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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評

香港在瑞士洛桑國際
管理發展學院（IMD）
最新發布的《2025年世
界競爭力年報》中躍居
全球第三，較去年上升
兩位，創下2019年後重
返三甲的佳績。這不僅
印證了香港 「由亂及
治，由治及興」的堅實
步伐，更以99.2分（滿

分100分）的總得分彰顯其綜合競爭力——
增幅達7.7分，居全球前十經濟體之首。

「一國兩制」具有顯著制度優勢
IMD報告的資料與商界回饋一致揭示：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國安法奠定的
安全環境，以及特區政府高效施政，是香
港競爭力攀升的核心動能。

香港在IMD評估的四大領域全面進階：
「政府效率」與 「營商效率」全球第二，
「經濟表現」和 「基礎建設」分列第六與

第七。其深層支撐正是 「一國兩制」賦予
的獨特優勢。

國安法實施五年，安全環境轉化為發展紅
利，2019年社會動蕩後，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重塑香港社會秩序。報告顯示，安全穩定的
環境直接推動 「經濟表現」排名大幅回升，
2023年經濟復蘇勢頭顯著。尤其在 「商業法
規」子因素中，香港蟬聯全球首位，廉政公

署資料亦顯示香港 「行賄與貪污不存在」指
標高居全球第四、亞太第一，印證法治清朗
對國際資本的關鍵吸引力。

IMD競爭力排名的躍升，是香港在 「一
國兩制」下統籌安全與發展、平衡自由與
效率的生動實踐。未來，香港需持續發揮
「超級增值人」功能，深化區域貿易、拓

展新興市場，同時強化治理體系與施政效
能。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香港，唯有堅
守 「一國」之本、善用 「兩制」之利，方
能在全球競合中行穩致遠，為民生與經濟
締造更豐碩的成果。

香港近年來的跨越式發展得益於三大關
鍵因素：首先，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和
「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這一制度既保

障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又為其提供了面向
世界的廣闊發展空間。其次，國家安全立
法的實施有效維護了社會秩序，為發展創
造了穩定的法治環境。最後，特區政府的
積極作為和香港市民的自強精神同樣不可
或缺。特區政府精準施策，帶領各界把握
國家發展機遇；香港市民以主人翁姿態奮
發進取，在挑戰中凝聚共識。這三要素共
同構成了推動香港發展的強大動力。

全球資本對港投下信任票
實踐雄辯地證明，國家安全法律如定海

神針，在守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同時，更贏
得了堅實的民心基礎。如今的香港，法治

根基堅如磐石，公眾對法治的信心同樣堅
不可摧，這不是空洞的宣示，而是國際權
威機構的客觀背書。

高盛最新一份報告表示，在各種宏觀及微
觀經濟因素推動下，中國內地民企的投資價
值正回升，更仿效 「美股七雄」，列出中國
內地上市民企 「十巨頭」，包括騰訊、阿里
巴巴等公司，並全部給予買入評級。這 「十
巨頭」均在香港上市，總市值高達1.6萬億
美元，彰顯了香港難以被取代的關鍵作用；
世界正義工程最新法治指數中，香港高居全
球第23位，超越多個自詡法治標杆的西方
國家，彰顯其法治建設的世界級水準；全球
資料庫Numbeo網站將香港列為第6安全地
區（142個地區參與），印證國安法下社會
安寧有序；香港蟬聯 「世界最自由經濟
體」，營商環境穩居全球前十；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榮列全球第三；人才競爭力重返世界
前十；投資環境、國際貿易、商業法規及航
空貨運量等關鍵指標持續領跑全球。惠譽、
標普、穆迪三大機構一致維持香港高等信用
評級及 「穩定」展望，更是國際資本投下
的信任票。

一系列無可辯駁的國際權威資料與評
級，有力證明了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會更
加安全、法治更加鞏固、發展優勢更加突
出。香港這顆東方之珠，正以其法治的韌
性與繁榮的活力，向世界講述香港由亂及
治、再創輝煌的故事。

香港人口老化趨勢
顯著，2043 年長者人

數更達到267萬，每3個香港人就有1位係
65歲以上。較早時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指
出，2024年本港60歲長者消費開支3420億
元，佔本地生產總值11%，估計10年後躍
升至4960億元，可見這群消費者實在不可
小覷。長者正為醫療、科技、金融、旅遊等
多個產業注入新動力，創造無限商機和就業
機會。因此，應如何充分釋放長者市場的
經濟潛能，並更好地照顧長者生活需要
等，也成為當前社會關注的焦點議題。

為此，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即本
人）及陳學鋒最近牽頭成立 「銀髮經濟發

展聯盟」（下稱 「聯盟」），並邀請了來
自不同界別領袖、專家和學者，加入包括
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醫生、跨黨派議員管
浩鳴及陳沛良、社會服務聯會顧問蔡海偉
及行政總裁陳文宜、智庫團結香港基金副
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祺、
學者專家港大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樓瑋
群教授及嶺大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總監陳
澤群教授、中銀香港業務部主管吳賢良、
WeChat Pay HK 金融產品及合作主管李
銳，及香港餐飲業協會主席楊振年。

「聯盟」於日前 (6 月 17 日)舉行了簡單
而隆重啟動儀式，獲得了政務司副司長卓
永興及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應邀擔

任主禮嘉賓，會上二人並頒發委任狀。基
於共同推動長者福祉與銀髮經濟永續發展
之願景， 「聯盟」於會議上同時舉行與
「團結香港基金」簽署合作備忘錄儀式，

雙方將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夥伴關係，攜
手推動銀髮相關標準制定及政策落地。

「聯盟」的成立旨在聯繫各界，營造一
個對銀髮友善的社會氛圍，讓長者可以以
開朗享受的心態接受銀髮的定義，鑒於現
時有關長者的各類產品和服務都呈 「碎片
化」， 「聯盟」成立後期盼可大大提升各
類長者服務的組合和擴展，長遠推動香港
銀髮經濟持續發展。聯盟將會積極連結大
灣區，累積成熟的經驗後推展至海外。

銀髮經濟發展聯盟召集人、立法會議員 李世榮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楊莉珊

國安法治雙翼 托舉香港繁榮

探索香港銀髮經濟新機遇

外資集聚釋放「江寧磁力」
6月10日，在倫敦舉辦的 「投資·江寧」英國（倫

敦）創新產業合作交流會上，南京江寧產業創新中
心英國工作站正式揭牌，簽約兩批共10個項目，包
括機器人輔助手術及高階微創手術綜合培訓項目、
母乳寡糖規模合成項目、超靈敏多重單分子早期疾
病檢測項目等。

加快拓展海外 「朋友圈」，江寧持續優化外資生
態吸引力。數據顯示，目前江寧全區外資企業總量
達1180家，投資方涵蓋67個國家和地區，累計使用
外資168.41億美元。其中，中國香港企業401家。

走進艾默生過程控制流量技術有限公司的智能工
廠，機器人高效焊接、MES系統精準調度、生產數
據全流程可視……這一江蘇省先進級智能工廠，承
載了艾默生亞太區的流量計產能。

「得益於南京市和江寧區政府持續優化的營商環
境，我們可以專注技術創新與管理提升。」公司亞
太區副總裁朱良文表示，從企業2007年落戶至今，
江寧在高端製造業配套、大學生人才引進、政策支
持、園區服務等方面提供了全周期的支持。例如提

供專人對接服務、及時對接兩化融合、工業轉型激
勵政策等，均為企業穩定運營與數字化升級提供了
堅強保障。

2024年末，德國菲尼克斯電氣集團宣布在江寧經
濟技術開發區設立全價值鏈超級工廠項目，6月18
日，菲尼克斯電氣中國第二基地全價值鏈超級工廠
項目正式開工建設，項目總投資10億，建築面積約
5.5萬平方米，將打造成為集零部件、成品及供應鏈
三位一體全價值鏈深度融合高效協同的核心製造基
地。如今，江寧區先進級智能工廠數量佔南京全市
43.5%，智能製造已成為區域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鮮明
標識。優越的產業基礎與營商環境，正吸引越來越
多外資企業布局。全球健康衛生護理領域龍頭企業
在南京設廠30載，今年再度啟動三期擴能，項目建
成後年產值將達20億元。世界知名軟件公司亦於去
年在江寧設立中國區研發總部，並以 「江寧速度」
刷新項目落地效率紀錄。

創新驅動構築「江寧引擎」
高質量發展，科技是核心動能。江寧區正以紫金

山科技城、麒麟科技城建設為承載，加快打造以
「6G之城、AI之城」為鮮明標識的創新增長極，全

力放大高能級科創平台的集聚轉化效益，依託前沿
技術搶佔新產業新賽道制高點，推動全國重點實驗
室等 「創新鏈主」催生一批 「產業鏈主」。

紫金山科技城重點推進新一代信息通信、未來網
絡與智能裝備技術的攻關與轉化，依託紫金山 「三
次方」和中科系 「5V一體」轉化模式，集聚一批關
鍵實驗室與科創企業。麒麟科技城與長三角智能製
造與裝備創新港深度融合，推動人工智能、未來網
絡儲能與第三代半導體等未來產業布局。

目前，江寧全區已建成 9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國家級 「專精特新」企業達 113 家，在江蘇區縣
中位列第一。近年來，江寧區聚焦東南大學、南
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理工大學等高校（創新平
台），常態化對接重點高校成果轉化工作。位於
紫金山科技城的信息通信分中心今年以來已與 28
所參建高校建立對接機制，累計開展高校互訪
100餘次。

此外，江寧區還重點打造了 「紫金山新質匯」科
技成果轉化服務超市，建設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
台，有力推動新質生產力加速發展，加快打造覆蓋
研發、轉化、產業落地的創新生態體系，持續增強
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撐能力。

人才政務服務優化「江寧生態」
江寧常住人口近200萬，擁有駐區高校24所，在

校師生超35萬人，是南京市人口最多、青年人才最
集中的區域之一。近年來，江寧持續優化引才、留
才、育才的政策體系，構建形成多層次、全周期的
人才服務網絡。

江寧區整合各類引才資源，不斷健全完善 「免申
即享」機制，持續完善 「一張床、一間房、一套
房」的多層次 「新寧之家」保障體系，讓人才 「來

得了、留得住、發展好」，為新江寧人打造 「安心
之家、暖心之城」，深入推進 「產城人」深度融
合。

與此同時，江寧區在政務服務領域積極推進數字
化改革，聚焦數智化政務服務平台建設，率先深化
「AI+政務」創新，企業可通過智能客服平台實現

全天候政策諮詢與業務指引。聚焦審批服務機制創
新，實現重大項目審批效能提升38%，項目從供地
到完成施工許可審批僅需46天。

前瞻布局繪就「江寧藍圖」
當前，江寧正全力激活發展動能，在推進深層次

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上勇爭先。深度對接製造業領域外
資准入限制清零、南京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重
大交通樞紐能級提升等機遇，超前謀劃實施一批開放
發展機制創新，加快打造國家級臨空經濟示範區；積
極拓展參與國際合作新空間，高起點規劃建設南京北
歐產業園等開放新平台，高標準打造 「跨境電商+海
外倉+產業帶」等貿易新場景，高效能服務優質企業
「走出去」布局產業基地，高強度招引跨國企業區域

總部項目，全面融入新發展格局。
未來五年，江寧將力爭培育2家千億級企業、20家

百億級企業、70家上市企業、300個國家級專精特新
企業、3500個高新技術企業的 「江寧企業方陣」。

南京市江寧區負責人表示，江寧正積極對接落實
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立足省市發展大局，厚植創新
優勢，激活發展動能，着力打造紫金山科技城等創
新引擎，聚焦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推進產
業、科技創新深度融合，用好國際人才創新服務載
體，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全面提升惠企服務效能，
構建全域聯動的招商服務、項目服務、企業服務體
系，奮力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再上新台階。

開放創新共振南京江寧 高質量發展勇爭先
在全球產業鏈深度重塑與中國高質

量發展並進的時代背景下，南京江寧
區正以開放創新的複合優勢，持續打
造國際資本青睞的投資熱土。2024
年，江寧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181億
元（人民幣，下同），規上工業總產
值突破4780億元，江寧連續四年入選
全國創新百強區前十，穩居投資競爭
力全國百強區前十。今年一季度，江
寧地區生產總值增長6%。德資巨頭加
碼投資、跨國企業設立區域總部、全
球研發項目加速落地，外資結構持續
優化，產業鏈條高端延伸，一座科創
驅動的現代化新城正展露新姿。 南京第一新興商圈南京第一新興商圈———百家湖—百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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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劉震昨表
示，港深跨境生態旅遊合作雖已取得初步
進展，但仍面臨諸多挑戰，例如深圳東部
水域與香港北部都會區設立海上航線的規

劃，涉及多重複雜因素，須從長計議。 「從
長計議」的背後，反映香港與內地城市在共同推

動 「一程多站」式旅遊、提升旅遊吸引力方面，仍有提升
空間。特區政府近年全力推動 「無處不旅遊」，成效明
顯，今年前5月旅客人次約有2000萬，當中海外旅客增長更
達18%，乃是大灣區 「一程多站」旅遊的主要客群，彰顯本
港作為旅遊樞紐的優勢，亦為經濟注入強勁動力。香港要
持續強化旅遊業，須具備把握機遇的行動智慧，推動跨境
合作莫遲疑，步伐可邁得更快更大一些。

香港一直是海外旅客進入內地的門戶，以香港為首站或
中轉地，國際遊客在來港的同時，安排赴內地尤其是大灣
區城市旅遊行程，相當普遍，內地放寬優化過境免簽政
策，進一步為 「一程多站」式觀光旅遊提供便利。去年，
相當比例的海外旅客同時到訪香港和內地不同城市，其中
短途客和長途客分別有42%和49%的人士前往內地，而前往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旅客分別約有四成。香港與內地合作，
開發更方便、更多元化的 「一程多站」旅遊路線，打出
「組合拳」，以吸引更多的海外客源，是順理成章。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粵港澳大灣區文化

和旅遊發展規劃》均明確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城市旅遊樞紐
和 「一程多站」的示範核心區。《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
2.0》亦提出要推動與大灣區以及其他內地城市的 「一程多
站」旅遊路線和產品發展。大灣區11個城市各具特色，既
有國際大都市風貌，又有自然景觀和嶺南文化底蘊，以香
港為核心，通過串連不同城市特色，將大灣區旅遊整合打
造成一個品牌，激活聯動效益，共同將餅做大，相信能夠
形成 「9+2 >11」效果，同時提升本港旅遊業競爭力。

因此，香港在推動旅遊跨境合作方面，要更加積極，更
有成效。例如香港與深圳在生態旅遊方面聯手，政府表示
兩地一直加強合作，在平衡保育及旅遊發展前提下，鼓勵
業界設計有關生態旅遊的產品及路線。早前兩地已簽署協
議，推動香港紅花嶺和深圳梧桐山的生態廊道建設，包括
共同清除外來物種、進行生態調查、優化動物通道等，為
遊客提供更豐富的體驗，也為香港提供新的旅遊資源。

不過，提到在吉澳、東平洲至大鵬半島有關地區興建
「一地兩檢」碼頭及跨境航線，當局的回應是要考慮長遠

市場需求及區域的承載力，以及需要的基建配套、面對的
安保挑戰等帶來的潛在影響，表態謹慎。不能否認，這些
問題的確存在，從長計議、設法解決也有道理，惟推動大
灣區旅遊互聯互通不能議而不決， 「從長計議」更不應是
延緩跨境生態旅遊合作的藉口。當局要主動出面，既與深
圳進行溝通，結合實際共同尋求解決之道，也爭取中央的
支持，推動政策和規則對接，突破瓶頸。辦法總比困難
多，現時香港各方面形勢良好，絕不能遲疑觀望，理應加
快推出更多 「一程多站」式的旅遊產品、路線，吸引更多
世界各地旅客，發掘出新的商機，受益自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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