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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見圖）在北京
召開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說，2010年

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實現了平穩較快回
升，一舉扭轉了2009年下降2.6％的局面。
統計顯示，2010年全國非金融類領域新

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7,406家，同比增長
16.9％。12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40.3
億美元，同比增長15.6％，為2009年8月以
來連續第17個月實現月度同比增長。

海外收購逐年提高 涉多領域
姚堅表示，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較快發展主要得益於服務

業以及中西部地區吸收外資的大幅增長，其增幅分別達到28.6％
和27.6％。今後服務業將成為中國吸收外資的主要驅動力。同
時，隨 中國中西部地區交通、教育等基礎設施的不斷改善，外
商投資企業在華投資正在向中西部地區進行新一輪的產業轉移。
商務部18日發佈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129個

國家和地區的3,12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
類對外直接投資590億美元，同比增長36.3％，對外投資流量再創
歷史新高。
在中國資本出海的過程中，以海外收購方式實現的對外投資比

例逐年提高：2010年以收購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238億美元，佔投
資總額的40.3％，收購領域主要涉及採礦業、製造業、電力生產
和供應業、專業技術服務業等，而2009年的這一數字為192億美
元。
姚堅表示，去年中國對外投資增長非常快，但是仍主要集中在

香港、亞洲、拉美地區，對於歐美和日本的投資相對規模較小。

投資環境日趨完善 廣納外資
姚堅表示，2010年中國吸收外資的情況表明，投資環境的不斷

完善是促進中國吸收外資
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2010年4月，主要

包括「優化利用
外資結構」等5部
分內容的《國務院關
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正式公佈，提出了一系
列進一步積極利用外資的重要政策措施，特別強調要營造良好的
投資環境。此後，國務院各部門和各地方政府紛紛制定相應檔
案，出台了一大批鼓勵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措施。
在回答記者有關房地產吸收外資情況的提問時姚堅說，2010年

中國服務業吸收外資佔到總量的46％，其中房地產吸收外資佔
22.7％。「我們一直在關注這個領域，在和有關的土地、外匯、
金融等部門加強合作，對這個領域進一步規範和嚴格審批。」

「內引外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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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商務部昨日（18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累計吸收

外資（FDI）1,057.4億美元（詳見附表），同比增長17.4％，首次突破千億美元，而同期中國累計實現非

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590億美元，同比增長36.3％，對外投資流量也創下了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中國人民銀行17
日公告顯示，本周將暫停央票發行。市場人士分析認
為，儘管在春節前停發央票料將是為市場資金充裕保駕
護航，但在本周公開市場到期資金高達2,490億(人民幣，
下同)的情況下，央行暫停正回購操作的舉動令今年首次
加息正在臨近。
按照慣例，央行通常在每周二和周四分別發行一年期

和3月期票據進行公開市場操作。不過，央行今次暫停央
票發行亦實屬無奈之舉，現時央票一二級市場利率倒掛
嚴重，市場缺乏認購意願，發行規模難以放量。
其實，儘管央行在2010年已經兩次加息，但由於央票

利率倒掛的局面並沒有徹底扭轉，這使得央行不能寄望
公開市場操作回籠市場流動性。

抗通脹加息不可避免
數據顯示，繼去年底央行加息後，1年期和3月期央票

利率雖然已連續3周上行，惟當前2.7221%和2.2588%的發
行利率仍大大低於二級市場收益率，也就是說，金融機
構從央行購入央票後，在二級市場立即出售便會出現虧
損局面。
上海某大行交易員在此間表示，如果央行繼續停發央

票，央行在春節前後加息的概率則較大。上述交易員

稱，存款準備金率只是回收流動性的工具，若想令央票
發行恢復正常，需要令發行利率上行以增加一級市場的
需求。如不加息，央票發行就將繼續維持目前的尷尬境
地，甚至可能持續停發。因此，央票一二級市場利差倒
掛的問題只能由加息來解決。

差別存準或取代央票
興業銀行最新研報則認為，央行暫停一年期央票發

行，料是中國貨幣政策操作方式的重大變化，央票發行
將很可能被動態差別準備金率取代，並將對未來市場流
動性產生深遠影響。
數據顯示，央行早前已通過公開市場連續9周向市場淨

投放資金，累計淨投放量達3,760億。與此同時，本周更
將有多達2,490億央票和回購協議到期，較上周大幅增加
1,110億，是自去年10月17日以來到期資金最多的一周。

1. 香港 674.74億美元
2. 台灣 67.01億美元
3. 新加坡 56.57億美元
4. 日本 42.42億美元
5. 美國 40.52億美元
6. 韓國 26.93億美元
7. 英國 16.42億美元
8. 法國 12.39億美元
9. 荷蘭 9.52億美元
10. 德國 9.33億美元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俄羅斯世界武器貿易分
析中心網站日前報道，世界武器出口額在2010年達到了創歷史紀錄
的717億美元。數據顯示，美國在2010年的武器出口總額為283.4億
美元，仍然居首。緊隨其後的是俄羅斯，為88.8億美元；中國排名
第9位，僅為18.7億美元。中國軍事專家表示，經過幾十年的發
展，中國軍事現代化已達至國際水平，但差距仍大。

美俄德居前3位 中國位列第9
報道援引該中心專家話指，這一數字只是初步的估計，隨 更多

更為準確的數據被公佈，統計結果料還會被修正。談及2010年的武
器出口總額之所以會創出歷史新高，專家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由

於2008-2009年間的世界經濟危機，大批武器出口合同在此期間被
推遲至2010年執行。
據俄世界武器貿易分析中心的初步數據，美國在2010年的武器出

口總額為283.4億美元，緊隨其後的是俄羅斯，為88.8億美元。不
過，俄羅斯的武器出口數據中並未包括提供維護、供應零配件等小
型合同的價值，如果計算入這部分的數額，俄羅斯去年的武器出口
總額還有可能增加10億美元至12億美元。也就是說，俄2010年度的
武器出口額可能接近100億美元。
位居第3位的是德國，武器出口額為62.6億美元，居第4至第10位

的分別為法國(42.6億美元)、英國(39.8億美元)、意大利(33.2億美
元)、以色列(32.2億美元)、瑞典(23.7億美元)、中國(18.7億美元)和西
班牙(15.6億美元)。

中國軍事現代化 與國際有差距
中國軍事專家對香港文匯報指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

國武器不僅可以滿足本國需要，而且有一些國家也在使用中
國製造的武器，其中，不乏一些高新技術武器裝備。專家指出，中
國60周年大閱兵時，最引人矚目的是展出了一大批中國自行研製的
新銳武器。但專家同時也指出，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這一
方面還有 明顯的差距。目前，美、俄、英、法都是武器出口大
國，以美國為例，每年武器出口額佔全球一半以上，賣武器已成為
美國最重要的出口產業之一。

俄專家：華去年售武18.7億美元

內地本周暫停央票發行加息或臨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
商務部發言人姚堅昨日(18日)在商務部例
行發佈會上回答提問時表示，中國會繼續
向國際市場供應稀土，按照世貿規則來管
理稀土的出口配額。

全年出口配額正協商中
他表示，此前商務部公佈的稀土出口配

額只是第一批配額，並不是全年配額總
量，全年的配額商務部正在和有關部門協
商過程之中，會及時對外公佈。

姚堅介紹說，2010年1月至11月，中國
累計出口的稀土實物量為3.5萬噸，數量同
比增長14.5％，金額增長171％，單價增長
超過130％，去年中國稀土出口配額總量
較2009年減少了30%左右。出口主要集中
在日本、歐盟和美國，佔整個出口規模的
86％。

在回答記者關於中國是否已經掌握了稀
土國際市場定價權的問題時，姚堅說，作
為一種有限的資源產品，稀土價格隨 國
際市場需求和供給的變化而變化是正常的
現象。中國已經注意到目前有關國家已經
參與到稀土的國際合作中來，進一步增強
稀土的開採和全球供應。「這對緩解稀土
的全球供應會提供有效保障。」姚堅說。

目前中國稀土儲量佔全球稀土儲量的
36%左右，但提供了全球90％的稀土供
應。商務部2010年12月28日公佈了2011年
首批稀土出口配額，為14,446噸。

中國承諾續供稀土

外資銀行存貸比
達標大限將至

中日韓外長會議
或3月下旬京都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外
資銀行的存貸比寬限期到今年年底將截
止，業內人士指出，目前存貸比高於200%
的外資銀行有10家左右，特別高的有4至5
家。按中國銀監會法定監管指標，中外合
資銀行的存貸比指標不得超過75%。市場
預計，目前存貸比高於200%的銀行在年內
將不可能達標，這意味 ，未來這些銀行
將無法在中國進行貸款業務。

一位外資銀行人士表示，對於存貸比較
高的銀行能否在年底達標，主要要看該行
的資產規模。如果一家外資銀行資產規模
也就幾十億，如果存貸比很高，那麼短時
間內大幅降低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在
2011年年底部分外資銀行存貸比不達標，
那麼可能面臨的後果是其貸款業務被暫
停。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共同社報道，據日本
政府相關人士17日透露，關於為今年將
在日本舉行的日中韓首腦會談進行預熱的
3國外長會議日程，日方已與中韓兩國政
府展開協商，考慮於3月19、20日兩天在
京都迎賓館召開。三國首腦會談預計將在
6月前後召開，地點尚未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鎮慶、周逸 上海

報道）從今年起，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駐滬
外企將享受與內企同等待遇，須上繳城市
維護建設稅及地方教育附加稅，上海市市

長韓正昨日表示，初步計算，上海將因此
年增加財政收入約60億元（人民幣，下
同），為全市財政增幅貢獻2個點。
據市人代會信息顯示，上海今年地方財

政收入預算為3,103億元，同比增長8%，外
企享受國民待遇後，對市財政的主要貢獻
將體現於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
上，這兩項稅收去年分別為59.1億元和46.8
億元，按照新增60億元計算，今年整體增幅
接近60%。

外企享國民待遇 滬料年增收60億

■商務部發言人姚堅18日表示，中國會繼
續向國際市場供應稀土。

■外資銀
行的存貸
比寬限期
到今年年
底 將 截
止。

■俄羅斯稱，中國去年出口18.7億美元武器，世界排名第9。
圖為中國自行研製的PLZ-45式155毫米自行榴彈炮。

■意大利在華投資規模最大項目去年12月在江蘇揚州投產。
新華社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18日表示，2010年中國累計吸收外資1,057.4億美元，同比增長
17.4%。圖為去年第107屆廣交會上中外客商在洽談。 新華社

■中國人民銀行17日公告顯示，本周將暫停央票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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