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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港參與灣區建設上新台階
王志民主持召開會議 貫徹領導小組會議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何玫 博鰲報
道）《亞洲競爭力2019年度報告》昨日在博鰲亞
洲論壇2019年年會上發佈，在37個經濟體2018
年度綜合競爭力排名中，韓國、台灣、新加坡位
列前三。香港因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排名下降拖
累，整體排名第四，這是2014年香港連續排名第
二以來首次下降。
博鰲亞洲論壇已經連續9年對亞洲經濟體競爭
力進行評估，評估對象包括澳大利亞等37個經濟
體。報告除了對亞洲主要經濟體的綜合競爭力進
行動態評估和排名外，還分別從商業行政效率、
基礎設施狀況、整體經濟活力、社會發展水平、
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五個方面進行剖析，從而為
各個經濟體政府、企業和組織找出與標杆經濟體
之間的差距，明確經濟、社會、政府等領域改進
的方向。

基礎設施最佳社會發展下降
在報告評估的五個方面中，香港基礎設施狀況

一項表現最好，在37個經濟體中列第一位。基礎

設施狀況從交通、通信、互聯網、電力、供水等
方面進行評估，香港人口密度極大，但基礎設施
狀況卻十分發達，公路密度達188千米/百平方千
米，移動電話擁有量達249.02部/百人。
作為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香港擁有高

效、穩定和值得信賴的營商制度和金融市場，尤
其是企業開辦和註銷非常便利，在37個經濟體中
商業行政效率競爭力排名第四位，較2017年度的
第二下降兩位。
2017年香港GDP為3,414.5億美元，人均GDP
為4.61萬美元，GDP增速為3.79%。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預測，2018年香港GDP增速在3.8%左
右。2017年香港通貨膨脹率為1.5%，相比2016
年的通貨膨脹率 2.6%有所下降，失業率為
3.12%。香港2018年度整體經濟活力排名居第二
位，維持其2017年度水平。香港在社會發展水平
的排名較2017年度下降3位，列第七位。

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跌出前十
不過，在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方面，香港跌出

前十，在37個經濟體中排在第十二位，相比
2017年度排名下降了3位。據了解，該項主要評
估平均受教育年限、公共教育支出佔GDP比
重、每百萬人國際專利申請量、研發投入強度和
高技術產品出口額佔製成品出口額比重等。報告
指該項拖累了香港整體指標表現，表明為建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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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競爭力亞洲排名降至第四
香港競爭力各項指標排名
項目

商業行政效率
基礎設施狀況
整體經濟活力
社會發展水平
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
綜合競爭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2017年

2
2
2
4
9
2

2018年

4
1
2
7
12
4

《亞洲競爭力2019年度報告》指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拖
累了香港整體競爭力表現，專家認為香港可借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機遇，密切與珠三角合作實現科技成果更快轉化，
同時爭取先行先試突破社會資金「過河」，加大香港科技
基礎的投入力度。
中國亞洲經濟發展協會常務副會長劉紅路博士表示，香

港2018年度綜合競爭力排名為第四名，在人力資本與創新
能力方面表現不足，香港應該看到差距，抓住大灣區機遇
迎頭趕上。
他認為，香港向北發展，可以與深圳、廣州等院校的科研

孵化基地結合，更快更好地形成生產能力，早出優質產品，
通向內地市場；向南發展，可以憑借大灣區的優勢，加強與
東盟各國的合作，東盟各國在快速發展中迫切需要與香港的
資金、人才、信息、物流、法律諸方面的優勢相結合。

連通南北轉化成果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溫憲元表示，近年香港經濟受

國際形勢影響出現波動，而香港科研投入主要依靠政府，
受到一些影響也很正常，而大灣區建設正是香港提升競爭
力的一個機遇。
他認為，香港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領域優勢明顯，
關鍵在於用好內地市場，包括科研考慮用好內地的資金。
科研需要大量的經費投入，目前內地的政府財政資金「過
河」已經有了突破，而內地社會資金也非常充裕，香港的
科研機構和人員都可以呼籲，爭取在大灣區範圍內實現內
地資金「過河」的突破。
他又指，香港應該借大灣區建設機會加強香港作為亞洲科

研樞紐的作用，吸引科技資源和人員聚集，同時發揮香港高
等教育國際化的作用，帶動整個大灣區科研協同發展。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彭澎則指出，香港本身的創新

主力在高校，而發揮創新能力就要實現成果更快轉化為生
產力，珠三角正好處於勞動密集型向高科技轉型升級的過
渡期，而東南亞、南亞仍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香港未
來可加強與珠三角、東南亞、南亞的產業合作，使研發成
果得到更好的產業支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何玫 博鰲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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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建言者

■博鰲亞洲論壇2019年年會首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圖為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攝

會議認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高度重視、寄予厚望。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對推動形成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豐
富和發展「一國兩制」實踐、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
榮穩定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是改革開放和「一國兩
制」兩個基本國策在新時代交融結合、同頻共振的
重要載體，在國家發展全局中承擔着厚重歷史使
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佈後，受到
香港社會廣泛關注和熱烈歡迎，各界期盼香港抓住
國家戰略機遇，順勢而為、乘勢而上，拓展新空
間、增強新動力、實現新發展。
會議指出，在大灣區建設進入全面鋪開、縱深

推進的新階段，韓正副總理3月1日主持召開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深入學
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研究部署2019年重點工作和重大政
策舉措。會議非常重要，非常及時。韓正副總理
在會上指出的三個「前所未有」，即中央的重視
程度前所未有、三地的參與熱情前所未有、改革
開放的歷史條件前所未有，充分展示了大灣區建
設的良好態勢，進一步提振了各方特別是香港社
會對大灣區建設的信心。韓正副總理強調的要始
終把握好大灣區建設的戰略意圖、始終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始終發揮港澳的獨特作
用，都再次說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最大特色是
「一國兩制」。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源於
「一國兩制」，得益於「一國兩制」，也必將不
斷豐富「一國兩制」和「兩個建設好」的偉大實
踐，我們一定要始終把堅持「一國兩制」原則作
為大灣區建設的根本遵循。

按照工作部署 積極履職盡責
會議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二次全

體會議明確了今年的重點工作和將推出的重大政策
舉措，為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指明了方向。這些重
點工作和重大政策舉措進一步賦予了香港「主角」
定位，為香港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和強

勁動力。特別是會後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向香港社會
公佈的會議議定的八項便利化措施，充分體現了中
央對港澳同胞的關心和厚愛，這將進一步便利香港
居民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加強大灣區人流、物
流等便捷流通，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自
身更好發展提供了「改革紅利、政策紅利」。
會議指出，大灣區建設任重道遠，中央駐港機構

及中資企業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大灣區建
設重要指示講話精神，按照韓正副總理主持召開大
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所作工作部署，積極履職盡
責，推動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邁上新台階。

切實用好機遇確保決策落實
一是要從國家發展大局和「兩個建設好」的戰略
高度深刻認識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豐富內涵和
重要意義，牢牢把握、始終貫徹好「一國兩制」基
本方針，主動思考、謀劃和對接大灣區工作，切實
用好大灣區建設的戰略機遇，促進香港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豐富和深化新時代「一國兩制」實
踐，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二是要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勇於擔當、

積極作為，把大灣區建設規劃藍圖轉化為香港明天
會更好的「施工圖」，推動重點領域取得新進展，
確保中央決策部署「上岸、落地、落實」。

回應社會關切積極聯絡各方
三是要加強對大灣區建設這一重要「中央聲音、

國家議題」的宣傳，及時回應社會關切，讓更多香
港市民和年輕人了解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改革紅
利、政策紅利」，讓廣大香港同胞和青年朋友在大
灣區建設的創業創新創造中有更多的參與感、成就
感和幸福感、獲得感。
四是要繼續發揮好中央駐港機構作為兩地交流溝
通者、協調者、促成者的橋樑紐帶作用，密切跟進
各項政策措施落實情況，主動傾聽香港社會意見，
積極聯絡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積極支持駐港中資
企業，團結香港社會各界力量，共同建設好粵港澳
大灣區共同家園。

中
聯
辦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日前，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主持召開領

導班子會議，深入學習貫徹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精神。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謝鋒和招商局集團李建紅、中銀香港高迎欣等主要駐港中資企

業負責人參加會議。

■3月24日，在廣州雲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觀看人臉識別設備演示。 中聯辦供圖

■3月24日，在東莞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基地聽取李澤湘
教授介紹。 中聯辦供圖

■3月23日，參觀從化馬場。 中聯辦供圖

■3月24日，在廣州南沙新區明珠灣開發展覽中心聽取南沙
建設情況介紹。 中聯辦供圖

■3月24日，在廣州小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了解全自動無人駕駛汽車情況。中聯辦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