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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第一個五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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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數據的說明

• 不同視角，往往有不同看法：樂觀與悲觀

• 挑選不同資料作分析的佐證1st 5 years

• 全球競爭指數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作評估指標

• 含蓋全球近95%經濟產量，近140個國家或經濟體

World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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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主要內容

• 陸上絲路 (絲路經濟帶)
• 海上絲路 (21世紀海上絲路)

One Belt
One Road

• 政策、設施、貿易、金融、人文

• 五個層面的互聯互通、共謀發展

Five 
Conn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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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



• 路帶地區：57 個國家或經濟體，不包括陸、台、港、澳

• 非路帶地區：全球其他國家或經濟體

Narrow scope 
of  B&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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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帶地區」與「非路帶地區」的比較分析

Belt and Road Economies/Regions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Central and West Asia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entral and East Europe 

Brunei Darussalam Bangladesh Armenia Bahrain Albania 

Cambodia Bhutan Azerbaijan Egypt Bosnia and Herzegov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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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r-Leste   Syria Macedonia, F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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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於量度一個經濟體的生產力或競爭力

• 由12支柱組成，再細分為三組次指標

GCI as 
comparativ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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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爭指數 (GCI)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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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於1979年發表全球競爭力報告。

2004用於量度全球各經濟體的表現。

若以GDP計，在2017年，所挑選的137經濟體，
含蓋了全球經濟的98%。

拿路帶地區和非路帶地區作長期發展比較。

挑選的年份：2007-08 年至 2017-18年，共11年。

全球競爭指數 (GCI) 的簡介



• 2008美國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衝擊明顯。

• 路帶地區「海嘯」後的改善較明顯，動力較強。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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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競爭指數的比較



• 由4根支柱 (institutions, infrastructure, macroeconomic 
environs, 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 組成。

• 乃驅動經濟發展的基石。

Basic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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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要素次指標的比較



• 由6根支柱 (higher education & training, goods market & 
labour market efficiency,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tech 
readiness, market size) 組成

• 乃強化效率的關鍵

Efficiency 
Enha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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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效率要素次指標的比較



• 由2根支柱 (business sophistication, innovation) 組成。

• 乃帶動創新突破的力量所在

Innovation & 
Sophistication 

Factors 

11

創新精進要素次指標的比較



• 金融海嘯之後的2008-09年，路帶地區的競爭力反彈明顯
較非路帶強勁

• 說明金融海嘯對非路帶經濟打擊巨大

2008-09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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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支柱均值比較，2008-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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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約十年間的發展後，路帶地區各根支柱的改善較非路
帶地區巨大

• 揭示路帶地區活力較強

2017-18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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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支柱均值比較，2017-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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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現與研究局限

路帶地區表現較非路帶地區突出，情況早於「一

帶一路」倡議

當然，倡議推出後，路帶地區發展似有加快

中國相信是最重要的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美國金融海嘯造成極為嚴重的衝擊，對非路帶地
區 ── 歐美 ── 的衝擊尤其巨大

GCI只著眼經濟發展，沒包括非經濟層面的發展
和轉變 ，這亦是一帶一路提及「五通」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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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困境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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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機遇所造就的香港神話

1841年開埠
後，實施自
由貿易，成
為連結或溝
通內地與世
界的中介者/

轉口港

二戰後的兩
次重大發展
機遇，令社
會與經濟脫
胎換骨

新中國成立
與貿易禁
運，大量資
本、勞力與
巨大歐美市
場，令香港
走上工業化
道路

「改革開
放」促使了
經濟轉型，
由輕工業轉
為第三產業
主導，金融
業發展尤為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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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香港發展內外挑戰

香港本身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挑戰

中國大陸持續發展的挑戰

美國「亞洲再平衡」、「貿易戰」與戰略調整的挑戰

伊斯蘭世界的挑戰

全世界的發展挑戰：科技與富裕經濟體的疲不能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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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社經現狀的「蓄勢」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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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世代對貧富差距嚴重程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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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與2020年的巨大社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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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COVID-19
全球變局

後COVID-19
全球變局

經濟發展欠活力

難有發展新亮點

產業結構欠妥……

經濟發展欠活力

難有發展新亮點

產業結構欠妥……

社會矛盾巨大

貧富差距擴大

青年「上流」

不足?……

社會矛盾巨大

貧富差距擴大

青年「上流」

不足?……

尋求發展機遇

帶動經濟轉型

解決社會問題

尋求發展機遇

帶動經濟轉型

解決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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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社經現狀的「蓄勢」待變



出路在那？往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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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界經濟的發展

羅兵咸永道最近發表
的預測報告：

《2050年環球展
望》(The World in 

2050)











未來世界經濟的發展

G7 (美、英、法、德、意、日、加)  
經濟不斷收縮

E7 (中、俄、印、印、巴、墨、土)  
經濟不斷壯大

HG7 (越、印、孟、巴、菲、尼、
埃) 經濟尤其充滿動力

傳統歐美西方經濟在不斷萎縮，非
西方經濟則不斷擴張

香港過去的中介地位備受挑戰

1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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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一帶一路」：捷足先登或觀望？

有些國家持否定態度

新加坡的進取新加坡的進取

大中華
股票市場 有些國家持觀望態度

有些國家則先行先試

大中華
貨幣

俄羅斯、印度和哈薩克斯坦的踏出一步俄羅斯、印度和哈薩克斯坦的踏出一步

香港是否已經做好準備香港是否已經做好準備



推出「一帶一路」以來參與情況

與中國簽訂參與「一路一帶」合作協議國家數目變化：2013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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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研究考察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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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如果香港參加一帶一路，可加強作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聯繫角色」的回應

同意, 39.9%, 40%

一半半, 27.7%, 
28%

不同意, 25.0%, 
25%

不知道, 7.3%, 7%

同意

一半半

不同意

不知道

參與「一帶一路」，社會是否準備就緒？

2016年的調查



2017年7月新疆絲路考察



2017年7月新疆絲路考察



2017年7月新疆絲路考察



2017年7月新疆絲路考察



香港商人在中哈邊境合作區

2017年7月新疆絲路考察



香港商人在中哈邊境合作區

2017年7月新疆絲路考察



香港商人在中哈邊境合作區

2017年7月新疆絲路考察



港商在陸上絲路的足蹟

1980年5月，唐翔千在新疆建成國內第一家合資天山毛紡廠

1990年代，楊敏德在烏魯木齊、吐魯番等地興建多家現代化紡紗廠

王敏剛於1995年投資「敦煌山莊」，推廣絲路旅遊

據說，哈薩克獨立時，第一位中國人前往投資者來自香港，那人還娶了
一位哈薩克女子，在該國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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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

觸角敏銳、先行先試……

專業團隊

踏實保守、

早晚必至…..

整體社會

對「一帶一路」感陌生

不敢外闖、錯失機會？

開拓「一帶一路」的現實與思考



開拓「一帶一路」的現實與思考

• G7利用香港作貿易中介已日見式微

• 與E7 (中國大陸除外) 及HG7關係不緊密

• 香港並非一帶一路中途位置

• 香港中介地位備受挑戰

傳統貿易中介地位風光不再

• 與當前主導世界秩序的英美無縫連結

• 擁有「一國兩制」獨一無二制度

• 金融成為最大亮點，其他不同層面亦有待開拓、發揮

香港優勢與地位

42



歷史的遺憾：甘英使大秦

班超派遣甘英與羅馬帝國交往

班超派甘英
使大秦：

「聞之乃至」
歷盡千⼭萬⽔抵伊朗⻄岸，

但因「海⽔廣大」不敢再進



結語：歷史的轉捩點

甘英使大秦，遇
困境「聞之乃
止」，錯過打通
歐亞的歷史契機

日後有馬可孛羅
東來，成為歐亞
聯繫第一人，促
進多方接觸往來

「一帶一路」能
為香港帶來發展
契機，實不應
「聞之乃止」

香港的成功，關
鍵是應對外部機
遇，亦來自自由
開放，更是從發
展中拼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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