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表2016年世界競
爭力年報，香港競爭力排名第一；而在中國社
科院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香港連續第二年
被深圳趕超，位居第二。各類競爭力排名榜標
準、角度、重點皆有不同，香港在其中所佔據
的位次有高有低，並不奇怪，恰恰反映他們對
香港的優勢和隱憂的看法。香港既有雄厚的硬
件和軟件實力，又受惠於「一國兩制」的制度
優勢，但創新動力不足等發展瓶頸問題也非常
突出。面對激烈競爭，港人既不應妄自菲薄失
信心，也不能固步自封吃老本，必須時刻保持
居安思危的清醒態度，善用優勢、增創優勢，
勤練「內功」提升整體競爭力。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最新出爐的全球競爭力排名
榜，香港跑贏瑞士和美國，一躍成為全球競爭力
最強的城市，獨佔鰲頭；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公
佈的2015年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香港卻再次
被深圳超越，屈居亞軍。兩個排名榜雖然評估工
具、方法及標準皆有不同，但其結果帶出的啟示
意義十分明顯。毫無疑問，香港在國際競爭力排
名中的優異表現，得益於本地發達的銀行和金融
系統、鼓勵創新的政策，以及完善的法制、簡單
的低稅率和資本自由出入的便利等一系列優勢。
更重要的是，香港長期為中國內地提供外國直接
投資和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的門戶，這一獨特的
「超級聯繫人」角色贏得不少的加分。

但僅靠傳統優勢並不代表香港就能夠在激烈

的競爭中所向披靡。社科院的報告指出，香港
在經濟規模、知識城市競爭力、信息城市競爭
力方面落後於內地多個城市，綜合增量競爭力
指數較去年第32位繼續下滑，不僅落後於北上
廣，也被中西部的重慶、成都和長沙等城市超
越。這恰恰反映，香港在區域競爭中優勢此消
彼長，與競爭對手的差距不斷縮窄。在肯定自
身優勢、保有自信和樂觀的同時，香港也應提
高危機感，努力彌補不足。

作為產業結構單一的「細小外向型」經濟
體，香港單靠本地市場，難以保持可持續發
展，若繼續坐困圍城，一味依賴過去累積的成
果，難免「坐吃山空」，陷入「被邊緣化」的
困境。故此，香港必須發展新的增長點，尤其
要借助國家的發展，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培育
新興產業，提升整體競爭力，為經濟和社會發
展找到穩定的新動力。

應該看到，國家的「十三五」規劃、「一帶
一路」戰略、亞投行計劃，皆為香港帶來充足
的發揮空間和機遇。隨着眾多政策和戰略的推
出落實，香港只要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的結合點，就能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優勢和
地位的鑰匙。香港各界應該保持樂觀、看清形
勢，積極把握發展機會，凝聚正能量聚焦經
濟，腳踏實地地推進創新發展，令香港在激烈
的競爭中站穩腳跟，保持發展後勁，持續鞏固
優勢。

不妄自菲薄失信心 勿固步自封吃老本
本港公立醫院近期發生多宗醫療事故，瑪麗

醫院日前將一名病人拔除導管致死亡，事件疑
涉處置失當；護士管理局昨日就2011年九龍醫
院「紗布封喉」案判案，裁定3名護士專業失
德。醫療事故一宗也嫌多，因為與人命息息相
關。食衛局、醫管局等部門應從多方面查找原
因，包括檢視操作是否正確、複查是否存在不
足之處，前線醫護人員能否保持高度責任心，
以及前線醫護的人手配備、工作壓力，作出針
對性的補救措施，切實堵塞醫護漏洞，避免重
蹈覆轍，以保障病人的權益和安全，增強公眾
對公立醫療服務的信心。

本港醫療服務以優質嚴謹著稱，前線醫護
人員因專業細心贏得患者、市民好評。但是
近期備受關注的醫療事故，牽涉的醫護都並
非初出茅廬的新手，而是具有相當年資，當
中有人年資超過10年，達護士長職級。「紗
布封喉」事故涉及12名護士，更是本港歷來
涉及最多護士的醫療事故。為何接連發生有
經驗的護士在護理病人時出現失誤、導致死
亡的事件，「紗布封喉」事故中由多名護士
經手都未能發現問題，顯示護理操作中存在
重大紕漏，護理手法、對病人病情的核查等
環節，都有必要進行認真檢討，找到問題所
在，排除一再出錯的隱患。

醫者父母心。照顧病患要像父母呵護愛惜
子女一樣，這是醫護人員的使命和職業要

求，尤其是對於嚴重病患、長者，醫護人員
更必須付出額外的愛心和責任感。本港大多
數醫護人員都盡心盡力服務病人，但付出人
命代價的醫療事故再次警醒：前線醫護人員
的工作態度、工作投入程度，與病人的性命
安全攸關，醫護人員任何時候都不能有所鬆
懈，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疏忽，隨時都會造
成無可挽回的後果，每一次手術、護理都必
須如履薄冰，容不得有絲毫差錯。

檢討醫療事故，除了從醫護人員身上查找
原因外，人手配置也是重要方向之一。資料
顯示，公立醫院的日間護士與病人比例平均
為1比11，夜間的比例更高達1比21。而國際
標準的人手比例為1比4至1比6。本港護士病
人比例較國際標準高出一倍有多。前線醫護
人手不足，工作繁重，難免影響護理質素，
增加醫療事故發生的風險。政府、公立醫療
機構的主管部門務必下決心解決人手短缺問
題，紓緩前線醫護的工作壓力，減少醫療事
故機率。

儘管本港公立醫療服務仍是可靠可信，但
是接二連三的醫療事故反映並非個案，不能
掉以輕心。有關方面必須從前線醫護質素、
責任心、人力資源配置到整體系統管理和運
作等各個層面，進行全面深入檢討，吸取教
訓，提高警覺，防範同類事故重演。

（相關新聞刊A6版）

深究醫療事故成因 避免重蹈覆轍

城市競爭力 港再失榜首
社科院發佈藍皮書 深圳續拔頭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一年一度發佈的

《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示，繼去年首次失落榜首後，香港綜合經濟

競爭力今年再度被一牆之隔的深圳超越，而去年之前，香港曾連續12

年奪冠。課題組專家指出，香港雖然發展水平高，但經濟規模細小，且

高度開放，對外依賴度高，特別是在綜合增量競爭力、信息城市競爭

力、知識城市競爭力方面落後北上廣等內地發達城市。必須看到，香港

較內地優勢不斷收窄，同時面對內地自貿區的不斷興起，恐有被邊緣化

風險，須對外圍的變化有居安思危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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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告由中國社科院財經戰
略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
競爭力研究中心聯合發佈。報告
指，2015年中國兩岸四地294個
城市中，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十
強依次是深圳、香港、上海、廣
州、台北、天津、北京、蘇州、
澳門和無錫。與2014年相比，
綜合經濟競爭力十強城市名單沒
有顯著變化，只有廣州超越台北
躋身第4位，北京超越蘇州躋身
第7位。從十強城市的區域分佈
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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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添新興產業 增對外經貿
就香港而言，這是該系列報
告發佈14年來第二次被深圳超
越，屈居亞軍，此前香港曾連

續12年高居榜首。課題組分析
稱，香港雖然發展水平高，傳
統優勢產業憑借「一國」和
「兩制」的雙重優勢，在「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找到新的潛
在增值空間，但是其經濟規模
細小，且高度開放，對外依賴
度高，需進一步促進傳統產業
轉型升級，壯大新興產業，擴
大和加強對外經貿關係，從而
拓展新的增長源泉。
而風頭正勁的深圳，除製造

業優勢明顯以外，更湧現出華
為、中興、比亞迪等一大批具
有影響力的本土製造業企業和
眾多外向型中小企業，成為國
家重要的製造業中心。近年
來，深圳在轉型發展方面亦做
得較為突出，在創新驅動方面
有超越港澳之勢。不過深圳也
有短板，如文化競爭力只排到
了第16名，與其綜合競爭力的

排名差距懸殊。

澳門穩居前十 寶島經濟趨緩
另外，澳門此次的排名是第

九位。最近三年，澳門的綜合
經濟競爭力穩定在全國前十
位，但知識城市競爭力相對偏
弱。尤其是近年來澳門博彩業
連月下滑，整體經濟進入深度
調整期，產業結構迎來前所未
有的轉型契機。
台北綜合競爭力位居第五，

依舊位於全國前列，但和去年
相比之下被廣州超越。從台灣
內部的「五都」來看，各城市
經濟狀況存在較大差異，惟台
北一枝獨秀，長期保持第一。
在經歷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高速
發展時期之後，台灣城市表現
出經濟效率高、增長緩慢的趨
勢。這樣的特徵是台灣城市經
濟轉型過程的必經階段。 全球競爭力

港重返第一

此 前 專 家
表 示 ， 儘 管
大 多 數 指 數
均 處 於 領 先

地位，但香港在經濟規模、知
識城市競爭力、信息城市競爭
力方面落後於內地多個城市。
今年不僅是國家「一帶一路」
建設和「十三五」規劃的開局
年，更是香港重要的機遇年，
因此在與內地合作的過程中應
抓住機遇。香港的大小產業，

都可以憑借「一國」和「兩
制」的雙重優勢，發揮「超級
聯繫人」的作用，為長遠的經
濟和社會發展添加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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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綜合增量競爭力指數具
體來看，香港排名較2014年的
第 32 位 繼 續 下 滑 ， 跌 至 36
位，不僅落後於北上廣，也被
中西部的重慶、成都和長沙等
城市超越。此外，信息城市競

爭力排名第四，落後於廣州、
上海、深圳；知識城市競爭力
排名雖然較去年有較大提升，
但依然無緣前十，排名第11。

沈建法認為，未來一年，香
港將繼續受外圍不確定因素影
響，因此須挖掘自身的比較優
勢，同時借助國家重要戰略，
不斷提升產業競爭力和改善經
營環境，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
級，壯大新興產業。

■記者王玨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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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雙重優勢當好「聯繫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京報道）5月30日發佈的《中國
城市競爭力報告2016》對內地
38個大城市的城市病指數進行排
名，其中深圳、北京、廣州、上
海等四個一線城市均排在城市病
指數的前十位，其中深圳市的城
市病指數最高，「病情」最為嚴
重。

北京交通最擁堵
報告認為，城市病主要表現在
交通擁堵、房價過高、環境污

染、看病難等問題。城市病指數
中，深圳、北京、廣州、上海等
四個一線城市均排在前十，杭
州、溫州、濟南、西安、佛山、
石家莊等城市也在前十之列。
同時，城市病指數排行也通過

交通、環境、住房等分項指標進
行具體排名。在交通擁堵指數
中，北京市位居榜首。報告指
出，該市高峰時段平均車速僅為
22.61公里每小時，上班族高峰
時段用時為暢通時段的近2倍。
從空氣污染指數來看，石家莊

排名第一。報告認為，近年來，
京津冀、華南、成渝地區多個城
市出現嚴重霧霾天氣，嚴重危害
城市居民的身體健康。在前十名
裡，北京排名第6位，是唯一進
入「空氣污染指數」前十的一線
城市。
在房價收入比指數里，溫州
奪得首位，房價收入比為
17.563；北京其次，房價收入比
為14.872；深圳排名第三，房
價收入比為14.479。報告稱，
城市中心區人口規模大、密度
高的城市，房價收入比就會相對
較高。

北上廣深「城市病」趨重

香港各分項排名表
名稱 排名

■綜合增量競爭力 36

■知識競爭力 11

■和諧競爭力 1

■生態競爭力 1

■全域競爭力 1

■信息競爭力 4

■製表：記者 王玨

2015年中國城市
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
排名 城市 去年名次 升降

1 深圳 1 無

2 香港 2 無

3 上海 3 無

4 廣州 5 +1

5 台北 4 -1

6 天津 6 無

7 北京 8 +1

8 蘇州 7 -1

9 澳門 9 無

10 無錫 10 無

■製表：記者 王玨

■■《《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顯
示示，，深圳城市競爭力超過香港深圳城市競爭力超過香港
成為第一成為第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及美
通社報道，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
展學院(IMD)昨日發表《2016年
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香港在
全球61個國家或地區中競爭力排
名第一，是繼2012年後再次獲評
為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但亞洲
其他地區的競爭力有所下降。

老齡化創新力成挑戰
IMD金融學系教授布里斯表

示，香港銀行及金融系統發達，
政府奉行低稅率及簡單稅制，資
金流動不設限制，營商環境優
良，亦能鼓勵企業創新。此外，
香港也扮演中國內地與全球資本
市場的門戶角色，協助外資進入
內地。但人口老化及創新能力不
足將是香港未來挑戰。
新加坡今年競爭力排名第四，

是香港以外唯一打入排行榜十大
的亞洲經濟體，IMD形容當地基
建投資活躍，更大舉擴建物流設
施，有助維持競爭力。此外，瑞
士緊隨香港排行第二，過去3年
競爭力稱冠的美國下跌兩位排第
三。中國內地排名第25位。

今年 去年 國家 排名
排名 排名 或地區 升跌

全球競爭力十大排名

1 2 香港 ▲1

2 4 瑞士 ▲2

3 1 美國 ▼2

4 3 新加坡 ▼1

5 9 瑞典 ▲4

6 8 丹麥 ▲2

7 16 愛爾蘭 ▲9

8 15 荷蘭 ▲7

9 7 挪威 ▼2

10 5 加拿大 ▼5

■資料來源：美通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