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宮離奇竊案在案發58小時後告

破，一名27歲的石姓山東籍疑犯

落網。據警方透露，石某對犯罪

事實供認不諱，部分丟失物品也

已經尋回。 詳刊A4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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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竊案
警擒犯起贓

匯控昨公布4招節流，目標2至3

年內節省25億至35億美元成本，

歐美業務進行重整，但香港的重

心地位則始終不變，不減分行不

裁員。 詳刊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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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控節流
香港不減不裁

香港教科書及教材分拆定價擾攘

2年多仍呈膠，但近日網上卻

出現各大出版社教師用書及試題

庫的「黑市買賣」。

詳刊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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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市教材」
港網上放售

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落

幕，成果纍纍。中美雙方同意建

立亞太事務磋商機制，首輪磋商

預料不久就登場。

詳刊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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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共建機制
磋商亞太事務

美國傳媒報道，天空近日出現

水、金、木、火、天王和海王等

6星連珠奇景。有末日論者聲

稱，異象是「造成地球毀滅的力

量」。 詳刊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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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星連珠異象
再掀末日論

負責申辦2018年世界盃工作的前

英格蘭足總主席特里斯曼大膽披

露，有4名國際足聯(FIFA)執委成

員曾在英格蘭申辦世盃期間公然

索賄。 詳刊A53

體
育

世盃賄選醜聞
4執委涉向英索利

版

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內地4月份

5.3%的CPI雖略有回落但仍高於市場預期，顯示內地依然處於高

通脹壓力之下，此間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的北京專家表示，從

剛剛公佈的數據來看，中國面臨的輸入型通脹壓力未得緩解，

考慮到翹尾因素下半年明顯減弱等因素，預計全年CPI同比漲幅

將在4.5%左右，物價上漲將呈前高後低走勢，總體可控。此

外，央行或於年中前後物價面臨高點時進行年內第三次加息。

易憲容：應盡快大幅加息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陸志明向香港文匯報表示，4月

食品價格漲幅略有回落，但非食品價格的漲幅仍然維持在高

位，總體來看，短期內物價上漲壓力仍難言減輕。雖然4月份商

務部監測的食用農產品價格連續4周小幅回落，但由於非食品價

格上漲較快，且未來幾個月翹尾因素還將再次攀升，上半年物

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不排除未來幾個月還會創出年內CPI同比

新高。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也認為，內地 CPI 或

在九月前見頂，預計當局會透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應對通脹，

而加息的可能性不大。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向香港文匯報表示，4月份

CPI雖然稍微低於此前的預期，但依然處於高位，顯示通脹形勢

不容樂觀。雖然政府希望能夠達到一種平衡，但同時兼顧經濟

增長、房價及物價各方面是不可能的，一定要依靠加息來收緊

流動性，讓整個價格機制來調整。事實上，國外都是通過利息

來調整流動性，如果中國僅僅依靠數量或行政手段來控制是不

可能的。在目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面對負利率過高、通脹壓

力高企、房價過高等情況，能夠有效緩解通脹壓力的最有效措

施就是加息，但央行近期來的一系列加息幅度及速度明顯過

慢，應盡快再次加息並加大幅度。

人民幣兌美元再升5-7%
對此，陸志明亦表示，預計二季度貨幣政策仍將繼續收緊，

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仍有可能分別再提高一次，為抑制輸

入性通貨膨脹，匯率升值的幅度也將會有所擴大。在具體政策

工具的使用方面，預計未來仍以數量型工具為主。

利率方面，預計年內存貸款基準利率可能還有1次上調，考慮

到年中前後物價漲幅可能再次面臨高點，將是下一次加息的敏

感時期。匯率方面，4月份貿易順差大幅好轉，人民幣升值的壓

力加大，年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加速，可能達到5-7%。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 (見

圖) 分析指出，CPI上漲5.3%中
有3.1個百分點是翹尾因素，佔同比漲
幅的58.5%，新漲價因素佔41.5%。數
據顯示，食品價格對4月份CPI影響的
程度在下降，4月份食品價格環比下
降0.4%，同比上漲11.5%，拉動CPI上
漲3.4個百分點，影響程度為64%，比
上月略有回落。

PPI增6.8%低於3月份
組成CPI的八大類別物品價格全部上漲。其中，食品價格同比上漲

11.5%，煙酒及用品類價格同比上漲2.4%，衣 類價格同比上漲
1.4%，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價格同比上漲2.1%，醫療保健及個人
用品類價格同比上漲3.2%，交通和通信類價格同比上漲0.5%，娛樂教
育文化用品及服務類價格同比上漲0.5%，居住價格同比上漲6.1%。此
前一季度八大類中，仍有交通和通信類價格處於同比下降態勢，而4
月份受油價上漲影響，該類別也出現上漲。另外，4月份生產者價格
指數(PPI)較去年同期增長6.8%，增速低於3月份的7.3%。
有分析指出，目前央行調控的頻率以兩個月為一個周期，一般每個

月都會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對沖外匯佔款和到期的央票，同時雙月份
會選擇加息，並通過兩個月的觀察期來觀測宏調效果，以便對是否出
台新政策作參考。目前看，通脹壓力並未有減輕，預料央行政策短期
難放鬆，但是使用加息工具更為謹慎，以防加息過猛誤傷實體經濟。
雖然通脹壓力未有減輕，但是中國經濟基本面仍向好。從拉動經濟

增長的三駕馬車看，除消費出現微弱回落，投資和出口均表現出強勢
增長。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3649億元，同比增長17.1%，比3月
份回落0.3個百分點。投資方面，1-4月份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
62716億元，同比增長25.4%，比1-3月份加快0.4個百分點。從環比看，
4月份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長3.08%。

原料價格漲勢短期難扭轉
工業生產方面，1至4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較上年同期增長

14.2%，增速低於1至3月的14.4%。其中，4月份當月工業增加值較上
年同期增長13.4%，低於3月份的14.8%。受上述數據影響，昨日港股
及A股均告下跌。（詳見B1）

盛來運強調，當前維持物價穩定仍然是宏觀調控的首要位置。目
前，國際方面，西方國家宏觀政策上沒有出現明顯變化，全球流動性
較充足，來自國外的輸入性通脹壓力仍然較大。國內方面，有關生產
資料、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價格上漲的趨勢短期內難以得到根本扭
轉，價格上漲的壓力不可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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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羅洪嘯 北京報道）內地菜價跌至「菜賤傷農」的地步

並未減輕通脹壓力，國家統計局11日公佈數據顯示，4月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同比上

漲5.3%，雖然較3月的5.4%輕微回落，但仍是繼3月份後CPI第二次突破「五」的警戒

線，亦高於早前市場普遍預期的5.2%。專家指出，CPI從峰頂輕微回落，說明前期出台

的抗通脹調控組合拳疊加效應正在逐步顯效，但「通脹」猛虎未被馴服，預料短期貨

幣政策仍將從緊。今年央行加息多在節日期間，6月端午節前後或將是加息窗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理 北京報道）中國人民銀
行昨日公佈的4月份金融

統計數據顯示，當月新增人民幣信貸7,396億元，說明內地流動性壓力
仍然未減。廣義貨幣（M2）數字則顯示，4月末M2餘額為75.73萬億
元，同比增長15.3%，比上月末降低1.3個百分點。對此，專家認為，
在未來新增外匯佔款不大幅超預期前提下，M2增速還會延續跌勢，

並將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的頻率。不過，有
市場觀點認為，受高企的通脹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緊縮仍將持
續，或將於近期再度升息。

人民幣存款增3377億
央行統計數字顯示，4月人民幣貸款增加7,396億元，同比少增208億

元，其中住戶貸款增加2,470億元，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增加
4,929億元。存款方面，4月人民幣存款增加3,377億元，同比更少增
8,325億元。其中值得關注的是，4月住戶存款淨減少4,678億元，表明
民眾在低利率的情況下存款意願不強，更側面反映通脹預期高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在此間指出，4月份

新增信貸較前月溫和上升，信貸增速亦有所回落，從現時情況研判，
每一季度信貸投放相對均衡會成為今年信貸投放的一個重要特點。

M2增速放緩至15.3%  
4月廣義貨幣增速低於市場早前預期以及決策層早前釐定的16%增速

目標。數字顯示，當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75.73萬億元，同比增長
15.3%，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分別低1.3和6.2個百分點。分析認為，M2
增速意外回落料與理財產品及財政存款增加不無關係，央行統計數字
表明，4月當月財政性存款增加4,101億元。
中國南充商業銀行市場投資部副總經理陳旭敏表示，儘管4月份的

新增貸款繼續攀高，外匯佔款居高不下，但由於財政存款和理財資金
增加，所以M2同比增速受到擠壓。央行政策收緊和準備金政策的累
積效應將在下半年逐步顯現，在新增外匯佔款未大幅超預期的前提
下，M2日後同比增速還會延續跌勢。

輸入性通脹未除
料央行年中再加息

7396

內地樓市調控仍需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11日發佈的數據

顯示，1月至4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13,340億元，同比增長34.3%。
其中，住宅投資9497億元，增長38.6%。專家指出，同比數據雖繼續
上漲，但4月單月數據相比3月已出現部分下調，銷售面積及銷售額亦
均有下調，顯示內地一系列的樓市調控已初見成效，4月樓市銷量繼
續下滑。

房地產開發投資增34.3%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居住類價格今

年4月份同比上漲6.1%，環比上漲0.4%。由於房地產調控已經取得了
初步的效果，居住類價格在部分地區已呈現出回落的態勢。
北京中原地產三級市場研究總監張大偉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央行的

數次加息累計已使得貸款利息基本翻倍，近期部分銀行更因信貸額度
收緊的關係也明顯的抑制了房貸衝動，對資質相對較差的客戶貸款額
度及利率都有提高。隨 更嚴厲積壓樓市泡沫的政策次第出台，房價
已經明顯進入量跌到價格下行的通道。他提醒購房者更應理性，尤其
是剛需中的部分恐慌性需求，避免盲目入市。
另外，4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為103.19高於3月份的102.98

以及2月份的102.9。張大偉表示，未來調控依然需要持續，特別一線
城市周圍的三線城市政策依然需要提高執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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