜機遇，善用優勢，有所作為，擺脫
政爭，拒絕內耗，共同創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明
天。

祝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早日實現！
祝福我們偉大的祖國國泰民安，明天更美好！

中國夢穩步落實機遇無限 香港貢獻國家獲發展紅利
A6 重要新聞

創科局不立 競爭力不前
港排名續第7「創新」僅列27 各界促急追

星多範疇超港 政通人和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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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方面得分及排名
項目

整體

基礎建設

商品市場效率

勞動力市場效率

金融市場發展水平

制度

技術就緒度

高等教育和培訓

宏觀經濟環境

商業成熟度

創新

衛生與初等教育

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全球競爭力報告》

製表：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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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全球競爭力報告》

製表：翁麗娜

國家/地區

瑞士

新加坡

美國

德國

荷蘭

日本

中國香港

芬蘭

瑞典

英國

中國台灣

中國內地

得分
（最高7分）

5.76

5.68

5.61

5.53

5.50

5.47

5.46

5.45

5.43

5.43

5.28

4.89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楊佩
韻 ) 最新《全球競爭力報告》
出爐，中國內地全球排名繼續
維持在第廿八位，成為全球主
要新興市場中最具競爭力的經
濟體，繼續領跑其他金磚國
家。報告認為，內地在普及基
礎教育、公共衛生、投資基礎
設施等領域，表現出較高水
平，反映其已有一個相對穩定
的宏觀經濟環境。不過報告認
為，部分經濟體或在下一次全
球性經濟動盪中，陷入更深
重、長期的困境，建議各國要
推行長遠的結構性改革，未雨
綢繆。

倡創新及增內需提競爭力
是次報告撰寫人之一奧利弗

．卡恩表示，中國內地經濟基
礎總體來說非常強健，如在普
及基礎教育、公共衛生、投資
基礎設施等領域，表現出較高
水平。這成果不僅對中國內地

未來成為一個全球製造業中
心，有着重要意義，亦是未來
發展建設的寶貴資產。
不過，報告認為，中國內地

面對生產成本增加及人口老化
問題，在過去6年的競爭力停
滯不前，建議中國內地借助創
新及內部消費提高競爭力。
報告認為，亞洲經濟體在面對

諸多挑戰和顯著區域內差異，競
爭力整體向好，新加坡、日本、
香港仍穩定在全球十強行列。印
度亦停止連續五年的下滑勢頭，
全球排名升至第五十五位。
另外，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

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表
示，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催生全
新的行業與經濟模式，或令現
有的行業及模式快速衰落。他
認為，各國要在新經濟環境中
保持競爭力，如重視促進生產
力增長及人才培訓等方面，未
雨綢繆，否則會陷入更深重、
長期的困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佩韻 ) 被譽為
「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及新加坡，猶如雙
生兒般，經常在不同範疇互作比較。在今
次的競爭力報告中，香港在多個範疇都遜
於新加坡，如衛生與初等教育方面，香港
在全球排名第二十九位，新加坡就排第二
位；香港雖在商品市場效率排名第二，但
新加坡卻「爬頭」成為全球第一位。報告
指，新加坡經濟表現持續高企，加上政府
大力支持等因素，是令新加坡稍勝香港的
原因之一。

「制度」「基建」等大幅拋離香港
新加坡連續第五年，在《全球競爭力

報告》排名第二，當中「高等教育和培
訓」及「商品市場效率」兩個範疇排全
球首位，分別得分6.2分及5.7分。至於
「制度」、「基礎建設」、「衛生與初
等教育」、「勞動力市場效率」及「金
融市場發展水平」五方面，就在全球排
第二位，大幅拋離香港。
報告表示，新加坡因為經濟表現持續

高企，且市場影響力亦與香港旗鼓相

當，加上勞動力市場效率高等因素影
響，令新加坡能連續第五年在全球排名
第二位。
報告續指，就算女性投入勞工市場的

比率較低，但新加坡的市場仍可穩定發
展，相信與政府的政策協助有關。
另外，日本在今次排名第六，稍勝排

名第七的香港。日本在「衛生與初等教
育」方面取得6.7分，全球排名第四，較
得分6.3、排名第二十九的香港為好。日
本的「市場規模」在全球排名第四，大
大拋離排名第三十二位的香港。報告表
示，日本有不錯的經濟市場體制，且經
濟在近7年有逐步改善的跡象，未來發展
關鍵要視乎日本能否在人才培訓方面多
下功夫。
不過日本在部分範疇能力遜於香港，

如在「宏觀經濟環境」方面，日本排名
第一百二十一位，而香港就排名第十六
位。在「勞動力市場效率 」方面，香港
排名第三，得分5.6分，但日本就排名第
二十一位，得分4.8分，反映日本在部分
範疇需要多加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楊佩韻 ) 香港一直以「國際金融中
心」聞名全球，但最新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香港
金融業方面的競爭力由全球首位滑落至第三位，不敵新西
蘭和新加坡。報告解釋，主要是受借貸雙方保障的法定權
利指數，及取得創投資金難度增加兩大因素所拖累。有業
界人士認為，新加坡是繼中國市場以外，成為最大的中國
期貨指數市場，交投量增多，對結果不感意外。

支援創新能力 具學歷人才不足
《全球競爭力報告》指，香港在「金融市場發展水平」方
面得分5.5分，全球排名第三，不敵排名第一的新西蘭及第二
的新加坡。報告解釋，主要是受借貸雙方保障的法定權利指
數，及取得創投資金難度增加兩大因素所拖累。報告續說，
在港營商最主要有三項困難，包括政府官僚欠缺效率、支援
創新的能力及具學歷的人才不足。

關焯照：須「制度」「創新」等增競爭力
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焯照接受本報記者查詢時

指，雖然今次排名首次錄得下跌，但是實際表現仍勝過倫敦
及紐約等國際知名金融中心，相信不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不過，他同意香港高學歷人才不足的說法，並認
為部分大學教授近期專注於學術論文的發表，忽略教導及培
訓學生，長遠不利於香港人才及文化等軟件投資。
關焯照表示，特區政府的相關政策及發牌制度緩慢，需要

多加改善，但認為香港整體排名仍可繼續位於歷史高位，為
全球第七位，形容今年的結果是「可以接受」。他表示，香
港未來要打進首5名的排名，首先要改善官僚制度、創新能
力及人才培訓等方面，增強競爭力。

洪灝：「滬港通」「深港通」保地位
交通國際研究部董事總經理洪灝表示，香港交投量近期減

少，現時每日平均只有近600億港元的交易，但在中國內
地，高峰期每日平均可以高達2.3萬億元人民幣。至於新加坡
已經成為中國市場以外，最大的中國期貨指數市場，形容態
度非常進取，洪灝期望，「滬港通」及「深港通」等措施會
有助推動兩地股票市場互聯互通，藉此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

麥萃才：創科局助長遠發展
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表示，未來若能成

立創新及科技局，在人才、資金及場地等方面配合行業發
展，相信會為香港經濟帶來長遠發展。

內地經濟強健 領跑新興市場

世界經濟論壇根據「基本條件」、「效率提升」、「創新與先進」
3大範疇，共12個項目作評分標準，對全球140個經濟體作評

比。在3大評估範疇中，香港在「基本條件」及「效率提升」中均排名
第三位；惟在「創新與先進」範疇表現欠佳，僅排名全球第二十三
位。此範疇的評分項目中，香港的「企業先進」評分全球排第十六
位，而「創新」更是香港得分最低的項目，全球排第二十七位。

陳家豪：再提醒當務之急是創科
互聯網專業協會副會長陳家豪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現代經

濟產業與科技環環相扣，港府在創新科技的落後，導致全球競爭力排
名停滯不前。他提到，早前有互聯網巨擘想在港設置數據中心，特區
政府卻冷淡看待，反而新加坡提出減稅，更刻意撥地讓其進駐，「新
加坡面積這麼小，都願意這樣做，因為她知道對方的價值。」
他說，不少位於日本及台灣的數據中心都想搬到不受天災影響的地

方，但特區政府似乎未能掌握事件重要性，因為當數據中心搬進香
港，將帶動培育本地科技人才。
陳家豪強調，報告再一次提醒本港創新科技有很大的改善空間，認
為政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是當務之急，讓香港擁有一個專門統籌科技
事宜的部門。他感慨，香港昔日是「四小龍」之首，但是時移世易，
被鄰近的韓國及新加坡追上，兩者分別在科技及金融方面超過香港，
強調政府要擺脫「用錢資助就能成事」的觀念，而是在政策上作出配
合。

鍾樹根：籲反對派勿再搞政治化
民建聯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成員鍾樹根表示，目前處

理科技創新事宜，只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由於非行內人主導，亦無權力制定政策，在推動創新方面的能力
非常有限。他強調，報告突顯本港科技創新落後，有必要急起直追。
他指立法會復會後，會立刻討論通過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由內行人領
導內行人，呼籲反對派不要將事件政治化。

巫伯雄：港早應由行內人領導
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巫伯雄表示，環球經濟運作以

前是靠資本推動，現時則是靠科技創意推動，政府協助社會推動創新
科技是世界潮流。他又說，「香港應該一早成立創科局，由行內人領
導行內人」。

麥萃才：成立創科局助行業發展
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也認為，如果能夠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雖然短期難以縮窄和其他城市在創新科技上的差距，但將
會有助創新行業在人才、資金及場地上的配合，有利行業發展。

當局：續推動經濟方向高增值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言人回覆，指香港相對於其他大部分經濟體，

依然極具競爭力，特別是在「基本條件」及「提升效率」兩方面，主
要有賴於政府成熟的體制、良好的營商環境、穩健的財政政策、靈活
的市場機制以及有效的金融監管制度。發言人又指政府會持續大力投
資以推動長遠經濟發展。特區政府將繼續改善基礎設施以擴大本港經
濟容量，並致力提升人力資源的質素以擴闊經濟基礎，引導經濟向高
增值方向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世界經

濟論壇（WEF）公佈2015年至2016年全

球競爭力排行報告，香港競爭力連續3年

排名全球第七位，但在「創新與先進」範

疇表現差強人意，排名為全球第二十三

位，遠較排行第十一位的新加坡為低。有

立法會議員、大學學者及業界代表均認

為，報告提醒本港在創新方面遠遠落後於

其他地區，若不急起直追，恐追不上時代

巨輪，有必要「先走出第一步」，成立創

新及科技局，推動本港創意科技。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回應指，特區政府會致力提升

人力資源的質素以擴闊經濟基礎，引導經

濟向高增值方向發展。

■■世界經濟論壇世界經濟論壇（（WEFWEF））公佈公佈20152015年至年至
20162016年全球競爭力排行報告年全球競爭力排行報告，，香港競爭力香港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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