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在
本港經濟欣欣向榮的同時，市民面
對的通脹壓力愈來愈大，由於住屋
及食品成本上升，香港首季通脹升
至3.8%，港府將全年通脹預測由
4.5%升至5.4%，而星展香港更料可
能達7%，但今年私人市場平均加薪
幅度不足4%，「高通脹、高物價」
成市民頭號敵人，特別是一般升斗
小市民日子更加難捱，可能要節衣
縮食才能過日子。學者直指，香港
已進入高通脹時代，若「打工仔」
工資追不上通脹，財富分配不均的
問題將惡化。
面對高通脹壓力，收入微薄的小市

民不單未能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生
活質素反而更差，故不少人寄望政府
出手解民困。高通脹殺到埋身，政府
已預告加密檢討綜援，社聯建議，政
府應今年8月再度加綜援及公共福利
金約2%，協助應付高通脹，並應為
已輪逾3年公屋未上樓的綜援戶，安
排租金津貼補助。

財爺：確保食品價格穩定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承認，看不到

短期內通脹可明顯減退，預計在內外
價格壓力帶動下，未來數月的通脹可
能進一步上升。但他強調，在最影響
民生的食品方面，會確保供應穩定，
防止食品價格上漲加劇通脹壓力，又
指政府非常關注本港經濟會否長期過
熱。目前幾個影響本港通脹的因素，
包括：全球商品價格高企不降；世界
食品價格按年升幅持續超過3成；本
港經濟連續5季強勁增長；最低工資
的一次性影響。曾俊華強調，最關注
的不單是通脹數字上升了多少，更重
要的是市民收入能不能跟上通脹的上
升。最近數據顯示，市民收入有實質
改善，首季就業人士的平均薪金按年
上升7.2%，住戶入息中位數上升
5.6%，收入最低10等份的全職僱員平
均收入上升6.2%。扣除通脹之後，分
別有3.2%、1.7%和2%實質的改善，
情況令人高興，希望能夠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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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香港整體出口表現過去一年香港整體出口表現過去一年香港整體出口表現

在美元弱勢下，全球商品價格走勢堅
挺，加上工資上漲及租金急增等因

素，本地通脹升溫實無可避免。資料顯
示，本港首季基本通脹率中逾七成由食品
和住屋引致。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梁兆基
認為，內地通脹持續高企及人民幣升值，
在本地大部分食品依賴內地進口，本港通
脹無可避免上升，估計下半年通脹率有機
會達7%。

財富分配不均更嚴重
當本港步入高通脹年代，社會貧富不均

情況也將加劇，不同階層矛盾將更嚴重。
城市大學商學院金融副教授李鉅威指出，
短期來說仍暫時會取得平衡，但當打工仔
工資未能追上，大老闆的收入繼續出現大
幅差距，財富分配不均問題將進一步拉
闊。
與此同時，本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系，

外圍經濟一旦有任何風吹草動，香港均無
法置身事外。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系，對中國、本港經濟影響最深，但美國
推出QE2後，當地經濟仍未見好轉，疲弱
需求將影響需求，進口貨物將減少，本港
下半年經濟出口表現或會受牽連。若當地
再推出振興經濟措施，再有大量資金湧入
市場，再度推高商品價格，本港通脹及樓

價無可避免會再被推高。

政府憂受美經濟拖累
面對美國經濟不穩，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曾表示，美國經濟情況令人擔心，經濟放
緩但通脹上升，或會出現滯脹，「作為一
個外向型經濟體，在今年餘下時期香港仍
面臨不少挑戰。」然而，中文大學全球經
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認為，除
非情況突然轉壞，否則預料下半年本港經
濟仍在平穩中度過。
莊太量說，QE2未能有效改善美國實體

經濟，一般中小企仍然「缺水」，復甦之
路仍困難重重。在結束QE2後，相信美國
不會立即再推出刺激經濟措施，要經過數
月的觀察期來檢視QE2的效用，若屆時失
業率不跌反升或保持高企，在美國大選來
臨前，或可能再有新一輪刺激經濟措施，
未必續以QE為名，卻會維持超低利率及濫
發國債濫印鈔票。

莊太量料熱錢再湧入
莊太量預期，除非美國考慮直接資助中

小企，否則新一輪的援助資金可能與QE2
一樣，大多數流入商品市場及新興市場，
再度推高商品價格，熱錢亦可能再度推高
本港樓價。

臨　大挑戰港經濟
下半年

憂
美
國
滯
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

出口佔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達兩成，是
支撐本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受惠電子
業表現理想帶動及出口價單持續上升，今
年首5個月香港出口值較去年同期升17%，
香港貿發局亦將今年全年出口增長預測調
升至12%。然而，出口值上升之餘，在內
地工資及各項原材料價格急漲，市場競爭
激烈下，很多出口商都無法將加幅完全轉
嫁給客戶，結果「生意多了，利潤少
了」，有出口商直言：「簡直好睇唔好
食，出口愈來愈難做。」

成本漲幅未能轉嫁客戶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梁海國料本港出口上

升，主要原料價等各種成本高漲，推高產
品價格，惟九成廠家都未能將成本漲幅完
全轉嫁給客戶，故出現生意上升，但邊際
利潤下跌的局面。不少市場分析師也同樣
預計，下半年出口額將上升，但實質數字
上升，出口商的實際利潤卻愈來愈低。
香港工業總會理事郭振華坦言，出口商

主要面對兩大難題，包括原材料漲幅大，
今年以來，有些金屬價格漲逾一成，且波

動十分大，令出口商很難定價；今年廣東
工資最低已上漲逾兩成，帶動與工資掛
的一些保險支出亦上升，加上愈來愈多內
地年青人不願在工廠打工，很多廠家都出
現缺工的問題，這實在大大加重了廠家的
生產壓力。

毛利率低微 風險卻大增
「原料及內地成本上升，出口價上漲一

至兩成亦不足為奇，可惜廠家最多將一半
漲幅轉嫁姶客戶，但一般代工行業毛利率
都低於10%，如此做下去廠家的利潤只會
愈做愈低，何況現時買家要求的交貨期愈
來愈短，三個月變到個半月，這又大大加
重了廠家的生產風險，只要一個程序出
錯，便會拖慢交貨期，分分鐘最終要寄飛
機，最後可能白做一場。」郭振華談到廠
家的苦況時，感到非常無奈。

香港文匯報訊 本港下半年樓市表現
正受包括外圍經濟走勢及港府樓市政策
所影響，其中政府的「新招」對樓市起
關鍵作用。事實上，過去半年在低息

及內地資金不斷湧入下，樓市買賣及租
務皆表現火爆，反映香港樓價表現的中
原城市指數（CCL）今年首6個月勁升
13.1%至99點，而二手樓價持續走高，
不少用家轉買為租，令今年首5個月累
積租金升幅相應調升至4.5%，租金現水
平與九七頂峰的22.2元僅相差1.4%，香
港樓市產生泡沫的風險與日俱增。

「復建」消息大挫6月交投
政府的「招數」對樓市起重要作用，

早前特首曾蔭權外訪時透露有意復建居
屋。消息一出，本港10個主要指標屋
苑，6月成交量急跌39%至353宗，為08
年金融海嘯後新低位。面對外圍經濟不
明及政府連番出招，連長實執行董事趙
國雄也坦言，擔心政府會再出新招壓抑

樓巿，自己亦看不通樓市前景，並估計
施政報告發表前香港樓市會有下調壓
力。
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

莊太量則認為，6月多項措施及新政策
消息下，調整期至少要1個月以上，視
乎政府的居屋政策，但即使交投下跌，
由於市場資金充裕，樓價下調空間不
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李昌鴻）

近期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紐約大學經濟
學教授魯比尼指出，由於中國過度依賴投
資推動經濟增長而導致產能過剩，中國經
濟在2013年後將面臨「硬 陸」風險。對
此，內地不少知名經濟學家作出反駁，並
指唱衰中國缺乏依據，堅信中國完全有能
力迅速克服當前的經濟困難。
面對「硬 陸」言論。中國著名經濟學

家樊綱亦強調，中國經濟軟 陸正在進行
中，更指現在還說硬 陸是缺乏常識。他
說，從去年6月份開始，中國政府開始調整
宏觀經濟政策，現在經濟增長正在逐步地
放緩。中國經濟剛剛從過熱的狀態走到相
對來講比較平穩的狀態，這離下跌、暴跌
或者「硬 陸」還很遠。

內地下半年經濟增長料加快
今年上半年，受許多商品漲價等影響，內地通

脹水平突破5%，經濟仍保持高位增長。然而，
在商品價格回落下，下半年通脹有所放緩，中信
證券預計今年GDP將增長9.6%。德意志銀行大中
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預計，央行下半年還會有
一次加息機會，緊縮的貨幣政策將在第三季開始
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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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受惠出口及消費強勁，政府統計處公布今年首季本港經濟增長(GDP)

達7.2%，連續5個季度增長遠高於10年平均數，並同時把今年GDP預測

由4%至5%調高至5%至6%。然而，本港經濟繁榮背後，內部及外圍存

在五大風險絕不能忽視。尤其是打工仔工資未能追上，「高通脹、高物

價」絕對是小市民的頭號敵人。五大風險包括，美國QE2完結但經濟復

甦緩慢，令人擔憂滯脹出現，拖累全球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存「硬 陸」

風險；本地不斷上升的通脹、出口訂單放緩，及政府不斷推出壓抑樓市

新政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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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追不上通脹

今年香港
CPI增長預測
機構 增長(%)

星展香港 7.0

香港政府 5.4

生 5.3

渣打 5.2

美銀美林 5.2

香港總商會 4.5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永青

■「高通脹、高物價」已成市民的頭號大
敵。 資料圖片

小市民日子難捱

今年香港出口增長預測
機構 增長(%)

生 15.0

星展香港 13.2

香港貿發局 12.0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永青

出口
商呻

苦「生意多了，利潤少了」

■曾俊華承認，
看不到短期內通
脹可明顯減退，
預計未來數月通
脹 或 進 一 步 上
升。 資料圖片

租金直迫97 樓泡風險急增

今年香港
經濟增長預測
機構 增長(%)
美銀美林 6.4

香港政府 5.0-6.0

匯豐 5.5

生 5.5

星展香港 5.0

香港總商會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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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2後，美國經濟仍疲弱，失業
率高企，市場擔心出現滯脹。

市場擔心中國經濟能否「軟
陸」。

港出口額上升，但利潤被工資及
原材料價格上漲抵銷影響盈利。

本港通脹高企，市民實際收入下
降，打擊消費。

政府可能復建居屋，樓市泡沫可
能爆破，造成負財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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