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競爭力榜 港蟬聯一哥
政府效率營商效率三連冠 經濟表現插水顯增長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

院前日發表《2017年全球競

爭力排名報告》，香港蟬聯第

一位。在四項競爭力因素評分

中，香港在「政府效率」和

「營商效率」的排名，連續3

年全球第一；「基礎建設」的

排名亦由第二十一位微升至第

二十位；但「經濟表現」排名

則由第五位降至第十一位，反

映香港在外圍環境不穩下，整

體增長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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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涵蓋全球63個經濟體競爭力
排名，香港連續兩年排第一

位；第二位的瑞士同樣排名不變；
新加坡居第三位，較去年升一位。
美國則跌出頭三位，僅排第四，主
要原因是特朗普上台後政治不穩和
保護主義風險增加，抵消了就業市
場改善和通脹趨穩等正面經濟進
展。中國內地整體排名上升7位，排
第十八位；台灣地區則排第十四
位，與去年相同。

外圍不明朗 港須擴市場
報告就「經濟表現」、「政府效
率」、「營商效率」和「基礎建設」
四項競爭力因素對各經濟體評分，每
個界別中又有5項細分，評分標準根
據各經濟體過去一年的相關數據，同
時考慮了6,250多名企業管理層的意
見。在「經濟表現」界別中代表生活
成本的一項，香港在63個經濟體中
排尾二，僅高於委內瑞拉，原因是香
港住宅和寫字樓租金較平均值高近兩
倍。報告指出，香港今年需要面對外
圍不明朗環境，鞏固支柱行業的同
時，亦須擴闊市場及經濟基礎。

數碼競爭力升4位排第七
洛桑管理學院前日亦首次發表獨立
的《全球數碼競爭力排名報告》，將
排行榜分拆出全球競爭力排行之外。
排名頭5位分別是新加坡、瑞典、美
國、芬蘭和丹麥。香港排名第七位，
較去年升4位，也是兩個打入頭10名
的亞洲經濟體之一。中國內地排第三
十一位；台灣地區則排第十二位，兩
者均升4位。
數碼競爭力排名根據「數碼知
識」、「科技環境」及「未來準備」
三大界別評分。世界競爭力中心主任
布理斯表示，排名目的是衡量各國家
和地區採用和探索數碼技術的能力，
這能夠促進政府實踐、商業模式和社
會的整體轉型，兼具支持性和包容性
的政府機構，肯定會對技術創新有所
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雖然香港
再度蟬聯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但「經
濟表現」排名就由第五位降至第十一位。
行政會議成員、香港總商會立法會議員林
健鋒表示，這反映香港經濟環境存有隱
憂，包括容易受外圍經濟影響，以及缺乏
新的經濟增長點。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葛珮帆更指，若
香港不加倍努力，未來競爭力未必能夠繼
續保持世界第一。
林健鋒表示，面對全球不同區域之間的

競爭，香港不能單打獨鬥，更不能長期
「食老本」。他指政府及社會各界應把握
「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發展機遇，爭取成
為亞投行財資中心，並推動大灣區金融、
貿易、物流、旅遊以及創新科技發展，以
加強自身競爭力。
至於今年首次發表的《全球數碼競爭力
排名報告》，新加坡排名第一，香港僅排
名第七，林健鋒認為，香港創新科技及數
碼轉型方面應急起直追，包括透過各種稅
務優惠，吸引高科技企業來港落戶，並鼓
勵企業創新及科研發展。

葛珮帆倡重科技保競爭力
葛珮帆表示，十分高興香港世界競爭力

仍能保持世界第一，但從報告中仍能看到
隱憂。以數碼競爭力為例，香港世界排名
過去多年一直有升有跌。香港曾經在數碼
科技上領先世界，但近年卻像龜兔賽跑中
的兔，科研不足，政府亦不重視，開始墮
後。她表示，今屆政府想設立創科局又被
拉布3年，與世界差距愈拉愈大，自創科
局成立才大幅改變香港創科業氛圍，明顯
有更多資金、人才匯聚香港，才令香港排
名全球第七。
她指出，新加坡已屬世界第一，香港必
須急起追落後。她認為，數碼科技日後對
世界競爭力的重要性只會愈來愈高，希望
政府及社會各界更重視科技發展，令香港
可保持競爭力。
葛珮帆續說，生活成本高企問題持續，

大幅影響香港營商環境，如寫字樓供不應
求、商廈住宅租金高企，中環及啟德商業
地王出現，反映商業土地嚴重不足，均影
響外來投資者、人才投資及發展意慾。因
此，她認為政府除了需要繼續增加住宅供
應外，亦要增加商業樓宇供應，同時應把
中區郵政總局及灣仔政府合署等政府設施
盡快搬離核心商業區，以釋出更多優質商
業用地，供香港長遠未來商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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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
香港連續第二年獲評選為全球最具
競爭力的經濟體，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日表示，這是對香港在恪守財
政紀律、致力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以及構建穩健金融體系方面所作出
努力的充分肯定。

陳茂波：喜見港再獲殊榮
陳茂波說：「我很高興香港自去

年重返首位後，再次獲得全球最具
競爭力經濟體的殊榮。我感謝瑞士
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對香港的高
度評價。」
不過，陳茂波亦指，面對環球經
濟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必須努力
鞏固香港固有競爭優勢，包括自由

開放的市場原則、優良的法治傳
統、高效的公營部門以及穩健的體
制。
他強調，同時要積極開拓新市場
和支援新產業發展，提升香港長遠
競爭力。
《2017年世界競爭力年報》評分

的四項競爭力因素中，香港在「政
府效率」和「營商效率」繼續保持
全球第一，在「基礎建設」的排名
亦有改善，由第二十一位微升至第
二十位。另一方面，香港在「經濟
表現」的排名，由第五位降至第十
一位，陳茂波認為，這大體反映
2016年香港在外圍環境不穩下，整
體經濟增長相對2015年略為放緩的
情況。

港須鞏固優勢 增長遠競爭力

■林健鋒 ■葛珮帆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2017年全球競爭力排名報告》中，香港連續兩年排第一位。圖為維港一隅。資料圖片

■陳茂波表示，面對環球經濟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必須努力鞏固香港固有
競爭優勢。圖為他早前與特首梁振英等到中山市考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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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與德國總理默克爾
舉行中德總理年度會晤，兩國將在創新等方面尋
求新的合作領域，希望通過中德良性互動對中國
與歐盟其他國家的合作起到示範和推動作用。李
克強總理接着將到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中歐峰
會，標誌着中國和歐洲這兩大經濟體的合作，將
持續推進。中歐之間合作空間巨大，雙方加強合
作，對於當前複雜多變的世界經濟形勢，意義尤
為重大。尤其是在美國考慮退出《巴黎協定》的
大背景下，有份參與協定的中國與歐洲合作更趨
緊密，將對全面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促進全球
穩定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中歐深化合作，對於
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也將產生積極的
推動作用。

中德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始於2004年，目前兩
國已建立了包括政府磋商在內的70多個雙邊磋商
合作機制。如今，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德國的
最大貿易夥伴，德國也是中國在歐洲第一大貿易
夥伴。今年是中德建交45周年，李克強此時訪問
德國，最重要的就是回顧45年中德關係的發展，
確定中德關係新的合作領域和新的方向。

特別是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考慮退出《巴黎協
定》之際，李克強強調中國會繼續履行《巴黎協
定》中的承諾，顯示中國與全球一起，繼續共同
應對氣候暖化的挑戰，顯示出中國對於國際重大
事務的承擔，以及與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加強合作
的誠意和信心。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同意兩國應攜

手合作，促進全球穩定。許多國際問題專家都認
為，德國與中國經濟結構相似，互補領域眾多，
合作潛力巨大。而由於德國是歐盟最大的經濟
體，中德兩國在重大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和加強
良性互動，不僅能夠促進兩國合作，而且將對中
歐關係有相當重要的示範和推動作用。

至於李克強總理接下來參加的中歐峰會，各方
也予以高度關注和期盼。目前歐盟內部的保護主
義有所抬頭，亟需應對英國脫歐等多方面的挑
戰。不過，總體上看，支持經濟全球化和加強與
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合作，依然是歐盟
主要國家對外政策的基調。中國也一直支持歐洲
一體化，強調與歐盟加強區域合作，共同促進全
球經濟的復甦和發展。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建
設方面，更希望能夠與歐盟在鞏固過往合作基礎
的同時，開闢新的合作空間。

據了解，李克強將在中歐峰會上與歐盟領導人
發表聯合聲明，重申支持及落實《巴黎協定》。
同時，也積極向歐盟宣傳「一帶一路」建設，努
力開拓中歐新的合作空間。歐盟作為「一帶一
路」沿線的重點地區，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
和第一大技術來源，雙方合作蘊涵着巨大的潛力
和空間。可以預料，隨着中國領導人與歐盟領袖
密切的互動，雙方合作將進一步加強，未來中歐
有望成為聯合推動經濟全球化以及加強區域經濟
合作的中堅力量，為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將
承擔更大的責任和產生更大的推動作用。

中歐加強合作 促進世界共同發展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2017年世界

競爭力排行榜，香港連續第二年排名第一，反映
香港整體競爭力仍具一定優勢，但多項細分項目
已排名靠後，顯示香港發展亦潛藏近憂遠慮。面
對環球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香港的制勝之道是
不故步自封吃老本，必須時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清
醒頭腦，在鞏固原有優勢的同時，大膽創新，積
極開拓新優勢、新產業，彌補發展短板，切實提
升長遠競爭力。

蟬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地區，是對香港傳統優
勢的充分肯定。在四個界別的評分中，香港在政
府效能和商業效率均排名第一，包括自由開放的
市場、優良的法治傳統、高效的公營部門以及穩
健的體制等固有優勢仍然出色，說明香港制度和
經濟基礎穩健，發展保障確有過人之處。事實
上，這也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真正落實的明
證。對此，港人應保持和充滿信心。

但值得關注的是，本港全球競爭力總體排名第
一的同時，多個細分項目例如生活成本、基礎設
施、數碼競爭力等表現並不樂觀。例如，經濟表
現跌至第11名，基礎設施亦只是排名20，反映
香港的競爭優勢日益削弱。香港競爭力的近憂，
首先在成本高企。生活成本一項，香港在63個
調查的國家和地區中排尾二。近期多幅商業用地
創出天價，更令人擔心未來營商成本進一步攀
升，難免影響外來投資者和人才來港發展的意
慾，這對經濟發展、創新能力都有不可忽視的負

面影響。要解決這一短板，必須大力增加土地供
應，政府除了繼續增加住宅供應外，亦要增加商
業樓宇的供應，保持香港營商環境的競爭力。

香港競爭力的遠慮，在於創新力不足。今年首
次發表的數碼競爭力排名，頭3位分別是新加
坡、瑞典和美國，香港只是排第7。從去年世界
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到今年洛桑學院的排
名，不約而同指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落後，成為
香港的薄弱環節。根據2015年的數據，香港在
科研的總支出僅佔GDP的0.76%，明顯落後於
國際平均值的1.54%，反映香港未能在向創科經
濟轉型方面居於前列，若再不迎頭趕上，競爭力
大幅下滑將在所難免。

更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反對派不斷以政治鬥
爭拖慢、阻礙本港創科發展的步伐，阻礙政府提
升香港競爭力。今屆政府開設創科局提升對創科
發展的統籌支援，但因反對派拉布，擾攘3年才
得以成事。如果此風持續，香港勢必一再錯失發
展機遇，賠上大好前途。為香港前途計，實在不
容拖拖拉拉，「自己倒自己米」。港人正面對一
系列關鍵抉擇，例如特區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決心
尋地建屋，包括研究開發生態價值不高的郊野公
園邊陲；加快河套區高新科技園建設，以抓住機
遇構建港深融合的創新科技優勢，這些措施對提
升香港競爭力大有裨益。香港是糾纏政爭、原地
踏步，還是聚焦發展、創出新天，相信港人定能
作出明智抉擇。

競爭力蟬聯第一可喜 勿故步自封吃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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