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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育率大勢向下，如何是好？Our World in 

Data引述一項研究指，由聯合國編製的人類發展

指數（HDI）愈高，即隨醫療、教育、生活水平

提高，生育率則愈低；然而，當指數達到一定高

度，生育率則會回升。

該項研究刊於2009年《自然》，比較了不同地

方於不同時期的人類發展指數與總和生育率。結

果顯示，無論1975年，抑或2005年，發展程度都

跟生育率呈明顯反比關係。然而，當HDI反映的發

展程度升至0.85至0.9之間，生育率則會回升，到

0 . 9 5 左 右 的 生 育 率 更 升 至 迫 近 人 口 替 代 率 的

2.1。換言之，繼續推動發展，或是突破生育率持

續下跌的一條出路。

根據聯合國資料，2021/22年度HDI超過0.85的

地方共有44個，超過0.95的亦有5個，包括以

0.952高踞全球第四的香港。當然，發展程度與生

育率不存必然的因果關係。按照聯合國數據，

HDI首十位的地方，其餘九位的總和生育率即使高

過香港的0.75，不過普遍僅介乎1.5至1.8左右；而

且，自2010年後，即研究刊出後，相關地方的生

育率更見拾級而下，扭轉此前十年的普遍上揚趨

勢。

值得留意的是，HDI不同GDP，經濟發展好

了，不直接等於醫療、教育、生活水平等社會配

套變好。締造有利生育社會環境，對鼓勵生育肯

定有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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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一帶一路 重視文化交流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李秀恒

行政長官最新的
一份《施政報告》
中，在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方面展示出
高度積極性，體現
出政府希望從 「超
級聯繫人」升級為
「增值型超級聯繫

人」，讓香港能夠
在充當國內國際循

環重要節點的角色這個過程中，抓緊發展
機遇。

當中，行政長官對未來香港參與 「一帶
一路」建設，提出了不少具體的政策及措
施，主要聚焦在商貿合作及人才交流兩個
大方向上。

在商貿合作方面，報告提倡組織更多外
訪團及開設更多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
商 貿 辦 事 處 ， 包 括 東
盟、中東、中亞、非洲
等新興市場所在地。香
港地理位置優越，且擁
有發達的港口、機場和
物流設施，是連接中國
內地、東南亞以及其他
亞洲國家的重要貿易和
物流樞紐，可以成為區
域內商品貿易的樞紐，
促進 「一帶一路」倡議
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

此外，在開拓新興市
場的過程中，香港強大
的金融服務和投資基礎
設施，亦是成為 「一帶
一路」金融投資樞紐的
優勢所在，可以吸引來
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和
金融機構。以沙特國營
油企沙特阿美為例，若
其來港上市能夠成事，
便能產生極佳的示範效
應 ， 為 更 多 「一 帶 一
路」沿線國家提供資金
和金融服務支持。

但目前對貿易物流及
金融投資較為棘手的兩
個問題，當屬本港運力
恢復不足（僅恢復至疫
情前的70%左右）及尚未

正式加入 RCEP。未來政府必須聯合業界
手升級基建及解決人手短缺的問題，讓
香港盡快回到航運業蓬勃的正軌之上，同
時積極爭取更多東盟國家的支持，早日加
入RCEP。

文化軟實力不容忽視
在人才培訓方面，本次的報告多次提及

通過擴大非本地學生限額及獎學金計劃等
多種措施，吸引更多來自 「一帶一路」共
建國家和地區的優秀學生，促進沿線地區
的人才交流，培養包括法律、會計、諮詢
和工程等領域香港擅長的專業服務人才，
不但對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人
才發展有所裨益，亦能激活香港的人才儲
備，促進經濟增長和創新。

然而，筆者認為，有一個領域的重要性
愈來愈不容忽視──文化交流，可惜目前

這一點在《施政報告》中尚未得到足夠的
重視。 「民心相通」作為 「一帶一路」倡
議的重要內容，是共建倡議的社會根基和
人文基礎，除了商貿、教育和科學交流之
外，應該同時深入發展文化、體育、旅
遊、衛生、考古等各領域人文合作，形成
多元互動的人文交流格局。

香港是一個融合了東西方文化的國際化
城市，擁有相對高度的社會開放性和多元
性，在與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加
強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將有助於加強地區
間的文化理解和合作，建立互信和友好關
係，為經濟、貿易和投資合作創造有利條
件；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為香港創
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經濟增長點；加強旅
遊業發展，展示自己獨特的文化魅力和旅
遊資源；及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和認知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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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面恢復通關以來，香港經濟走上了
穩步復蘇之路，惟過程總有曲折。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表示，預料今年本港經濟增長
逾3%，略低於原先預測的3.5%至5.5%，顯

示復蘇勢頭確有所放緩。從總體來看，香港
基礎實力強勁，依然活力充沛，本地建設正全力

加速， 「搶企業」、 「搶人才」進展良好，為推動創新發
展提供動力。更重要的是，香港擁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的獨特優勢，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機遇處處，而此
獨特地位和角色得到國際投資者的充分肯定。港人應堅定
信心，積極進取，更好結合 「有為政府」和 「高效市
場」，主動作為，落實好施政報告的各項規劃部署，為港
創造新的發展優勢和空間，進一步促進經濟持續復蘇。

眾所周知，今年全球經濟復蘇緩慢，政經環境挑戰多
多。利率高企抑制出口需求和經濟增長，地緣政治風險倍
增，擠壓國際貿易，也使全球供應鏈複雜化。香港是細小
外向型經濟體，經濟雖步入復蘇，亦無可避免受全球經濟
逆風的影響。過去一段時間港股交投縮減，樓市壓力逐漸
加大，進出口表現疲弱，經濟復蘇力度不盡如預期。但須
指出的是，在整體大環境不景氣的情況下，世界各個經濟
體都面對同樣的挑戰，遭受經濟冷鋒、復蘇動力不足的困
難。例如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新加坡今年經濟增長為
1%，韓國為1.4%，台灣地區為0.8%。相較而言，本港經濟
預估有逾3%的增長，整體表現並不算太差，也印證了香港
經濟具備較強的抗衝擊性和韌性。

當然，這並不意味香港可以無視現實挑戰。有力提振經
濟是當前最急切的課題。其實，港府亦在全面發力拼經
濟，推出 「夜繽紛」活動、舉辦一浪接一浪盛事，吸引眾
多海內外遊客來港，反應正面，有效谷消費谷內需。在
「搶企業」、 「搶人才」方面頗有斬獲，人才輸入計劃已

收到逾18萬份申請，在已批出的超過10萬份申請中，已有
7萬人抵港；被引進的重點企業超過30家，未來幾年亦將在
港投資逾300億元。此外，香港更積極 「搶市場」、 「搶生
意」，包括派團出訪中東和東盟國家等，發掘更多新興市
場的機會，以及舉辦金融領袖投資峰會等高峰論壇，向外
國投資者講好香港故事，發展 「總部經濟」，更好開拓
「財源」。
這些舉措都對經濟產生了促進作用。在 「八大中心」定

位下，鞏固和發揮香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等傳統優
勢，實現轉型升級和提高競爭力，進一步拓展國際聯繫，
暢通貿易通道，發揮專業優勢，搭建投資橋樑，擴大區域
合作，打造開放樞紐，發揮香港聯通內地與世界的角色，
對加快經濟復蘇至關重要。同時，還須加速推動創科發
展，推動產業多元化，賦予香港更強的動能。 「北部都會
區」是本港未來發展的新引擎，必須善加利用，加強與深
圳合作，加速建立創科生態圈，更好增強動力。

凡是當下，皆屬未來。剛剛舉辦的國際金融投資峰會陣
容鼎盛，顯示國際投資者信任香港，看好香港。本港更要
做好自己，只爭朝夕，創新有為，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進一步激發 「興」的動能。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