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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重奪全球製造業龍頭
把美國趕下百年寶座 外媒稱短期內不會逆轉

粵力爭試點「單獨」家庭生二胎

高檔傢具去年進口額超3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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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美國經濟諮詢機構IHS

環球透視（IHS Global Insight）14日發佈數據顯示，據估算，

2010年中國佔世界製造業產出達19.8%，高於美國的19.4%，這

意味中國將美國趕下其盤踞110年的「世界最大商品生產國」的

寶座，成為全球製造業產出最高的國家，恢復曾一

直保持到19世紀初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章琦 昆
明報道）國土資源部日前（13日）
表示，鑒於盈江縣從2010年12月起
多次發生地震，可能造成山體斜坡
的土體鬆動，產生滑坡、誘發泥石
流的可能性增大。

五村現噴沙冒水
靠近震中的弄璋鎮飛猛村允冒、

廣雲、允哏、賀哈、弄興五個自然
村出現建築地基、耕地噴沙冒水現
象。

雲南省地震局局長皇甫崗表示，
目前已初步判明，「3．10」盈江地
震屬主餘震型地震（即主震非常突
出，餘震十分豐富），近期該地區發
生超過5.8級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但
有可能會發生4至5級地震。

地處大盈江高漫灘的賀哈村，農
田、水渠等普遍發生地裂縫，噴沙
冒水現象分佈廣泛，主要由地震引
發的沙土液化引起。民房抗震能力
低，受損嚴重，該村周圍300米範圍
也普遍發生噴沙冒水現象，穿越村
莊的地裂縫最大寬度10厘米，深度
30厘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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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路透社14日電 伊朗能源部網站援引
該國能源部長馬吉德．納姆久（Majid
Namjoo）的話稱，中國將幫助伊朗建設
世界上最高的大壩。

馬吉德．納姆久表示：「伊朗水利部門
面臨的大事之一就是與中國簽署建設
Bakhtiari大壩的金融協議。」並稱：「這
將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壩⋯⋯伊朗和中國將
在周一簽署協議。」

伊朗官方電視台Press TV的網站稱，伊
朗 水 電 資 源 開 發 公 司 執 行 主 管
Mohammadreza Rezazadeh表示，中國水
利 水 電 建 設 集 團 公 司 （ S i n o h y d r o
Corporation）和伊朗Farab公司將參與該大
壩的建設，該協議總價值為20億美元。大
壩高315米，將建成伊朗最大水庫，庫容
約48億立方米。

外媒：中國助伊朗
建世界最高大壩

據悉，上一次中國佔據全球最大商品生產國寶座的時候是在1850年左右，
其時中國正接近結束一段長時期的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隨後，英國在工業
革命的推動下，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品生產商，並將這一地位保持了近50
年。此後，美國成為全球頭號製造國，並穩居此「寶座」長達一個多世紀。

對於此次中國重奪「世界頭號」桂冠，有外國媒體表示，「這標誌 全球
層面上的勞動分工（涉及商品生產）發生了根本轉變，這種轉變不太可能在
短期內逆轉。」

綜合國力切實提升
對外經貿大學外國直接投資（FDI）研究中心主任盧進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表示，這項調查結果意味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
綜合國力全面提升。

他指出，其實在2010年，中國屢創多項世界「第一」，包括2010年進出口總
值達近3萬億美元、汽車產銷量刷新全球新車銷售歷史紀錄、銀行業的整體實
力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他說，雖然現時中國仍需堅持「韜光養晦」的方
針，但另一方面，國人亦應開始「習慣」越來越多「世界第一」的頭銜，

「這是國人靠自身努力得來的，我們當之無愧。」盧進勇說。
著名經濟學家湯敏表示，一方面，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的諸多行

業均受衝擊嚴重；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處於轉型階段，在問題多、難度大的
背景下，眾多領域與行業能夠走出危機，取得世界第一的成績，確實「來之
不易」，這是國家發展以及眾多企業自身努力的結果。

裝備製造業待加強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主任趙玉敏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雖然中國在世界製造業總產出領域的比重超過美國，但當前中國的製
造業仍以加工業為主，在衡量一國製造業強盛與否的重要指標——「裝備製
造業」領域，中國仍與發達製造業國家存較大差距。

趙玉敏介紹，中國可以說是加工業的製造大國，但並非是裝備製造業的
「大國」。她舉例稱，如當前中國生產的平板觸屏玻璃佔世界市場極大份額，
但用以生產此種觸屏玻璃的相關器材，中國自身卻無法生產，仍需從日本、
德國等國進口。這在加大中國製造業對國外依賴程度的同時，亦是提醒中國
自身製造業「規模雖大，質量卻不強」。趙玉敏表示，中國製造業的「硬實力」
仍待加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婷 南京報道）南京為修建地鐵三號
線，最近遷移了太平北路上兩排共40多株法國梧桐樹，網友怒稱
事件為「梧桐之死」，指當局「砍的是樹，毀的是文明，傷的是
南京人的心」。對此，南京市城管局昨日（14日）回應稱，目前
地鐵施工和行道樹的保護方案正在進一步優化，已將原本計劃遷
移的1,000餘棵樹最終減少到600棵，並由園林專業單位實施遷
移，讓法桐「搬家」而非「斷根」。

市政：砍樹為移植再生
被遷移的法桐大都是上世紀50年代初種植的，至今已經有60年

的樹齡。南京市城管局宣傳處處長徐少林表示，早前當局先鋸掉
樹枝是出於移植再生的需要，並非如外界誤傳的「砍樹」，目前
這40多株法國梧桐已被移植到麒麟門附近的苗圃，並進行後期養
護。徐少林稱，當地綠化管理部門將綜合考慮媒體、網友提出的
建議，再度全線審視施工方案，並承諾遷移的路段會補種樹木。

據悉，該路段是在建的南京地鐵三號線中規劃的大行宮站點，
也是此次樹木遷移的首站施工點。由於沿線交通走廊道路容量有
限，部分路段的行道樹處於車站基坑範圍內，同時因為沿線地層
主要以古河道河床為主，包含淤泥質粉土、粉細砂層等不良地質
條件，部分車站只能明挖施工，並移植現狀樹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隨 中
國經濟發展，內地人購買力日漸提高，對奢侈品
的需求更飛速上漲，其中奢華傢具越來越受民眾
歡迎，有數據錄得中國進口奢侈品傢具年增長近
2、3成，2010年已經超過30億(人民幣，下同)，日
益龐大的中國市場吸引眾多國際品牌蜂擁入華。

「從米蘭到深圳」國際品牌傢具2011新品展日前

在深圳舉行，吸引Armani Casa、Versace Home、
Cerruti、Fendi Casa等30多家知名品牌參展。價值
數十萬的沙發、睡床自是甚受歡迎，標價上百萬
元的桌子、家居鋼琴更引起豪客的興趣。

近5年年增最少3成
主辦方達芬奇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黃志新表

示，目前中國購買奢侈品的增長速度全球最快，
隨 05年後內地豪宅陸續落成，對奢華傢具的需
求也急速增長。10年前，達芬奇公司在內地營業
額僅數千萬，但近5年每年至少增長3成。他樂觀
地估計，到2015年中國進口額高檔傢具將超過100
億元，故其公司已做好擴張內地銷售版圖計劃。

內地市場更勝香港
身為港人的黃志新指，內地豪宅動輒4、5千

呎，比香港更適合擺放體積龐大的歐洲奢華傢
具，因此越來越多名牌傾向於參與內地展會。此
外，以往眾多品牌均會於4月份在米蘭展出最新春
夏家居設計，但為搶佔中國市場，不少品牌紛紛
提前將產品在中國展出，當中還有多種為中國市
場特別定製的產品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兩會
昨日落幕，而民間對於兩會熱點話題「生二胎」
的關注依然熱度不減。國家計生部門正在研究允
許夫妻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家庭（簡稱「單獨」）
生二胎問題，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省人口計生
委主任張楓日前表態，稱廣東正積極向國家爭取
試點允許「單獨」生二胎。此舉或將在一定程度
上為「赴港生子」熱潮降溫。

張楓指出，是否放開生二胎取決於中國人口是
否屬於增量發展態勢。「現在全國人口增長速度
還是比較快，到2033年人口將達到峰值15億，大
的政策不宜改。」另一方面，他指出內地一些大
城市獨生子女比例很高，由此產生一些問題，有
必要對生育政策進行微調。他強調人口發展不能
只重視生多少，更要重視優生優育。

試點應選生育率低地區
據統計，全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1.7，「如果

放開『單獨』生二胎，全國總和生育率可能會上

升到1.9至2。」張楓認為，允許單獨生二胎的試
點應選在總和生育率比較低的地區，而非獨家庭
何時可以生二胎。他表示，基於中國現階段國
情，「十二五」期間要實現普遍「放開生二胎」
是不現實的，「最快要到『十三五』以後才有可
能。」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表
示，建議雙獨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在全國推廣，

「夫妻雙方只要有一個是獨生子女都可以生二
胎，而生三胎的政策則應當禁止。提倡生一個，
允許生兩個，不許生三個。」

九成網友贊成廣東爭取
事實上，中國人口出生率非常低，人口自然增

長率只有千分之五，且人口低增長的狀況已維持
20年。這樣下去，帶來的問題會比較多，導致人
口結構嚴重不平衡，對中國的未來經濟社會發展
狀況產生負面影響。

民激烈爭論。新浪網調查顯示九成網友表示贊

成，而不贊成的網友意見集中在「生得起，養不
起。」有網友認為「後期教育成本太高，現在就
算符合條件允許生二胎，有人還是不會生，除非
把提倡生二胎的根本問題先解決，比如借鑒發達
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等。」

■中國將美國趕下其盤踞110年的「世界最大商品生產國」的寶座，成為全球製造業產出最高的國家。圖
為工人們在汽車生產流水線上焊接車廂。 資料圖片

■廣東正積極向國家爭取試點允許「單獨」家庭
生二胎。 資料圖片

■價值上百萬的家居鋼琴亦引起不少觀眾的興
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南京鬧市
區的太平北
路道路兩側
的法國梧桐
已被遷移。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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