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央企
上半年經營成績單揭曉，國務院國資委昨日公
佈，今年上半年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
96874.6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24.2%。同
期，實現淨利潤4571.7億元，同比增長14.6%，
其中：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3170.8億元，
同比增長21.6%。上半年，中央企業的營業收入
增速與內地國有企業的營業收入增速持平，但利
潤增幅低於後者。國家財政部公佈的統計數據顯
示，1-6月，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
174191.6億元，同比增長24.2%；累計實現利潤總
額11256.8億元，同比增長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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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上半年港企增117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記者從天津市統計局獲悉，上

半年天津新批港商投資企業117家，佔全市的35.7%，合同外資額41.29億
美元，佔全市的45.7%；實際直接利用外資32.2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37.2%，佔全市的44.6%。香港成為天津第一大投資來源地，據透露，香
港企業在津投資主要集中於房地產、金融和製造業三大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李倩 內蒙古報道）據悉，內蒙古鄂爾多斯
市鄂托克旗阿爾巴斯山羊絨基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導致羊營養不
良，羊絨品質下降，銷售遇難。自去年冬季以來阿爾巴斯蘇木未出現過
一次10毫米以上的降水，截止6月底，該蘇木受災人口近10000人，受災
農田13萬多畝，受災草牧場857.8萬畝，61.38萬頭（隻）牲畜受到旱災影
響。受災情影響，該地羊絨質量下降，羊絨銷售成為當地牧民一大問
題。

人民幣兌美元單日升0.09%央企上半年淨賺4571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弱美元持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連日創新高。昨日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達到6.4495，較上日調高了0.06%，為6年來最
高。據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數據，人民幣兌美元收於6.4455，單日升幅
0.09%，創中國1993年匯率併軌以來的最高水準。上海市場人民幣兌美元
匯率本周累計上漲0.26%。

發改委：不存通脹失控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昨

日表示，結合內地、國外因素以及價格波動周期判斷，當前這一輪

物價上漲應該接近拐點，預料下半年內地的物價形勢將比

上半年樂觀，不存在失控的危險。

商務部研究員：
限制境外上市有利抗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內地民企近期

捲入「假賬風波」，不少分析擔憂企業境外上市
計劃受到影響。但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
院研究員梅新育卻認為，假如內地企業境外上市
受阻，將有利於中國削弱通過流動性機制輸入的
通貨膨脹壓力。
梅新育昨日在《中國證券報》撰文指出，內地

普遍將近幾個月境外上市中資企業股遭到的衝擊
視為不利影響；但「禍兮福所倚」，目前正值美
國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QE3）黑雲壓城之
際，境外上市的中國概念股信任危機也有一定正
面作用。

若調資回境內佔外匯增量8%        
他引述數據稱，假設境外上市企業將所籌資

金全部調回境內，且全部兌換為人民幣並成為
央行外匯資產增量，則2010年境外上市籌資將
佔央行外匯資產增量的8.24%，佔央行總資產增
量的8.20%，故他認為「海外投資者對中國概念
股望而卻步，將有利於削弱中國的資本內流壓
力」。
梅新育並指出，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下，QE對

中國的衝擊主要表現在加大輸入型通貨膨脹和
資產泡沫壓力。他認為，現時通過海外上市方
式輸入的流動性日益凸顯，對於中國宏觀經濟
管理而言，大規模的境外上市已經成為一大漏
洞。在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趨向緊縮而主要發達
經濟體宏觀政策並不同步時，該漏洞尤為顯
著。因為此時海外過剩的流動性將借助境外上
市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等渠道流入內地，在一
定程度上抵銷了中央緊縮性宏觀政策的成效，
加劇了通貨膨脹壓力。

江蘇進出口半年近三千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段修泉 南京報道）

江蘇省政府22日召開全省經濟發展情況新聞發佈
會，據省統計局局長朱曉明介紹，上半年全省經
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實現生產總值22918.3億
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4%，同時實現進出口總
額2573.9億美元，同比增長20%，其中，出口
1474.9億美元，增長20.4%；進口1099億美元，增
長19.4%。
據悉，下一階段，全省將按照省委、省政府的

決策部署， 力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和自主創新，
力統籌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 力加強環境保

護和生態建設， 力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 力
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確保實現全年經
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

南車交流傳動內燃機車
首次出口澳大利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鎏宇 成都報道）中國
南車旗下的資陽機車有限公司首台出口澳大利亞
機車22日下線，這是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採
用交流傳動技術的內燃機車首次出口發達國家，
標誌 我國有能力自主研製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
交流傳動內燃機車。
據中國南車資陽公司技術人員介紹，出口澳大

利亞機車代表了該公司近10年來立足交流傳動內
燃機車系統集成技術研發的最新成果。在此國產
化交流傳動內燃機車技術平台上，可以衍生出
1000∼6000馬力的不同功率等級、不同軌距的交
流傳動內燃機車。據悉，首批6台澳車預計將於
今年12月底全部交付完畢。

周望軍接受政府網採訪時說，雖然6月
份內地的通脹達到6.4%，但其中有3.7個
百分點是翹尾因素影響，預計到7月份翹
尾因素影響會回落到3.3個百分點，8-10
月的翹尾因素更將逐月快速回落。他
稱，上半年整個翹尾因素影響為3.3個百
分點；下半年翹尾因素只有1.7個百分
點，下降了1.6個百分點，再加上國際市
場的大宗商品價格比4月份有明顯回落，
相信9月份以後內地的輸入性影響會有所
放緩，故對下半年的通脹形勢持謹慎樂
觀態度。

有信心物價控制在合理區間
周望軍並強調，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價格上漲仍在可控的範圍內，不存在失
控的危險。他稱，目前無論是生產資料
價格還是消費品價格漲幅逐漸趨穩，是
一個積極的信號，又指當全世界都處在
通脹趨勢下，各國央行均將採取措施控
制物價的上漲，內地把物價控制在合理
的區間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對此充滿

信心。
「經濟增長和物價上漲是孿生姊妹」，

他說，如經濟增長10%，物價增長3%至
5%是合理的，關鍵是把物價漲幅控制在
群眾可承受的範圍之內。他認為，目前
全社會收入的增長與物價上漲是匹配
的，指今年上半年扣除物價因素後，農
村居民收入實際增長13.7%，城鎮居民
增長7.6%；是自1998年以來，農村居民
收入增長幅度首次超過城鎮居民。

農民收入增幅首超城鎮居民
今年以來內地通脹形勢不斷加劇，國

家統計局早前公布，6月份的通脹率達
6.4%，見35個月新高，其中食品價格上
漲14.4%，豬肉價格更是驚人，單月漲
幅達到57.1%，影響整體通脹率1.37個百
分點。綜合上半年計，內地通脹率達到
5.4%，已超過4%的目標紅線。
分析普遍認為，豬肉價格漲幅較大，

成為推動內地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總
理溫家寶近日多次表示，穩定豬肉市場

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要求有關部門
盡快恢復和出台扶持生豬生產的政策，
向市場發出穩定信號。隨 政策的落
實，物價會得到有效抑制，預計豬肉價
格「再過幾個月就下來了」。
本輪豬肉價格上漲始於去年5月，當時

豬肉批發價格最低為14.47元（人民幣，
下同），1年多來豬肉漲幅接近80%。商
務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7月初全國豬
肉批發價格繼續上漲，已達到每公斤
25.51元，再次刷新04年以來新高。單以
今年上半年計，漲幅就高達3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多間內地媒體披
露，關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出國際板的細則已經
出台，具體條件為境外上市滿三年，發行前6個月
月均總市值不低於300億元（人民幣，下同），三
個會計年度淨利潤之和不低於30億元，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淨利潤不低於10億元。不過中國證監會
未有證實有關消息。

中證監拒證傳聞
有關國際板細則出台的消息本周在內地廣泛流

傳，消息指，除了對市值、凈利潤等有嚴格要求
外，條件還包括境內業務發展良好，履行社會責
任，上市地證監會於交易所簽訂MOU（已間接或
者直接在國內發行的不得發行）等，另有傳言稱
首單國際板將花落韓國IT企業三星電子。但中國
證監會官方人士昨日未有證實該消息，僅表示國
際板正在準備、研究、論證過程中，相關細節以

最後正式對外發佈的為準。
上海證券交易所國際發展部總監石曉成亦聲

稱，「沒有聽說過這回事」。
有關國際板的推出時間表，一直是外界關注的

熱門話題。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今年「兩會」
期間表示，國際板是證監會2011年工作的重中之
重；上海市副市長屠光紹今年6月表示，國際板應
具備基礎條件、市場、會計、技術準備四大條
件，而這四個條件上海已基本具備。
不過，中證監辦公廳副主任王建軍近期明確表

示，目前「尚未確定（推出國際板）時間表」。他
還透露，近一年來國際板規則論證起草、技術準
備、監管安排等方面都取得非常大的進展，就他
目前知道的情況，國際板將以人民幣為計價貨
幣，而非美元計價。
另據內地媒體引述監管部門介紹，目前國際板

還在進行三方面的準備：一是法規方面涉及4個主
要規則，包括發行辦法、交易規則、上市規則和
結算規則，據稱有關規則草案已完成；其次是技
術上的準備，現已準備了八九成；此外還有監管
方面的準備，主要涉及信息披露等問題。

傳滬國際板已定上市要求

■國際板細則傳快出台，引發內地股市近日偏軟。

■南車資陽公司出車慶典。

■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認為，這一輪物價上漲應該接近拐點。 新華社

鄂爾多斯羊絨失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