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競爭力亞洲第二
博鰲論壇發佈年度報告 星洲居首內地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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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何玫、安莉 博鰲

報道）博鰲論壇《亞

洲競爭力 2016 年度

報告》昨日發佈，提

供了對亞太地區 37

個經濟體競爭力的評價分析。新加坡連續3年居首位，香港、

韓國、台灣分別為第2至第4位；第5至第10位分別是澳洲、

新西蘭、日本、以色列、中國內地及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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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港競爭力分項指數對比
新加坡 香港

商業行政效率 96.1 91.8

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 48.0 36.2

社會發展水平 72.4 74.7

整體經濟活力 54.2 57.4

基礎設施狀況 64.0 66.9

註：指數總分為100。

數字博鰲
2016年年會
會期4天設88場活動，包括開
幕大會，51場分論壇，15場
圓桌會議，5場主題餐會，10
場對話創業者，6場電視辯
論。

參會代表總數2,100人
來自62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國
家元首和政府首腦13人，國際
組織負責人和部長及官員94
人，企業代表1,122人（包括
近 200 家世界 500 強企業高
管）；合作夥伴24家，媒體合
作夥伴25家。

從近6年的評估結果看，亞太經濟體間
的排名相對穩定，「亞洲四小龍」的

新加坡、香港、韓國、台灣位居前列，日
本、澳洲、新西蘭、以色列等經濟體因長
期積累的基礎設施、社會發展、人力資
本、與創新能力等較具優勢，緊隨在「亞
洲四小龍」之後。發展中小型經濟體競爭
力顯得較脆弱，如伊朗因受石油禁運和中
東動盪等因素影響，競爭力受到較大衝
擊。另外，亞洲各個經濟體都有保持經濟
社會持續穩定發展和維持綜合競爭力不斷
提升的內在動力，大部分也都不斷在完善
基礎設施，提升經濟實力，消除腐敗、簡
政放權等。

港需改善高等教育創新力
《報告》稱，競爭力最強的新加坡連續5
年保持亞洲最高效的行政效率，具有最便
利的營商環境。世界經濟論壇給出的全球
競爭力排名中，新加坡僅次於瑞士，居第2
位。新加坡基礎設施是世界一流的，她的
競爭力體現在對教育的重視，尤其是持續
增加公共教育和基礎教育投入，將高等教
育入學率提升到逾80%。並保持着較強的
創新活力，尤其表現在國際專利的申請量
和高科技產品的出口方面。
排名第二的香港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
體之一，擁有高效穩定的營商制度和金融
市場，香港的最大領先優勢是基礎設施領
域，擁有世界一流的交通設施網絡和高品
質的信息技術設施平台。香港近些年經濟
增速有所回落，為了建立真正的創新驅動
經濟體，香港尚需要改善高等教育和創新
能力。

位於第3位的韓國，擁有全世界最高的教
育入學率，始終保持着較高的教育投入強
度，人均國際專利的申請量居亞洲第二；
此項排第一位的是台灣，台灣在通訊和互
聯網領域較上一個年度提升了兩位，但需
要在營造更好的商業環境方面加強。日本
社會發展方面的競爭力表現較強，但社會
投資不足，使日本的持續改善程度有限。

中國內地朝創新驅動發展
雖然中國內地經濟增速出現放緩，但還
是保持了一個「重高速」，通脹率較溫
和，同時內地也正朝着創新驅動的經濟體
目標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綜合競爭
力比上一年度提高了6位，主要是由於印度
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國內經濟回到
了高增長的軌道。
博鰲論壇昨天還同時發佈了《亞洲一體
化進程報告》及《新興經濟體發展報
告》，就亞洲經濟體之間依存度下降、新
興經濟體增長率放緩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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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玫、安莉博鰲
報道）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
世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昨
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表示，「一帶一
路」將會讓中國實現一個高收入國家的中
國夢，也給沿線國家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讓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

抓住機會可實現快速發展
具體來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具有先

天優勢，即基礎設施建設的施工能力、建設
所需材料產業、建設所需資金對應的貿易儲

備等幾個方面。林毅夫分析，二戰以來，抓
住了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
期的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都能取得
20年至30年的快速發展，從低收入變成中
等收入甚至進入高收入。日本、亞洲四條小
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皆是如此。所以「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若能夠抓住這次國際轉移
的機會，就可以實現快速發展，但前提是政
策環境和基礎設施的完善。
林毅夫分析，「一帶一路」沿線絕大多

數國家的工資水平都較中國低，如果這些
國家能抓住機會，就可以實現如中國、

「亞洲四條小龍」或日本般快速發展。這
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最大機遇，同時也是
發達國家的機遇，因為發達國家目前力爭
經濟復甦，最需要的就是世界其他部分的
快速增長，提供市場、提供需求。
林毅夫強調，抓住這個機會需要有政策

環境和完善的基礎設施兩個條件，現在絕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瓶頸之一，就是
基礎設施非常短缺，難以發揮優勢。「一
帶一路」倡議的切入點就是基礎設施的互
聯互通帶來貿易、人文、文化各方面的溝
通與流通。

林毅夫：「一帶一路」是沿線國新機遇

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簡稱「瀾湄
合作」）首次領導人會議今日在海南
三亞召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出
席。這是2016年中國主場外交的開篇
之作。中國與湄公河五國緬甸、老
撾、柬埔寨、泰國和越南的領導人齊

聚一堂，攜手打造「瀾湄合作」機制次區域合作平台，共
商發展大計，標誌着中國與周邊友好國家邁出了新的步
伐。

2014年11月，李克強在第17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
提出建立「瀾湄合作」機制的倡議，受到有關東盟國家的熱
烈歡迎。2015年11月，舉行了「瀾湄合作」首次外長會。

在亞洲區域一體化深入推進，湄公河國家發展潛力日益
彰顯的背景下，「瀾湄合作」機制成為區域內國家突破發
展瓶頸，實現優勢互補，深化區域合作的最新嘗試。

「瀾湄合作」機制是次區域合作的又一新平台，定為縮小
東盟內部差距、促進東盟共同體建設，注入新活力，為本地
區各國提振經濟，發展民生提供新動力，為「10+1」、
「10+3」合作進一步充實內涵、提質增效帶來新思維。

「瀾湄合作」也將成為「南南合作」的又一典範，它將
成為發展中國家互幫互助、共同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
發展議程的新實踐。

對接東盟共同體目標
作為大湄公河流域國家政府間合作機制，「瀾湄合作」

機制的目標是與瀾湄國家共同打造命運共同體，將重點推
進政治安全、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社會人文等三大領域，
恰好與東盟共同體建設的三大目標全面對接。

「瀾湄合作」機制聚焦可持續發展議題，以互聯互通、
產能、跨境經濟、水資源、農業和減貧為5個優先合作方
向。目前，中泰、中老鐵路、中緬陸水聯運大通道等重大
項目建設已經正式提上日程，湄公河國家也將成為國際產
能合作的重要方向。中方將和湄公河國家加強水資源技術
的合作及信息共享，促進綠色、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此
外，瀾湄6國還將建立瀾湄綜合執法安全合作中心，將打
擊毒品犯罪、恐怖主義、網絡犯罪等納入執法安全合作範
圍，為瀾湄國家發展營造和平穩定的環境。

秉持「開放包容」理念
現在，一些人對「瀾湄合作」機制存在誤解或疑慮：中

國是不是想利用這一機制與現有合作機制「爭地盤」，以
求「一家獨大」？答案是否定的。

從成立之初，「瀾湄合作」機制便強調 6 國共商、共
建、共享，確立了「協商一致、平等互利、統籌協調、尊
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合作原則。秉持「開放包
容」理念，同現有的地區及次區域機制開展相互補充、和
諧共存、良性互動的交流與合作關係，是「瀾湄合作」機
制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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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中心令中外記者驚喜
今年博鰲論壇年會吸引了國內外共1,039名記者到來採

訪，包括BBC、俄羅斯塔斯社、英國《金融時報》等
204名外媒記者。讓記者們最感驚喜的莫過於新建成的新
聞中心，相比以往在KTV包房、在健身中心裡工作，今
年的博鰲新聞中心可謂是高端大氣。建築面積約4,100多

平方米的新聞中心建築似「海鷗展翅」，可接待近2,500名記者，還設置
了4個出入口，分別連接博鰲亞洲論壇二期酒店、主會場和碼頭，從新聞
中心步行至主會場僅需5分鐘。不過因安檢嚴密，論壇秘書處反覆提醒記
者們一定要熟悉警界線，因為如果不小心跨出了警界線，返回界限內
時，就需要反覆安檢，有不熟悉情況的記者一天已被檢了多次。好在對
此情況大家都能理解。

「亞洲廣場」匯聚28國風情
今年博鰲讓人們「驚艷」的當屬開業不久的「博鰲亞洲風情廣場」。

該項目為博鰲亞洲論壇核心配套，佔地14萬平方米，總投資約13億元人
民幣，是匯聚了亞洲28國風情商業和海南特色文化的綜合旅遊商業區，
除了海南沉香、黃花梨，陶藝、黎錦、苗繡等傳統工藝品外，還有印
度、土耳其、俄羅斯、泰國、印尼、新加坡、越南等亞洲美食，每家餐
廳均由來自各自國家的大廚及演員，分別主理美食及歌舞表演，讓人對
亞洲各國美食文化有原汁原味的體驗。

■記者何玫、安莉博鰲報道 ■■泰國藝人表演泰國藝人表演。。 記者安莉記者安莉攝攝

■新建成的新聞中心。 記者何玫攝

■■林毅夫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表林毅夫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表
示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將會讓中國實現一將會讓中國實現一
個高收入國家的中國夢個高收入國家的中國夢，，也給沿線國也給沿線國
家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家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記者安莉記者安莉攝攝

■■博鰲論壇博鰲論壇《《亞洲競爭力亞洲競爭力
20162016年度報告年度報告》》昨日發佈昨日發佈，，
香港排名第香港排名第22。。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亞洲競爭力排名前十名
1.新加坡 2.香港 3.韓國 4.台灣 5.澳洲

6.新西蘭 7.日本 8.以色列 9.中國內地 10.巴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