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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規劃》首次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遠角度，就香港在國家發展過程中

可扮演的角色作出建議，對香港未來發展有重要意義。特區政府應積極向各界宣傳、介

紹《十一．五規劃》，積極利用香港的優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抓住機遇，發掘商機，

使香港經濟能夠成功轉型及持續發展。 

 

 國家的《十一．五規劃》綱要，是首次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遠角度，就香港在

國家發展過程中可扮演的角色作出建議，並提出「支持香港發展金融、航運、旅遊、資

訊等服務業，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中心的地位」。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

是對香港一個難得的機遇，香港人可以從中發掘無限商機，使香港經濟能夠成功轉型及

持續發展。 

 

特區政府對「十一．五」宣傳不足 

 

 然而，對於這個重要的國家《十一．五規劃》，香港市民的認識明顯並不足夠。 

 

 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較早前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調查結果發現，近九成被訪者並不認識《十一．

五規劃》，表示完全不認識的，亦有六成八；另外，更有七成六受訪者表示，從未聽過

國家已經提出了《十一．五規劃》綱要。其中大部分被訪者表明不認識的原因，是由於

外間沒有報道和特區政府沒有宣傳。 

 

 因此，我們建議特區政府應積極向各界宣傳、介紹《十一．五規劃》，利用香港的優

勢，加速內地的發展。而有了特區政府帶動，傳媒也會積極報道《十一．五規劃》的消

息，有助全面加深市民對國家發展的了解。很高興「十一．五論壇」日前舉辦了一次大

型座談會，不但邀請到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出席，而且許嘉璐更向港人大代表派定心

丸，強調《十一．五規劃》下，內地沿海城市，沒有一個可以取代香港的地位。這次的

研討會，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希望能作為一個好的開始，香港人今後可以再作深入的

探討。 

 

既是機遇亦是挑戰 

 

 市民對《十一．五規劃》的認知度不高，主要亦是因為市民尚未了解到該規劃是國家

未來五年重點發展藍圖，以及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意義。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日前在「十

一．五論壇」上提到，《十一．五規劃》對香港來說，既是機遇亦是挑戰，香港要認真

思考如何維持競爭力，以防被邊緣化。不過，我認為，並不是《十一．五規劃》要把香

港邊緣化，最重要的是，香港如何因應和配合國家的《十一．五規劃》，在金融、物流、



製造業和服務業等範疇中，香港都可以從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問題是香港人的心態必須

改變，不能只顧自己利益，而應尋求雙贏共享的優勢，以免自我邊緣化。 

 

 《十一．五規劃》對內地和香港的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加強兩地的聯繫及消息的

互通有迫切需要。然而，現時特區政府在內地的聯絡辦事處應進一步發揮香港和內地互

通和合作的功效。故此，特區政府除了要更主動和內地溝通外，還應向中央爭取內地和

經濟發展有關的機構，例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人民銀行，來香港設立辦事處，

好讓香港的商界能獲得內地經濟發展、政策等第一手消息，抓住《十一．五規劃》帶來

的龐大商機。 

 

落實 CEPA具體細節的迫切性 

 

 另外，調查發現，多數市民（特別是中產階層）都希望特區政府繼續向中央跟進，進

一步開放更多專業界別的市場，包括法律、會計和服務業等，為港人創造更大的發展空

間，顯示香港市民對這方面的要求還是相當迫切。我們也看到，CEPA第二、三階段的

協議雖然已經簽訂，但許多細節尚未落實，現在距離WTO 規定向外資全面開放市場的

期限已經不遠，希望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務必抓緊時間，及時與內地有關方面跟進落實

CEPA協議的具體細節，協助商界進一步開拓內地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