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羅洪嘯、李理 北

京報道）對於明年
六大經濟任務，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的
專家分析指出，明年是
「十二五」開局之年，六
大任務不僅僅是針對明
年的經濟，更是對「十

二五」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做出的部
署。因此，在具體工作上，中央並
未刻意強調遏制通脹，而是通過增
強農產品供給能力、加大經濟結構
調整力度來從根本上改變通脹預
期。同時，民生工作將作為明年的
重點工作之一，體現了「十二五」
期間中國由「國富民強」向「民富
國強」轉變。

期靠調供需緩通脹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研究員張茉

楠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六大工作中
的首要任務是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
行，改變了去年經濟工作會議中
「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表述，顯示
中央正在從單純注重速度，向重視
質量和效益轉變。
至於當前廣受關注的通脹問題，

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向
香港文匯報分析，從六項工作的排
序看，中央已然意識到遏制通脹的
重要性，因此將「推進發展現代農
業，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放在比
較靠前的位置。
張茉楠也指出，中央將農業發展

作為第二大任務，提出增強農產品
的有效供給。說明在採取行政手段

控制物價的同時，中央正希望通過調節供需來緩解
通脹壓力。其實，食品價格的上漲還是因為供應處
於緊平衡的狀態，在短期對需求進行管理的同時，
中央已經將供給管理作為抑制通脹的新手段。

樓市調控重在落實
而在房地產調控上，會議公報並未涉及太多，只

是在保障民生的任務中提出了逐步形成符合國情的
保障性住房體系和商品房體系，而在財稅體制改革
中亦未出現房地產稅的內容。對此，趙曉分析認
為，這表明中央將在貫徹早前對商品房調控政策的
同時加大力度推進住房保障體系建設。他說，「從
現實情況研判，只要繼行對商品房價格調控政策得
力，決策層料將不會出台新規，監管層或將施政重
點轉移至安居性住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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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昨日閉幕，會議確定明年經濟工作

的六大主要任務。明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

因此，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往年不同之處，還在

於為「十二五」規劃開局指明方向。由於明年美日歐很

可能繼續實行寬鬆貨幣政策，中國面臨的熱錢流入、輸

入性通脹等風險很可能繼續積聚，因此，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突出抑制通脹的重要性，收緊貨幣政策，同時加強

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達到「防通

脹、穩增長」的目標，為「十二五」開局掃除通脹上升

和資產泡沫積聚的「攔路虎」，並奠定良好基礎。

明年是「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十二五」時期國

內外經濟環境錯綜複雜，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突出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推進發展現

代農業，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大改革攻堅力度，提高對外開放水準等重點，既定下

明年經濟工作的大政方針，也確保「十二五」時期經濟

社會發展開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十二五」規劃首先面臨的「攔路虎」，是通脹上升和

資產泡沫積聚。中國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已非常嚴重，加

上美國量化寬鬆政策，推高全球股市和主要大宗商品價

格，加大中國通脹和資產泡沫壓力。國際金融海嘯爆發

以來，中國累計新增人民幣貸款超過17萬億元，貨幣供

應規模接近70萬億元，超過美國成為貨幣供應量第一大

國。錢如此之多，存款利率又低於通脹，導致炒風熾

烈，通脹迅速上升，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上漲5.1%，

是28個月以來最高。就在國家統計局舉行新聞發佈會的

前一天，央行再次調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今年

以來，央行先後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一次加息，以

及持續的公開市場操作，顯示中國貨幣當局對調控物

價、收緊流動性已有迫切性和共識，並透露貨幣政策轉

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明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

向，定為積極穩健、審慎靈活，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這是要為「十二五」規劃掃除通脹上

升和資產泡沫積聚的「攔路虎」。

美國狂印鈔票變成了中國新的通脹與泡沫的風險因

素。美聯儲印了錢，就會往世界各地流，中國是全球

「投資窪地」，可能流入的熱錢最多。但熱錢總有一天會

流走，這方面亞洲有前車之鑒。上個世紀90年代初，美

國實行寬鬆貨幣政策，資金大量流向東南亞國家，但

1996年美聯儲開始加息，資金回流導致東南亞資產泡沫

破滅，並釀成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防通脹、穩增

長」，實施「一鬆一穩」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

可避免中國經濟大起大落，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抵銷美

國量化寬鬆政策對全球的負面影響。

民建聯昨日公佈的民調顯示，63.8%受訪

市民認為物價上脹壓力大，民建聯建議政

府設立300億元「公共交通收費穩定基

金」、增撥5億元予食物援助計劃等，以減

低市民的生活開支壓力。美國重啟量化寬

鬆加上人民幣升值，令本港通脹壓力日益

加大。其中，交通費不僅佔基層市民開支

較大比例，而且難以減省，令基層市民生

活百上加斤。設立交通費穩定基金，好處

是可以在通脹高企之時穩住交通費升幅，

令所有市民都能受惠，尤其對上下班往返

路程較長的基層市民有實質性的幫助。

面對內地通脹壓力攀升、人民幣升勢持

續等影響，輸港貨品的價格在近幾個月大幅

上漲，基層市民叫苦連天。而且美國重啟量

寬導致熱錢大量湧入，也令到本港的通脹壓

力在明年繼續升溫。過去打工仔尚可期望以

加薪來應付通脹，但現時打工仔會否加薪也

成疑問，更遑論加薪幅度可追及通脹。面對

通脹壓力，基層市民可節衣縮食，唯獨交通

費開支卻是難以減省，特別是居住在新界等

偏遠地區的市民，交通開支已成為沉重負

擔。現在本港的公共交通正展開新一輪加

風，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如果當局不及時

支援，基層市民將難以支持。

過去當局紓解民困的措施，較多 重一

刀切式「派糖」。鑑於這一輪通脹壓力主要

集中在交通、食品等方面，當局紓解民困

也應有新思維。有關交通費穩定基金的建

議，在應對交通費高昂的問題上較能對症

下藥。由於當局難以限制公共交通機構按

機制提出的加價申請，部分機構也確實面

對成本壓力，不宜以行政手段禁止加價。

當局設立穩定基金資助公共交通機構，既

可協助機構應對成本上漲壓力，市民也不

必承受加價之苦，而公帑既是來自市民稅

收，當局不過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符

合社會利益，是一個操作性強的建議。目

前中電也有類似的機制穩定電費，當局可

將從港鐵等交通機構得到的收入注入基

金，藉此抵銷交通費的加幅，在通脹重臨

之下減輕市民壓力。當然，當局審批時必

須嚴格把關，有確實的需求及符合一定的

條件才可資助，以防渾水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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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十二五」掃除「攔路虎」 設立穩定基金 紓緩通脹壓力

中央明年要務：穩定物價
確保糧產源頭摧垮漲價基礎 擴內需促消費成核心主題

新提「改革頂層設計」：改革進入深水區

從此次會議提出的明年經濟工作的六項任務中，「推進
發展現代農業，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位居第二，這表明
中國決心從市場供給這一源頭 力解決物價問題。須知，
糧食價格的穩定對於物價穩定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
用，糧食生產對整個國民經濟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
能力，抓住了糧食生產，也就穩住了中國經濟的底盤，從
而從根本上摧垮物價大幅上漲的基礎。

加大強農惠農政策力度
基於此，會議表示，中國「糧食穩定增產和農民持續增

收基礎不牢固」，要千方百計確保主要農產品供給安全，
穩定糧食播種面積，增加農業生產補貼，穩步提高糧食最
低收購價，加大糧食主產區投入和利益補償力度。除了上
述舉措，當局還 力於從長遠角度解決糧食生產的後顧之
憂。會議指出，要從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及加快轉變農
業發展方式入手，同時嚴守耕地保護紅線， 力提高耕地
質量。這些舉措，無疑都是解決糧食生產問題的長遠之
策、治本之策，必將在鞏固中國糧食總產「七連增」的基
礎上，進一步優化和增強糧食生產能力，管理好通脹預
期。
當局對於物價調控中可能出現的「糧賤傷農」等情況也

有預備之策，強調強農惠農的思想認識只能增強不能削

弱，強農惠農的政策力度只能加大不能減小，意在免除農
民的後顧之憂。會議同時提出，要把信貸資金更多投向實
體經濟特別是「三農」上，也延續了其對「三農」問題一
貫倚重的方針。

全面加強價格調控監管
除供給環節根本加強，當局還對流通環節的建設予以規

範和鞏固，提出在落實「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和「菜籃子」
市長負責制的同時，認真搞好市場流通體系建設，加強農產
品質量安全管理，確保群眾吃上放心食品。
對於物價調控，會議指出，要堅持「立足當前、 眼長

遠，綜合施策、重點治理，保障民生、穩定預期」的原
則，以經濟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全
面加強價格調控監管工作，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這
是對經濟規律的尊重，更是對廣大民眾根本利益的負責。

重點提升居民消費能力
此外，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是中國明年經濟政策的核心

主題之一。會議指出，要調整優化需求結構，增強消費拉
動力，重點提升居民消費能力、改善居民消費條件、培育
新的消費熱點。要注重處理好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關
係。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
大趨勢。
在對外開放上，會議認為，要正確把握國內外發展環

境，有效發揮中國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比較優勢，堅持出
口和進口並重、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提高利用外資
水平，鼓勵外資投向高端製造業、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
業、節能環保等領域和中西部地區，積極穩妥擴大金融等
服務領域對外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李理 北京報道）12
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是對明年經濟工作的
部署，更是為「十二五」經濟改革勾勒藍圖，因此會
議在改革問題上 墨頗多。會議提出，必須以更大決
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明年將加大改革攻堅
力度，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強改革頂層設計，
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
在具體改革方面，會議指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

改革方案，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要積極推進
財稅、金融、投資體制和資源環境等領域改革，加快
建立和完善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逐步完善個人所
得稅制度，研究推進在一些生產性服務業領域擴大增
值稅徵收範圍改革試點，進一步推進資源稅改革。要

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要深
化集體林權制度和國有企業改革。

新推改革均為系統工程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研究員張茉楠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改革頂層設計是「十二五」規劃建議中對改革的
最新表述，其實頂層設計是系統工程中的用語，中央
應用到改革領域，吹響了改革向深水區邁進的號角。
從明年開始，中央推進的改革都將是系統工程，政策
上會更重視協調性，這是中國宏觀調控戰略性調整，
未來在推進改革中，政府將側重於設計藍圖，當好舵
手，更多的具體工作將交給市場去做。而在改革頂層
設計的方向上會更加惠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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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李理 北京報道）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民生問題亦作為明年工作的重點內
容予以部署。會議特別提出，「十二五」開局之年，
在改善民生上要紮紮實實辦七件實事：

■加強教育重點領域建設；
■加快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
■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紮實推進醫藥衛生體制五項重點改革；
■加快推進住房保障體系建設；
■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群眾工作。
在教育方面，會議提出，要重視發展學前教育，完

善高中和職業教育，擴大涉農中等職業教育免費範

圍，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同時，加快構建覆蓋城
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
支柱性產業。

就業方面，明年中央將堅持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
把促進充分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重點
做好高校畢業生、農村轉移勞動力、城鎮就業困難人
員、退役軍人就業工作。

大力發展公共租賃住房
會議並提出，要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擴大新型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範圍，建立健全企業退休人員
基本養老金、城鄉居民低保標準正常調整機制。要紮
實推進醫藥衛生體制五項重點改革，突出抓好健全基

本藥物制度和加快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堅持公共
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

在廣受關注的保障性住房方面，中央提出明年將加
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力度，加快棚戶區和農村危房
改造，大力發展公共租賃住房，逐步形成符合國情的
保障性住房體系和商品房體系。

在民生問題上，會議最後強調，要維護社會和諧穩
定，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群眾工作，深入推進社會矛
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正確處理人
民內部矛盾，健全信訪工作責任制，健全社會輿情匯
集和分析機制，健全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和重大政策制
定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 力從源頭上預防和減
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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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洪嘯、李理 北京報

道)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日落幕，會議從宏觀調

控、農業發展、經濟結構調整、民生、改革以及對外開放等方面提出了明年工作的六大工作內容。

其中，穩定價格總水平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這一表述被視為中國政府對於保持明年物價總水平

基本穩定的鄭重承諾。

2010中央經濟

■中國決心從市場
供給這一源頭 力
解決物價問題。圖
為合肥市區的農貿
市 場 一 個 賣 菜 攤
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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