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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大灣區如何發展，勢必對香港的社會經濟轉變帶來重大衝擊。這不是一個關於

香港特 別行政區對未來發展的意願的問題，而是客觀形勢使然。區域融合早已啓

動，無論港方在 主觀上有何看法，大趨勢仍會繼續進行，基本上不再是一個是或

否的選項。這也就是說， 單向的融合亦一樣可以支配整個區域發展的局面。至於

這種整合的形式是否對香港最為有 利，則是另一個問題。 

單向融合可支配區域發展 

簡單而直接地說，就算港方停頓一切與區域融合有關的基礎建設，社會經濟整合一

樣會像 過去與現在般繼續發生。事關香港確實已進入了大灣區的一兩個小時的生

活圈，沒有了北 向的流動，也不會因此而減少南向的流量。 

面對這種宏觀的區域轉變，香港不得不為自己找個位置。但在這個重新定位的過程

中，香 港所採用的方式，倒像「小學生作文」般「寫我的志願」：立志要成為國

際創新科技中 心，並且以此作為特別行政區於發展大灣區的主要角色。目前最有

利於香港實現這個志願 的因素，是北京領導人曾表示支持。除此以外，香港在這

方面的競爭優勢，並不如官方論 述所講的明顯。 

立志做龍頭易 能否成真另一回事 

我們要爭取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當然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意識到，今時今日

要在區 內搶得龍頭的地位與角色，不可能不面對周邊地方的競爭，並且真的要有

辦法在競爭過程 中勝過，方可登上那個位置。立志是一回事，願望能否成真又是

另一回事。這裏的一個重 要的相關問題，自然是香港在區內的競爭優勢。這其實

需要系統的分析，在城市的（例如 深圳 v.s. 香港）、行業的、企業的不同層面

上，深入了解哪一類產品、哪一個部門人家早 已發展出一定的規模，形成了集群

或連帶的效應，累積了人才及連繫產業，令它們的地方 具備難以取代的優勢。而

這類提問必須反覆提出，逐個創新環節作出評估，始可勾畫出一 個有參考價值的

策略圖案。知彼的同時，也可知己。經過系統的比較分析，才可以更有把 握地說

出，在哪些方面我們或者仍有條件後發先至，又或者在哪些方面確實需要肯定人家 

之所長，只能在周邊或上下游配合、分工合作等等。 

以上所講，只是一兩個提問的例子，而並非資料整理、分析的全部。而我有理由相

信，香 港特區政府早已做過類似的研究，對形勢有所掌握。在此提出這些提問的

目的，只是想提 醒政府，在摸索經濟轉型新方向、推動新的創新科技的時候，除

了要表現出一份決心、志 氣之外，還需要有一種態度——認真對待競爭對手。至

少閉門認真地討論一下，如果大灣 區內存在一個創新科技中心，為什麼會位處香



港？對外的公關宣傳，可以繼續大談什麼 「優勢互補」、「區內可以容納多個發

展中心」、「香港享有國際聯繫優勢」之類空洞的 講話，但對內則需要有針對性

的策略部署，要有一套可操作的戰略。 

跟上面的討論相關的一個提問是：究竟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有沒有想過，站在國家

的層面 來考慮問題，主題是如何將大灣區打造為一個於世界上處於領先位置的經

濟區域？還是通 過灣區的發展，來扶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呢？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

以是一致的，但也可以有 所不同。以後面的一個提問來考慮，那當然是以香港為

首，並且通過政策來向它傾斜，保 證它有所作為。不過，站在國家發展的高度，

則或者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將整個大灣區發 展為世界級的區域。從這個角度來考

慮，則香港並不是必然的主角，兼且對它特別照顧， 無助於提升其區內及區外的

競爭力。 

考慮香港發展 較少區域視野 

對於大灣區的整體發展（並以它的發展作為核心提問），究竟香港有沒有認真想

過，可以 有何貢獻？如何貢獻？現時在香港內有關大灣區的討論，談很多灣區如

何幫助香港變得更 好，而較少討論怎樣可以將灣區整體向更好、更有競爭力的方

向發展。說得直接一點，很 多時候，香港會覺得大灣區發展要有香港，但在考慮

香港的發展時，卻很少會有區域的視 野。同樣，這也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如此這般，大家繼續泛泛而談大灣區。 

 

Website: https://www.eduhk.hk/main/wp-content/uploads/2018/10/181005-MP-Lui-Tai-

l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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