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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 CSD/EC/1/2005 
 

 

策略發展委員會 

行政委員會 

 

綜觀香港的發展、面對的機遇及挑戰、定位與前景 

 

 

 

（一） 綜觀香港的發展 

 

• 當前國際和國內的形勢，均大體有利於香港的發

展，但也不可忽視帶來的挑戰。 

• 香港的優勢和劣勢並存。香港未來發展取決於如何

發揮優勢。 

• 香港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增加了；對內地、對香

港前途、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也都在增長之中。 

• 大家對香港未來的方向，分歧逐步收窄。 

• 經濟已經復甦，在可見的未來可以保持活力，而且

我們的經濟發展已經懂得兼顧可持續性發展的因

素。 

• 如何保持香港長期的競爭力，成為大家越來越關心

的重大課題。 

• 隨著向知識經濟轉型，香港調整經濟結構的工作未

臻完善，仍需不斷調整求進。 

• 香港和內地的經濟，日趨緊密融合；大珠三角、泛

珠三角成為兩地合作的主要平台。   

• 「二元經濟型態」自然形成，高增值經濟活動與低

增值經濟活動並存。 

• 政府在改善施政和與民眾建立關係兩方面，有一定

的進步；公眾對目前的政治狀況，也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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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環境的發展有所失

衡。 

• 經濟不平等的現象正在擴大。無法合理分配在經濟

成長中獲得的利益，是我們的困擾。 

• 社會不同階層之間與各種利益分配之間的矛盾正

在加深。 

• 中產階級漸趨兩極化。 

• 民粹主義勃興。許多民眾希望政府擴大職能，尤其

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兩方面，民眾的需求與要求總

是有增無減。 

• 「民主發展」必須推進，但始終是個充滿爭議、充

滿分歧的問題。 

• 民眾和精英們參與政治和決策的機會，正不斷擴

大。 

• 環境問題已經來臨，它將成為我們愈益嚴峻的議

題。 

 

（二） 漸變中的國際關係、區域性議題和國內氛圍，對

香港有何影響 

 

• 由於世界已經邁向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世

界大戰」可能性極低，我們可以有一長期發展的和

平環境。 

• 我國正在和平崛起，她已經成為能影響世界的大

國。 

• 我國經濟高度增長，而且正快速地融進世界。 

• 我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正發生變化，特別是和

東南亞國家關係的轉變，值得注意。 

• 區域性的經濟合作與政治衝突有待探討。 

• 國內各省市、各地區之間，競爭加劇。 

• 內地與台灣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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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和平、發展、多邊的合作是未來數年的

主調。 

 

（三） 香港的機遇 

 

• 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活力給香港帶來好的機遇。 

• 中央有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決心，並且為香港

提供優惠政策。 

• 香港地處亞太區極優越的位置，而亞太區正是目前

世上經濟最蓬勃而最樂意積極發展區域共同市場

的地區。 

• 香港自身具備了競爭的優勢：我們有廉潔自律的政

府，貫徹法治精神，維護自由經濟，資本暢通無阻，

觸角暢達世界。此外，我們具有企業家特質，我們

的專業服務在世界水準之列，這都是我們的優勢。 

 

（四） 香港面臨的挑戰 

 

• 香港整體競爭力出現下滑局面，維持和提升競爭力

是最重要的課題。 

• 香港在國家開放發展的地位相對下降。 

• 主要競爭對手崛起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香港面臨

著與內地大城市和大區域愈來愈大的競爭壓力。 

• 某些因素削弱了香港的競爭力。例如：營運成本相

對高昂；民眾的英文和普通話水準未臻純熟；政府

的規管比最先進的城市還欠精簡；立法會監管活動

不斷擴大和政治化，拖慢決策速度，追不上發展的

需要；優秀人才不足，特別是能夠推動經濟向知識

型經濟邁進的人才，香港是有所不足的。 

• 我們可能缺乏了經濟更上層樓所需要的科學知識

與科技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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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貧富不均和社會的分化，尤其是收入兩極化，

增加了社會衝突的潛在危機。 

• 香港面臨人口老化的危機。 

• 政府財政因為社會福利、公共服務和公營機構的龐

大開支而不勝負荷。 

• 自然環境惡化，空氣污染尤為嚴重。 

• 香港社會普遍對國情認識不足，給香港的未來發展

造成負面影響。 

 

（五） 香港的定位與前景 

 

• 建立一個經濟繁榮、社會和諧、政治開明的亞洲國

際都會。 

• 香港是亞洲的主要服務中心。 

• 香港不但是我國最重要的服務業城市，也是我國和

世界溝通的橋樑。 

• 香港經濟的主體是提供高增值服務的知識型經濟。 

• 香港是亞洲營商和生活環境最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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