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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王玨

▶社會安全指數排在第69位

▶社會公平指數和居住成本指數排名倒數，分別為第291
位和第289位

香港經濟競爭力優勢分項（部分）

▶營商軟環境指數0.999，位列第二，在市場化、開放度和產權保護三個指數雄踞
全國第一

▶全球聯繫指數0.950，居第二名，科創企業聯繫度位列第一，金融企業聯繫度

名列全國第二位，航運聯繫度位居第三

滬深港主要指標排名比較
城市名 當地要素 生活環境 營商軟環境 營商硬環境 全球聯繫

上海 2 2 3 1 1

深圳 1 8 6 2 4

香港 3 4 2 3 2
2021年大灣區城市
綜合經濟競爭力

港營商環境卓越港營商環境卓越 居住成本累發展居住成本累發展
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上海躍居榜首 香港降至第三遜深圳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城市與競爭力指數數據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最新發布
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9》指出，2021年澳
門經濟競爭力在291個城市中排名第15位，與上
一年度持平，但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三個中心
城市相比，名次最低。報告認為，以博彩業為單
一經濟結構的澳門，受到疫情衝擊嚴重，而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將成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
重要平台，為澳門可持續發展注入重要動力。

澳當地要素不足 經濟競爭力弱
報告稱，粵港澳大灣區包括港澳和珠三角9市。

其中四個中心城市，三個進入全國五強：深圳綜合
經濟競爭力排名第2，香港第3，廣州第5，澳門名
次最低，排名第15位。而節點城市中，佛山（排
名第14位）亦超越澳門，另一節點城市東莞（排
名第17）緊逼澳門。與此同時，大灣區內發展也並
不均衡，另有珠海（排名第23）、中山（排名第
38）進入了全國五十強，另外三個，惠州排名第
56，江門第78，而肇慶則跌出百強，為第130名。

即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澳門GDP實質收
縮，依然憑借33平方公里的土地、68萬人口，創
造出遠高於其他城市的人均GDP及土地單位產
值，維持了與去年同樣的經濟競爭力排名（第15
位），這主要源於營商硬環境、全球聯繫和營商軟
環境這三個分項的排名居前，分別列全國第9位、
第22位和第25位。但澳門經濟競爭力的短板在於
當地要素，排名第96位，此項在大灣區城市中僅

略高於肇慶，而大幅落後於大灣區的中心城市深
圳、香港及廣州，與大灣區多數節點城市相比也有
較大差距。
此外，科技創新的細分項評估也反映了大灣區
城市發展仍不平衡，深圳、香港和廣州分別列第
3、4、7位，澳門排名第49位，江門和肇慶則僅
列第104和108位。
課題組認為，澳門以博彩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單
一，且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引致澳門經濟驟降。
為推動澳門經濟多元發展，澳門需要更大的發展空
間以區域合作促進產業多元。毗鄰澳門的橫琴新區
為澳門區域合作、發展新興產業帶來了最直接的空
間。2021年9月5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
體方案》發布，將橫琴新區全面升級為促進澳門經
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前沿，並對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
產業、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文旅會展商貿產業
和現代金融產業進行規劃布局，為澳門提高經濟競
爭力、提升在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作用注入了
新動能。

報告由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
究院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在北京共同發布。今年是中國城
市競爭力課題組的第19次年度報
告。課題組詳細評價了中國兩岸
四地291個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
力、可持續競爭力及其它分項競
爭力，從整體上衡量中國城市競
爭力發展格局。

港門戶角色不可替代
專家指出，在「一國兩制」基礎
上，香港競爭力的基本盤仍然穩
固，特別是長期保持有利營商的制
度優勢，市場化、開放度和產權保
護三個指數雄踞全國第一。但也要
看到，社會公平指數和居住成本指
數排名倒數，相信隨着特區政府深
化和推動民生措施，以及「北部都
會區」的規劃建設，社會公平和居
住問題將朝着良好方向改善。
2021年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前十
城市依次為：上海、深圳、香港、
北京、廣州、蘇州、台北、南京、
武漢、無錫；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
的城市依次為：杭州、成都、寧
波、佛山、澳門、長沙、東莞、常
州、廈門、青島。去年排名第三的
上海超越香港、深圳，奪得綜合經
濟競爭力第一；而此前連續六年奪
得榜首的深圳則下降1名，屈居第
2名；去年的第二名香港再下降1
名，排全國第3。
總體看，頭部城市排名基本穩
定，區域中心城市仍然引領全國；
綜合經濟競爭力「南高北低、南升
北降」的趨勢依舊延續，而「東高
中西低，東降中升」開始出現。

北都區助港完全融國家大局
自2015年被深圳超越，首次失
落桂冠之後，香港再也未回榜首之
位。此番繼去年第二名後再落一
名，成為季軍。課題組研究認為，

香港競爭力的
基本盤仍然穩
固(見表)。
與此同時，香

港的社會包容度有
待改善，社會安全指
數略低，排在第 69
位；社會公平指數和居住
成本指數排名倒數，分別為
第291位和第289位。
專家指出，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於

民生措施的深化和推動，特別是
「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建設，這是
在「一國兩制」下首份在空間觀念
及策略思維上跨越港深兩地行政界
線的策略和綱領，與深圳協同發
展，與大灣區協同發展，這不僅有
助於社會公平和居屋問題將朝着
良好方向改善，也標誌着香港將
完全融入國家大局。

上海全球聯繫優勢明顯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今次

奪魁的上海，在營商硬環境和全
球聯繫指標位居全國第一，其航
運便利度、機場設施指數、航運
聯繫度等具備絕對優勢；生活環
境指數和當地要素指標全國第
二，營商軟環境全國第三，其中
上海的醫療健康機構指數排名第
一。但上海也面臨着特大城市普
遍擁有的弊病，即居住成本高
（排名287）、交通便捷度低（排
名288），這也是上海進一步提升
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方向。

10長江經濟帶城市排前20
報告還指出，以上海等城市為

代表的長江沿線的都市圈及城市
群正加速崛起，呈現由東向西
「橫向擴散」的趨勢。今次排名
前 20 的城市中，包括上海在
內，有 10 個城市為長江經濟帶
城市。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蔡競文）
根據2日發表的《中國城

市競爭力報告No.19》顯示，香港長期保持有利營
商的制度優勢，香港在市場化、開放度和產權保護
3個指數表現卓越，雄踞全國第一位。不過，綜合
經濟競爭力下降1位，排第3，經商便利度指數更
在全國排第6。對此，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秀恒2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香港暫時仍未能與
內地通關，商家未能正常進出內地，對業務及生意

有些影響，令到競爭力略為下降。
報告顯示，香港在經商便利度指數排名全國第6

位；社會安全指數亦稍低，排名全國第69位；經濟
增長率排名則落後，僅為第224位。李秀恒認為，上
海、廣州等城市的人口比香港多，加上內地的疫情控
制得較好，國內的內需市場龐大，他們的經濟復元能
力自然較快。反觀香港是開放型的細小經濟體，長期
未能與外面通關，經商受到一定影響，如很多港商都
未能正常進出內地、照顧內地的生意；同時，旅遊業
近乎冰封，都大大影響了香港經濟的復甦。

港全球聯繫等方面仍具優勢
不過，在綜合經濟競爭力方面，香港在全國294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排名第3位，比去年度微降1
位，雖然香港略為降1位，李秀恒就認為這反映香
港傳統的優勢仍在發揮很大影響力，例如香港有龐
大的金融管理系統、完善法律制度、良好的醫療和

交通運輸系統，這幾方面香港與內地城市比較，香
港仍有一定優勢。
而且，正如報告所言，在全球聯繫方面，香港

位居全國第2位，其中香港科創企業聯繫度居於
全國首位，金融企業聯繫度名列全國第2位，僅
次於北京；而在經濟活力方面，香港在全國排名
僅次於深圳和北京，尤其在產權保護指數和勞動
力生產率方面位列全國首位，李秀恒認為，這些
固有優勢因素都會繼續支持香港的競爭力。

北都區等措施助增港競爭力
至於香港未來要怎樣提升競爭力，李秀恒表示，

特首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有一系列具前瞻性的措
施，如借力深圳較佳創科生態力量的「雙城三圈」
及「北部都會區」、香港增加土地供應及多項大型
基建等等，如能加快落實，相信能有效提升香港的
競爭力。

商界：長期未能通關 致港經濟受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2日發布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No.19》（下稱「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兩岸四地291個城市綜合經

濟競爭力，上海力壓深圳躍居榜首，而深圳此番失落連續六年保有的桂冠

居第二，香港繼去年後再落一名，成為季軍。報告指出，在「一國兩制」

的基礎上，香港長期保持有利營商的制度環境，在市場化、開放度和產權

保護三個指數雄踞全國第一位， 但是另一方面，居住成本指數在全部291

個城市中排名第289位。專家指出，「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建設，有助於

社會公平和居住問題將朝着良好方向改善。

●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 資料圖片

橫琴合作區利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來源：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香港經濟競爭力劣勢分項（部分）

●●20212021年香港綜合經濟競爭力年香港綜合經濟競爭力
排名第排名第33位位。。圖為香港近日舉辦圖為香港近日舉辦
的國際資訊科技博覽的國際資訊科技博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學 國家/地區 2022排名（2021排名）

新加坡國立大學 新加坡 1（1）

北京大學 內地 2（7）

香港大學 香港 3（4）

南洋理工大學 新加坡 3（3）

清華大學 內地 5（2）

浙江大學 內地 6（5）

復旦大學 內地 7（6）

馬來亞大學 馬來西亞 8（9）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9（8）

上海交通大學 內地 10（10）

QS
亞
洲
大
學
十
強
及
港
校
排
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國際高
等教育機構QS 2日公布2022年度亞洲大
學排名榜，香港表現與上年度相若。其
中，香港大學上升1級至第三位，其他大
學則有升有跌：香港科技大學下跌1級排
第九，中文大學則上升兩級排第十一。整
體來說，新加坡及內地的大學今年維持強
勢，新加坡國立大學連續第四年被評為亞
洲最佳。在十強之中，內地佔去一半席
位，包括北京大學由去年第七升至今年第
二，創歷史高位。

在2日發布的2022年度亞洲最佳大學
年度榜單中，香港共有九所大學上榜。
其中，港大由去年第四重回第三的寶
座，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並列，同樣
打入十大的科大下跌1位至第九，中大則
由第十三名升至第十一名。城市大學下
跌兩位至第二十名，理工大學與去年一
樣排第二十五名，浸會大學下跌兩名至
第六十六名，嶺南大學則下降至第一百
三十一名。此外，私立的樹仁大學及恒
生大學也有上榜，前者排名第301-350

名，後者則列501-550名。

北大升至第二歷來最高
在榜單前列大學中，表現最為矚目的
是升至第二位的北大，為該校於此排名
榜最佳成績。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
旦大學的排名則依次為第五、六、七
名，上海交通大學與去年一樣穩居第
十。馬來亞大學也上升1位列第八名，亦
創下歷來最好成績。
QS研究總監Ben Sowter表示，今年的

結果顯示了亞洲高等教育競爭激烈、充
滿活力。在總體趨勢上，內地的大學繼
續進步，未有大學進入十強的日本，高
等教育停滯不前，而馬來西亞仍在上
升。
2022年度QS亞洲大學排名共有來自18

個地區687所大學參與，包括40所新上
榜大學，評選指標包括11個項準則，例
如學術地位、畢業生就業能力、研究質
量和生產力、校園國際化以及各校與國
際合作的多樣性等。

港大升一級 QS亞洲大學列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