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李紫妍、何
玫 博鰲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5日
抵達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全球
自由貿易港發展論壇。李家超在致辭中表示，
香港致力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已簽訂的自由貿
易協定涵蓋全球21個經濟體，投資協定涵蓋33
個經濟體。香港正積極爭取加入全球最大自貿
協 定 《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
（RCEP），以期更好推動區域合作。
他在致辭時提到，「一國兩制」下，香港是

全球唯一結合中國和國際優勢的城市，有悠久
的法治傳統，香港稅率低、稅制簡單，加上各
類人才入境計劃，吸引世界各地專業人才來港
一展所長。香港一直倡導自由和多邊貿易，去
年再次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上周發布的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位列全球第三、
亞洲第一。
李家超說，正如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主題

為「在世界變局中共創亞洲未來」，當今世界
充滿變數和挑戰，我們面臨地緣政治變化、供
應鏈中斷等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危機中蘊藏機
遇，亞洲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我們必須
推動多邊主義、抵制保護主義。

將與海南簽署合作備忘錄
他表示，近期，香港與內地簽署《CEPA服務

貿易協議》修訂協議，在多個領域實現政策突
破，為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開拓內地市場提供
前所未有的便利。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也
明確指出，國家將加快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建
設，提升自貿試驗區發展能效。未來香港與海
南將繼續深化合作，攜手擴大自由貿易、提升
通關效率、推動標準互認，共同展現自由貿易
與市場開放為世界帶來的巨大機遇。
李家超當日在社交媒體發文指，這次海南之

旅，香港將與海南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會在

經貿投資、金融、數據安全有序流動、旅遊以
及人才交流五個領域深化合作，期望瓊港兩地
發揮互補優勢推動經貿深層次合作。
李家超還說，香港是海南最大外資來源地，

正力爭加入RCEP，海南自貿港是內地面向東盟
的最前沿，瓊港兩地可交流自貿港發展經驗，
利用「零關税」優勢攜手把握東盟發展機遇推
動經濟增長和擴展發展空間。
按照行程，李家超26日將與海南省領導會

面，並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海南省人民
政府合作備忘錄的簽署儀式。

孫東：港正加強數碼基建推動轉型
此外，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25日下午

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加強數字能力
建設，跨越數字鴻溝」論壇時表示，香港為加
速數字化經濟的進程，正加強數碼基建和推動
數碼轉型。政府正全速推進「數碼企業身份」

平台項目，並貫徹「以人才推動科技，以科技
引領產業，以產業匯聚人才」的方針，為在
港、來港的創科及數字人才提供更多優質就業
職位和發展機遇，匯聚全球創科英才。

李家超：港力爭加入RCEP 更好推動區域合作

中國續為製造業全球價值鏈中心
博鰲論壇報告：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將企穩甚至重新擴張 亞洲主要經濟體貨幣匯率穩定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
●世界局勢陡然生變，政治、安全、經濟、科技等因素

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國際秩序面臨全新挑戰，不穩
定、不確定因素增多。2025年將是各方共迎挑戰、謀
求轉型的一年。得益於人口規模、後發優勢以及制度
創新，亞洲多國已走在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前列。亞
洲需要加大在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應用上的投入和國
際合作，讓新質生產力為可持續發展賦能。亞洲需要
把巨大的人口資源轉化成強有力的人力資本優勢，發
揮好青年創造力，培養面向未來、適應未來的勞動者
隊伍，提升亞洲勞動生產率。同時，主動將人口老齡
化壓力轉化為新發展動能，進一步提升人力資源的開
發利用。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

●內需不足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在傳統觀念上有先生產
後生活、重投資輕消費的傳統思維，傳統的政策、制
度對消費不太友好，出現了消費壓抑的狀態。提振消
費首先要提高國民收入水平，要改變一次分配的比

例，這就涉及到收入分配體制及財稅制度的改革。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當下，全球發展與衝突矛盾凸顯，西方衝突預計還將
持續10年左右，而東方的核心任務聚焦於發展。
RCEP涵蓋15個國家，其經濟總量、貿易總量以及人
口總量佔據全球約三分之一。成員國包含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與最欠發達國家，這種多元構成既保證了
發展的公平性，也蘊含着巨大的發展潛力。RCEP有
望成為打破美國挑戰、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全球化
進程的關鍵抓手。

重慶市前市長黃奇帆

●中國政府提出中國製造到2025年達到世界中高水
平，從2024年來看，十大製造領域具體指標體系及
突破項目，96%已比較圓滿地達標完成，還有4%屬
於基本性完成，還有一點缺漏，今年繼續「打補
丁」，相信到今年年底，中國製造2025目標體系能
夠全面完成。

論壇精彩觀點

來源：國是直通車、騰訊財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李紫妍、何玫 博鰲報道）在

全球經濟復甦放緩背景下，亞洲仍是穩定和支撐世界經濟的重

要力量和基石。25日，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發布《亞洲

經濟前景及一體化進程 2025 年度報告》（下稱《亞洲報

告》）和《應對氣候變化：亞洲推進綠色發展2025年度報告》兩份旗艦報告。《亞洲報告》預

計，2025年亞洲經濟增速預計將增至4.5%，按購買力平價測算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將增至

48.6%。2025年中國經濟仍將相對強勁，足以對東亞經濟增長做出有力支撐，預計中國2025年實

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為5%，人民幣匯率預計將在合理均衡區間內基本穩定，但波動可能

加劇。報告還指，亞洲仍是全球價值鏈的核心，中國仍是全球製造業全球價值鏈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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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 征 、 遠 征 ， how are
you？」，在博鰲亞洲論壇2025

年年會會場外，一款名叫「遠征」國產人形機
器人，動作利落靈活地「迎來送往」，與參會
代表熱切握手、用英文問好等，還在眾多來賓
圍觀下打太極、跳舞、表演才藝，成為會場外
一道別致的科技景觀。許多外國嘉賓興致盎然
地與「遠征」互動，並感嘆「震撼」。
記者看到，「遠征」在眾人面前活動四
肢，環場走動，還有節奏地舞動起來，並向
外國嘉賓展示起Chinese KongFu——太極。
來自法國的國際主權諮詢公司(GSA)創始人
Anne和同事更與「遠征」即興互動共舞。
「它不僅會回應語音對話，還有非常豐富的
肢體動作，這些機器人實際運行效果令人震
撼。」第一次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的Anne激
動地說。

製作咖啡煎餅 回收材料做T恤
另外，在「遠征」旁邊，幾個靈活的機械
臂正忙碌着為嘉賓代表們製作香濃的咖啡和
噴香的煎餅；另一邊，一台通過回收咖啡渣
和塑料瓶製作印花T恤的環保科技設備也在

頻繁運作，為嘉賓們製作出一件件具有紀念
意義的環保衣物。
記者還發現，今年的博鰲論壇主會場、新
聞中心等場所門前的安檢門被撤銷了，取而
代之的是在入住酒店登上穿梭巴士前進行一
次安檢，即可通行所有會議場地，無論是嘉
賓參會還是記者採訪，都變得更加便捷了。
記者初到年會接待中心時，在配備的自助終
端機上進行信息確認，隨後即可到註冊中心
領取證件，大大縮短了排隊等候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黃寶儀、何玫

博鰲報道

國產機器人迎賓 秀中國功夫引驚嘆
特稿

今年亞洲經濟料增至4.5%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張軍在2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當今世界百年變局深刻演變，單邊主義、保護主
義、強權政治有新的發展，給世界穩定和經濟復甦帶來
更大衝擊，世界面臨的挑戰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多，國際
社會擔憂和焦慮情緒進一步上升。在此背景下，《亞洲
報告》持續跟蹤研究亞洲經濟一體化大方向，通過詳實
的數據和事例反映亞洲經濟體快速成長、融入並支撐經
濟全球化的歷程。
《亞洲報告》指出，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等國際機構普遍預計，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將企穩
甚至重新擴張。根據論壇研究院的測算，作為世界經濟
的主要引擎之一，2025年亞洲經濟增速預計將增至
4.5%，按購買力平價測算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將增
至48.6%。2024年分別為4.4%、48.1%。中國、印度、
越南、菲律賓、蒙古國、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等亞洲經
濟體仍將保持5%以上的較高增速。

數字和服務貿易仍是亮點
報告並指出，2025年亞洲經濟體股票市場指數波動或

更加頻繁，但預計多數仍將保持上升態勢。預計亞洲主
要經濟體的匯率總體保持穩定，其他多數經濟體貨幣可
能面臨貶值壓力。「美國對華加徵關稅或從市場風險偏
好和中國外貿基本面兩個維度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
「在全球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性的大背景下，數字貿
易和服務貿易仍是亞洲經貿的亮點。」報告稱，一是數
字貿易快速發展，亞洲主要經濟體已成為全球數字貿易
的重要參與者。 二是服務貿易增長較快，數字交付服
務成為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旅行服務恢復明顯，運輸服
務大幅增長。

中國供應鏈多元化趨勢明顯
張軍指出，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為代表

的新一代自貿協定穩步推進，通過整合亞洲經貿合作機
制釋放出區域大市場紅利。《亞洲報告》指出，2024
年，RCEP區域內貿易總額同比增長約3%，絕大部分
成員區域內貿易額實現同比增長。2024年，中國服務貿
易規模突破1萬億美元，東盟新興經濟體如老撾、柬埔
寨服務貿易增長顯著。未來，隨着中國-東盟自貿區3.0
版落地見效，亞洲貿易將獲得新動能，數字經濟、綠色
經濟的深化正在推動服務貿易成為促進亞洲區域經濟一
體化的新亮點。
《亞洲報告》同時指出，亞洲仍是全球價值鏈的核

心，中國仍然是全球製造業全球價值鏈的中心。中國供
應鏈多元化趨勢明顯。越來越多的企業傾向於採取「中
國+1」的供應鏈布局策略，同時中國的中高端產業向外
轉移的趨勢將會放緩。「2018年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
後，不僅沒有提升美國在製造業全球價值鏈中的相對地
位，與中國在製造業全球價值鏈中重要性的差距反而不
斷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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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菲時節，目光聚焦中國。

為期兩天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剛剛落下帷幕，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會接踵而

至。短短一周內，兩大世界級影響力的重磅論

壇接續在華舉辦，進一步展現中國的開放之

姿，同時也彰顯出百年大變局下，變亂交織的

世界更加需要持續發展的中國提供確定性支

持，中外各界人士在對話交流中尋求共識、共

謀破局良策。

以高質量發展確定性應對不確定性
博鰲亞洲論壇今年的主題為「在世界變局中

共創亞洲未來」。來自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大

約2,000名代表，包括多國元首、部長級高官、

國際和地區組織負責人、商界領袖及著名學者

等嘉賓將齊聚一堂，圍繞亞洲和世界面臨的一

系列問題和挑戰展開思想交鋒，為推動亞洲和

全球發展貢獻智慧。

「今年年會主題是對當前國際局勢的深刻回

應。」知名國際問題專家、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表示，世界正面

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

頭，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美國等發達國家出現

深刻的治理危機。博鰲亞洲論壇倡導以包容性

多邊主義重構國際共識，這種立足亞洲、面向

全球的治理思維，為動盪中的世界提供了穩定

錨點。

不僅如此，作為論壇的東道國，中國通過自

身經濟增長及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全球經濟發展

提供動力。在本月初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中國

設定了5%左右的全年經濟增長目標，提出擴大

內需、促進消費升級、加大科技創新等一系列

政策措施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以高質量發

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與此同

時，中國領導人重申，將堅持真正的多邊主

義，在應對全球性挑戰和解決國際地區熱點問

題中繼續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這將為全球經

濟復甦、增長提供「穩定錨」。

2025年是海南自貿港封關運作、擴大開放之

年，在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相信通過

博鰲亞洲論壇這個開放、包容的對話平台，思

辨火花與多方智慧將會凝聚共識並轉化成行

動，從而有力應對世界變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

中國為世界變局提供「穩定錨」
文匯觀察

●3月25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博
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全球自由貿易港發展論
壇。圖為李家超在論壇致辭。

●博鰲論壇外國參會代表與國產機器人
「遠征」問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紫妍 攝

●3月25日，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舉行新聞發布會暨旗艦報告發布會。圖為發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來自60多個國家和地區約2,000名代表，以及來自
3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150家媒體機構的1,100多名記者
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