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競爭力 港四度遜深
科技創新不足 社會矛盾加劇 結構轉型緩慢

A4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譚月兒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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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連續三

次失落榜首後，香港綜合經濟競爭力今次第四度被深圳超越，在此之前，香港曾連續12年奪冠。課題組專家

指出，從內因看，香港存在創新能力尤其是科技創新不足，經濟過度虛擬化和社會分化及矛盾加劇，經濟增

長動力不足、結構轉型步伐緩慢等問題。從外因看，香港同時面臨着全球挑戰和國內挑戰：貿易保護主義抬

頭和全球化政策遇挫惡化了香港發展的外部環境。此外，內地全面開放的新格局，使香港作為內地開放窗口

的作用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
昨天發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
示，台灣省的平均綜合競爭力位居全國
第6，位於全國前十，但較2016年下降兩
位。課題組指出，民進黨當局拒承認
「九二共識」導致兩岸關係陷於動盪，
兩岸政治僵持拖累經貿，同時島內長期
存在青年低薪、人口老齡化、人才流
失、電力供應危機、民間投資不足等一

系列經濟社會問題，交織成制約城市持
續穩健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阻
礙。
報告指，在綜合經濟競爭力總體較強

的基礎上，台灣各城市的表現參差不
同。台北市和新北市競爭力領先，其餘3
市排名依序是台中市、高雄市與台南市
則差距較大。與2016年相比，除台北和
新北在全國城市綜合競爭力位次不變

外，其他3市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亟須明確兩岸關係定位
課題組認為，2018年，從島內外及兩

岸政治經濟形勢來看，台灣經濟仍存在
諸多不確定因素。內部經濟轉型升級仍
面臨諸多瓶頸，短期內難取得大突破。
展望未來，台灣當局亟須明確對兩岸關
係的定位，按照「九二共識、一個中

國」的原則推進兩岸民間交流和務實合
作，發展與提升兩岸經貿關係。盡快恢
復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對
話協商，爭取在合適時機加入「一帶一
路」發展倡議；當局應爭取在適當時機
以適當身份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在大陸新一輪開放下，島內的先進
服務業有較大的發展機遇，應主動拓展
和進軍大陸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新形勢下，開放應
該永不停歇、追求質量，合作應該團
結互助、共迎挑戰，共贏應該面向未
來、攜手並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前日在會見出席「全球首席執行官
委員會」特別圓桌峰會的知名跨國企
業負責人時，堅定而有力地回答了面
對複雜變化的世界，人類社會何去何
從這一時代之問，再次向世界宣示新
時代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堅定決心和
信心，贏得與會嘉賓和國際社會的強
烈共鳴。
央視在評論員文章中指出，中國堅定

不移擴大開放，既是歷史經驗的深刻總
結，也是面向未來的戰略抉擇。正如習

近平主席所強調的，眺望新征程，我們
對改革開放更加有信心，更加相信對外
開放是中國發展的關鍵一招。
文章指出，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

國有諾必踐，一諾千金，從來不開空
頭支票，更不會出爾反爾，將國家信
譽視同兒戲。從推進「一帶一路」建
設，到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不打地緣博
弈小算盤，不搞封閉排他小圈子，不
做凌駕於人的強買強賣。中國堅持與
各國共商共建共享，堅持走開放融
通、互利共贏之路。
在前不久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上，習近平主席明確宣佈了中國擴大

開放的一系列重大舉措，涵蓋放寬市
場准入、改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
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等多個方面。
這些重大舉措，彰顯了新時代中國主
動開放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贏得
世界各國的廣泛讚譽。
文章進一步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

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不確定性
凸顯，但經濟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轉的
時代潮流。正因為如此，習近平主席呼
籲國際社會攜手共商、共建、共享，走
改革開放、創新發展之路，不要走封閉
僵化、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回頭路，
人類是一個利益、責任、命運共同體，
我們必須風雨同舟，攜手前行。

最新發佈的兩岸四地城市競爭力排行
榜，粵港澳大灣區表現引人注目，核心
區域「9+2」的11個城市中，深圳和香港
拔得榜首和榜眼，並共有6個城市躋身
300個城市的前20強。從區域競爭力來
說，粵港澳大灣區堪稱全球最具活力的
經濟地帶之一，不僅經濟實力雄厚、區
位優勢明顯、創新能力突出，而且其國
際化水平領先、且灣區內各大城市各有

所長，合作基礎十分扎實。
儘管連續4年居亞，香港整體競爭力仍

十分強勁，且高度開放，對外依賴度
高，亟需全力推動創新和科技等新型產
業，促進產業多元化及轉型升級。

若能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與
整合，就非常有機會形成新的全球競爭
力，扮演出更加重要的角色。比如，港
澳的服務業比重很大，但基本上沒有第

一產業，反觀在珠三角的9個城市中，工
業佔比很高，特別是製造業十分發達，
尤其是深圳、廣州、佛山3個城市，計算
機、通信及電子設備的製造業享譽全
球。

香港應充分發揮自身金融、貿易、信
息、專業服務和體制等方面的獨特優
勢，疊加內地製造業優勢和科創需求，
拓展產業發展的新空間。

此外，「9+2」的11個城市中，區域發
展也並不均衡，比如惠州、江門、肇
慶、韶關4個城市，綜合競爭力分別為第
60、103、114及207名，但其蘊含交通區
位、人口紅利、土地窪地等後發潛力，
可以成為深圳等創新高地資源外溢的承
接地，從而共享區域產業協作一體化的
巨大紅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央視快評：在開放的大路上永不停歇北京副中心常住人口不超1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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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排名降兩位 兩岸僵持損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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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深圳

香港

廣州

澳門

佛山

中山

東莞

珠海

惠州

江門

肇慶

韶關

名次

1

2

5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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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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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207

項目

綜合經濟競爭力

綜合增量競爭力

綜合效率競爭力

可持續競爭力

知識城市競爭力

和諧城市競爭力

生態城市競爭力

文化城市競爭力

全域城市競爭力

信息城市競爭力

宜居競爭力

排名

2

30

3

1

5

1

2

8

2

1

1

這是由中國社科院財經
戰略研究院推出的第

16份中國城市競爭力年度報
告。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兩
岸四地294個城市中，綜合經
濟競爭力十強依次是：深
圳、香港、上海、台北、
廣州、北京、天津、蘇
州、南京、武漢。
與2016年相比，綜
合經濟競爭力前5名沒
有變化，6到10名變化明
顯：北京上升1位，取代天
津排在第6位，天津則下降1
位排在第7位，蘇州上升1位排在
第8位，南京則直接上升3位進入十
強，澳門則首次跌出十強。
從十強城市的區域分佈來看，總體分佈格局與

2016年基本一致，中部仍然只有武漢進入十強
城市榜單，除此之外，其他城市都分佈在長三
角、珠三角、環渤海和港澳台地區。

曾12年稱冠 今屆屈居亞
就香港而言，這是該系列報告發佈16年來，
香港第4次被深圳超越，屈居亞軍，此前香港曾
連續12年高居榜首。
課題組指出，面對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和中國內
地的快速發展，香港面臨內外因素的挑戰。從內
因看，香港存在創新能力尤其是科技創新不足，
經濟過度虛擬化和社會分化與矛盾加劇，經濟增
長動力不足、結構轉型步伐緩慢等問題。
從外部因素看，同時面臨着全球挑戰和國內挑
戰。從全球挑戰看，包括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加速進
行，增大了香港的趕超難度；新產業崛起、產業新
遷徙，增加了香港的轉型難度；全球生產網絡和全
球價值鏈變革，加劇了香港「再工業化」的不確定
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全球化政策遇挫，惡化了
香港發展的外部環境。從國內挑戰看，包括內地區
域和城市崛起，改變了香港與內地原有的競合關
係；內地轉型升級加快，對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內地全面開放的新格局，使香港作
為內地開放窗口的作用下降。

產業須再優化 建新全球都會
課題組建議，未來幾年，香港亟須思考如何進
行產業優化升級和建立新型全球都會，以更好地
適應新的世界發展環境和引領國內外的城市轉
型。要用好特區的獨特優勢和中央對香港的支
持，在繼續尊重經濟規律、奉行市場運作和推動
自由貿易的前提下，以前瞻角度，把握發展機
遇，積極應對發展挑戰，為未來發展定位和尋找
新動力，促進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北京市規
劃國土委、通州區政府日前共同發佈通知，《北京
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詳細規劃（街區層面）》（以下
簡稱《規控》）草案已經編制完成。《規控》指
出，到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常住人口規模控
制在130萬人以內，城鄉建設用地控制在100平方
公里左右，地上建築規模約一億平方米。同時，劃
定約9平方公里戰略留白地區，為城市後續發展預
留空間。優化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結構，實現生態空
間面積達到總面積的40%以上。
據了解，《控規》嚴格按照《北京城市總體規
劃（2016年-2035年）》進行了細化落實，並在
2016年開展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總體城市設計基礎
上，遵循中華營城理念、北京建城傳統、通州地
域文脈，提出構建「一帶、一軸、多組團」的空

間結構。

人均綠地面積達30平米
《規控》強調，「水城共融、藍綠交織、文化傳

承」將成為城市副中心的主要特色，並着重提出要
處理好水與城、藍與綠、古與今的關係：全面增加
綠色空間總量，實現森林入城，人均綠地面積達到
每人30平方米。同時，提出要保護並利用好以大
運河為核心的歷史文化資源。
為完善功能承接體系，提高對中心城區的服務保

障能力，《控規》提出，城市副中心將聚焦行政辦
公、商務服務、文化旅遊三大主導功能，搭建科技
創新平合，形成配套完善的城市綜合功能。實現人
隨功能走、人隨產業走，承接中心城區40萬至50
萬常住人口疏解。

■高鐵福田站街外
高樓大廈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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