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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重心移向亞洲 

全球重心正向亞洲轉移，不論貿易或投資，亞洲逐漸超越歐洲。未來幾十年，

亞洲市場將快速擴展，企業早已爭相布局，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與此同時，中

國成為全球化的旗手，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對外開放。近來其所 倡立的亞投行

與一帶一路，若能成功，將讓亞洲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獲得長足進步，資源

得以充分運用，進而帶動亞洲整體發展。 

面對這樣的歷史時刻，香港該如何定位？從經濟數字來看，香港是全球非常成 

功的經濟體；自由化的程度，全球第一。不過，香港的成功，往往是創新與變

革的阻力，因很容易沉浸在既有的成就，忽略大環境的改變，對香港造成的壓

力。去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將香港競爭力評列第十九名，

其中「創新」的評分偏低，對香港來說是警號。 

 

亞洲重要度大增 

 

香港地理位置優越，長期是外國企業進入中國的跳板，並有良好的法治、充分

的自由和優異的商業管理能力。香港還有一特別優勢，是鄰近珠三角，該地區

發展迅速，各種科技產業與製造業，蓬勃發展。通過新一代的鐵路和公路網

絡，香港、深圳與珠海的產業將連成一綫，互補優勢，為香港經濟注入新的活

力。 

亞洲最優秀的律師、會計師、銀行家、經理人聚集於香港，但香港長期是殖民

地，過去不重視人文與歷史教育，這是香港的弱點，不易培養宏觀的視野。 

亞洲與中國在快速的轉變，香港不可能不變，目前香港需要前瞻的視野，在變

動環境中，找到最適合發展的位置。香港是開放的經濟體，須與其他國家競

爭，其他國家看準亞洲與中國的重要性日增，在大學紛紛成立亞洲研究或中國

研究中心，香港怎能落後？ 



展望未來，香港需要眾多了解中國、了解亞洲個別國家的專業人才，他們需要

對當地人文、歷史、政治、經濟與社會有豐富的知識，並具備語文溝通的能

力，進入公私部門發展。香港是軔性十足的社會，目前雖遇到各種轉型挑戰，

相信憑藉其既有的優勢，找到合適的定位，必定可以創新發展，締造新的榮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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