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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按月PMI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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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法制晚報》報道，7月全
國100個城市住宅平均價格每平方米為8,874元，
較6月上漲0.21%，其中，有66個城市價格環比
上漲，上漲較快的城市仍以二三線為主。

三分二城市樓價上漲
中國指數研究院昨日發佈《2011年7月中國房

地產系統百城價格指數》報告顯示，今年7月，
全國100個城市住宅平均價格每平方米為8,874元
米，較6月上漲0.21%。今年以來，全國百城樓
價持續上漲，但漲幅自5月開始放緩。其中，有
66個城市價格環比上漲，33個城市環比下跌，1
個城市價格與上月持平。自3月來，樓價上漲的
城市逐漸減少，持平和下降的城市不斷增加。
與最近幾個月的情況類似，樓價上漲較快的

城市仍以二三線為主。上述報告顯示，宜昌、

唐山、江門、福州、日照、邯鄲、南通等城市
的房價漲幅居於前列。此外，宿遷、寧波、蕪
湖，蘇州、蘭州、無錫等城市的房價跌幅較
大，但也均在2%以內。
報告還顯示，7月十大城市住宅平均價格每平

方米為15,838元，與上月基本持平，同比去年7
月上漲3.86%。其中，京滬廣深四個一線城市以
及天津、南京樓價均小幅上漲，杭州、重慶(主
城區)、武漢、成都的房價有所下降。

料本月出台限購名單
著名房地產分析師謝逸楓表示，從7月百城價

格數據看，當前房價上漲的城市主要是集中在
未限購的二三線城市和已限購的部分二三線城
市。特別是在通脹和人民幣升值及熱錢等衝擊
下，市場流動性過剩。

謝逸楓還認為，下半年調控不會放鬆，尤其
是限購政策將擴大到30個到50個二三線城市，
如果房價繼續上漲，將增加到100個二三線城
市。如果不出意外，8月份限購名單肯定要出
來，防止金九銀十房價反彈。

內地百城樓價 二三線領跑

7月為傳統製造業淡季，歷史
上同期PMI指數多呈環比

為回落態勢。受季節性因素影響，7
月PMI指數繼續下滑，但回落幅度
環比僅為0.2，低於1.37的歷史同期
水平。較於6月份回落1.1個百分
點、5月份回落0.9個百分點相比，
降幅明顯收窄，反映當前中國經濟
增速趨穩。
分行業看，7月新訂單指數出現反

季節環比回升，尤其是在整體工業
領域產值佔比較高的通信設備、計
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黑色
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加
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等關鍵行
業，新訂單指數回升尤其明顯，表
明需求仍然較旺盛。

內地通脹已過峰值
數據顯示，7月購進價格指數為

56.3%，較上月回落0.4個百分點，
這是該指數今年3月以來連續第四個
月回落。購進價格指數在今年2月份
曾達到70.1%的階段性高點，此後，
連續四個月出現顯著回落，在3月至
7月期間，回落幅度分別達1.8、
2.1、5.9、3.6和0.4個百分點。
分行業來看，在20個行業中，只

有紡織業購進價格指數低於50%，
其餘19個行業均高於50%，其中以
非金屬礦物製品業為首的7個行業達
到60%以上，為首的行業高過
70%。分產品類型來看，原材料與
能源、中間品、生活消費品和生產
用製成品類企業均高於50%，其中

原材料與能源、生活消費品類企業
最高，達到57%以上。
中國物流與聯合會副會長蔡進指

出，當前製造業涉及的大宗商品、
原材料價格上漲形成的通脹壓力正
在得到緩解。他指出，從通貨膨脹
走勢和運行規律看，通脹過快上漲
階段已過，現在進入高位趨穩階
段，如果形容前幾個月的通脹情況
是接近最高峰值，那麼由7月開始，
通脹峰值或已越過。

經濟仍處回調過程
瑞信研報指出，7月的PMI數據充

分緩解市場對經濟「硬 陸」的擔
憂。就分項數據分析，中國的基礎
設施投資正在減慢，生產成本的壓
力有所緩解，消費顯得更靈活，這
顯示中國的製造業需求維持在低位
企穩。上海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胡
月曉表示，儘管就環比而言，PMI
繼續下滑，且或將在低位運行一段
時間，但這並不意味經濟增速會回
落至50%以下，中國經濟將保持一
定量的增速，不會出現急速下滑局
面。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特約分析

師張立群分析，PMI指數連續4個月
下降，預示中國經濟處於平穩回調
過程。當前，需密切觀察消費、投
資、出口需求的變化趨勢，及庫存
調整活動，使經濟增長保持平穩回
調。同時，需加強調結構、轉方
式、深化改革方面的工作力度，加
快構築經濟增長的新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房廈 北京

報道)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昨日

(1日)發佈數據顯示，7月份中國製

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7%，

這是該指數連續第4個月出現回

落，並創下29個月以來新低。不

過，當前PMI指數仍高於50%臨界

點，亦高過此前50.1%的市場預

期，尤其是環比數據僅回落0.2個

百分點，顯示中國經濟發展態勢趨

穩。經濟學家普遍認為，7月PMI

數據緩解了市場對中國經濟硬 陸

的擔憂，下一步經濟將呈平穩回調

態勢。內地上月PMI降至50.7%

城市 環比漲跌 同比漲跌
樣本平均價格
(元/平方米)

廣州 0.56% 10.13% 15,337
上海 0.44% -0.11% 23,856
深圳 0.42% 9.99% 25,808
天津 0.32% 2.29% 12,092
南京 0.07% 3.28% 12,282
北京 0.05% 4.71% 22,896
杭州 -0.14% 3.53% 20,654
重慶 -0.19% 5.78% 6,691
(主城區)

武漢 -0.32% 7.86% 7,356
成都 -0.35% 7.02% 8,052

資料來源：《法制晚報》

7月十大城市樓價指數

香港文匯報訊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
道，從財政、稅收等方面扶持中小企業的
政策正在國內多個部委的共同協調下抓緊
制定當中。
該負責人表示，這項政策將涉及到與中

小企業發展有關的方方面面，包括國家發
改委、工信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在
內的相關部委都已經參與到這項工作當
中。目前具體政策仍在抓緊起草當中，爭
取在今年下半年出台。
近段時間以來，有關中小企業融資難的

問題隨 貨幣政策逐步收緊預先突出。雖
然一些部門的相關負責人和學者表示，融
資難在當前不僅僅是中小企業所獨有的問
題，而且以目前國內流動性來看，整體上
仍然較為寬裕。但是，下半年可能出現大
批中小企業倒閉的觀點仍然引起外界的擔
憂。前不久，有傳言廣東出現中小企業倒
閉潮，但很快被官方否認。

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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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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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 匯豐(HSBC)
昨日(1日)發佈中國7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終值，數據顯示，匯豐PMI一年來首度跌破50%榮
枯分水嶺，達49.3%(編者註：由於選取樣本不同，
故PMI指數與官方有別)，創28個月來新低。分析
認為，這一數據顯示了製造業疲弱跡象，5月和6
月份貨幣政策連續超調，使得中小企業發展困難
加劇。
匯豐數據顯示，7月製造業PMI終值下滑至

49.3，略優於一周前發佈的48.9的初值，但低於6
月終值50.1。匯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
PMI自2010年7月以來首次低於50，表明製造業活
動增長勢頭放緩，意味 6月份工業增加值的反彈
只是暫時的，隨 緊縮措施繼續起效，預計工業

增長在未來數月減速。
匯豐指出，中國製造業生產繼續下降。在全球

需求疲軟的背景下，新訂單的整體增速放緩至接
近停滯狀態。受此影響，採購活動連續兩月收
縮，導致採購庫存加速下降。與此同時，投入成
本加速上揚，但相比歷史數據仍算溫和。月內製
造業的產品出廠價格因此僅有輕微升幅。
出於樣本選取的不同，匯豐PMI調查的400多家

中國製造業企業，有70%屬中小企業。因而更能
反映當前中小企業經營所面臨的困難。屈宏斌指
出，低於50的數值顯示內地中小企業受通脹、銀
根收緊政策的影響較大。雖就整體數值來看，大
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均在回落，但中小
企業明顯處於更艱難的境地。

匯豐：製造業疲弱 中小企困局未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 北京

經濟學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指出，

內地7月份PMI數據勝預期，反映經濟增速逐

漸趨緩，處平穩適度區間，預計未來PMI數值

將觸底反彈。下半年，中國經濟的宏觀調控將進

入「敏感期」，預計本輪緊縮的貨幣政策或出現

微調。

華泰證券研究員崔紅霞指出，二季度以來，PMI指數連

續回調，屢創新低。當前，原材料價格、職工工資持續大

幅上漲，融資成本在貨幣政策持續趨緊的情況下也不斷上

升，再加上人民幣的持續升值步伐，這些因素均增大了企

業經營壓力。4月份以來，PMI新出口訂單指數持續放緩，

這顯示外需疲弱對三季度出口增速的抑制作用已逐漸顯

現。預計下半年中國的貿易順差規模將繼續收窄。

崔紅霞預計，下半年貨幣政策緊縮的大方向和基調不會

改變，政策的穩定性趨強，緊縮空間趨窄。然而，在通脹

壓力得到緩解，自去年四季度開始持續至今的緊縮型貨幣

政策向「穩健性」回歸之後，如何「保增長」，將被決策

層更多考量。屆時，鞏固成效、擇機微調將是下半年貨幣

政策調控的主要特點。

下半年PMI或觸底反彈
莫尼塔行業調研組研報指出，6月份，PMI將反彈至51-

52 的範圍區間內，這意味7月的PMI數值將是年內最低

點。澳新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劉利剛亦認為，8月

PMI值將出現較為強勁的反彈。他指出，中國的PMI指數存

在明顯的季節性和周期性，從歷史表現來看，7月PMI值往

往是年中最低，此後的8月PMI值往往會出現明顯的反彈。

從與PMI值相關度較高的工業增加值以及工業利潤的表現

來看，6月的工業增加值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反彈，而上半

年的工業利潤也表現搶眼。

《浙商證券研報》認為，當前部分金融指標數據已達年

內最低點，但就此判斷7月PMI為年內最低點，為時尚早。

在三季度末，PMI數據或將再次「見底」。研報指出，自

2010年7月以來，中國經濟一直處於小幅調整狀態。當

前，受通脹和去庫存化影響，PMI數據下探，不排除這一

情景在未來數月內再次重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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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出，密切觀察出口需求的變化趨勢。
圖為義烏商戶向客商介紹新產品。 新華社

■內地7月份PMI值
為50.7％，創29個月
來最低。圖為安徽
合肥某家工廠車間
一隅。

■內地二三線城市的樓
價上升較快。圖為福州
一個在建樓盤。新華社

■7月份，內地電子設備製造業新訂單指數回
升。圖為蘇州某電子廠生產車間。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