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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履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

代表秘書局局長沈丹陽，日前履新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並主持
商務部辦公廳工作。原商務部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姚堅赴
青島掛職，任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長。

原發言人姚堅任青島副市長
在24日舉行的商務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沈丹陽以新聞發言

人身份首次正式亮相。在全面介紹近期國內外商務情況後，他
回應了來自11家中外媒體的17個問題，多引用數據佐證，表現
揮灑自如。沈丹陽還表示，由於所涉及新聞的範圍廣、內容
多，商務部將考慮每月增加聯合採訪、座談等形式的互動，以
響應滿足媒體的需求。
沈丹陽是典型的學者型官員，擁有經濟學博士學歷，曾任商

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等職，公開發表過近百篇
論文與研究報告，著有近十部學術著作。據悉，他還曾於2007
年作為經濟社會學界9位專家之一，應邀參加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出席的《政府工作報告》專家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商
務部新聞發言
人沈丹陽24日
在此間表示，7
月份全國主要
食用農產品價
格趨於穩定。
據 商 務 部 監
測，36個大中
城市蔬菜、豆油等批發價格回落，
豬肉批發價格環比分別上漲
11.7%。而商務部市場運行司稱，
目前養殖企業積極出欄，各地豬肉
市場供應增加。但受立秋、中秋等
節日因素影響，部分地區肉類備貨
需求階段性增加，預計短期內肉類
價格仍有小幅上漲的可能。

沈丹陽指出，食用類、保值類等
商品需求持續旺盛，商務部將想方
設法保證中秋、國慶期間供應，保
持價格穩定。關於食用農產品供應
方面，他說，為防止蔬菜市場大幅
波動，商務部、財政部近日將「南
菜北運」農產品現代流通綜合試點
範圍推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商務部新聞發言人

沈丹陽24日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商務部最新

出台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人民幣FDI)有關問

題的徵求意見稿，是落實國務院副總

理李克強支持香港發展有關指

示的具體措施，目前正

廣泛公開徵求意見，

將爭取在9月實施。

該措施將面向港澳台

地區及外國投資者，

且對中國外匯儲備的影

響不大，不會明顯

造成外儲的增加或

減少。

參與制定該政策的央行官員向本
報透露，香港人民幣存款快速

增長，今年底不排除「摸高」到
接近萬億元水平的可能性。當
前，提高境外主體持有、使
用人民幣的意願，不能僅
靠升值預期，穩步拓寬
人民幣循環渠道已是勢
在必行。
該官員表示，政策設

計的思路，不僅在於取道
香港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令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吸引力大增，還要在風險可控的前提

下，為企業跨境貿易、投資提供便利化，令人民幣的雙向流動更為優先、更加便利。

意見稿出台 5日內完成審核
允許香港企業以人民幣到境內直接投資，是李克強副總理上周訪港時宣佈的挺港重要措施之一。商務部

22日深夜出台的徵求意見稿共有14條，迅速跟進落實上述措施，並首次明晰出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的審批
與監管框架，也將去年下半年小範圍啟動的相關試點項目正式化。值得一提的是，意見稿指出，商務部審核或

提出審核意見將在收到報送情況的5個工作日內完成，安排十分便
捷。

沈丹陽表示，目前境外的人民幣主要集中在香港和台灣、澳門，
在新加坡等周邊國家與地區也有一定存量。他說，出台該辦法是
落實國務院決定的具體措施，是為了推進跨境人民幣貿易投
資，為了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的工作。

對外匯儲備影響不大
沈丹陽指出，商務部正就該文件公開徵求意見，意見反饋截

止日期為本月31日，並爭取在9月份實施措施。意見稿指出，人
民幣FDI是指外資在境外以合法渠道獲取的人民幣，到內地直接
投資。「合法渠道」有兩類：一是通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
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或股票等方式取得的人民幣；二是外商在
內地投資賺取並匯出境外的人民幣利潤等。
文件明確禁止人民幣FDI在中國境內直接或間接用於投資有價

證券和金融衍生品，以及用於委託貸款或償還國內外貸款。文
件中並未為人民幣FDI設定額度限制，但明確劃分出審核等級。
即由地方商務主管部門審批且屬於四類情形的人民幣FDI，須報
商務部審核（詳見附表）。
對於推出人民幣FDI對中國外儲的影響，沈丹陽表示，由人民

銀行和外匯管理局作答更為合適。他的個人看法是，可能有兩
方面情況發生：從貿易的角度而言，一部分外匯將留存在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人民幣流出，外匯流入，外匯儲備會因此增
加。而從投資的角度看，人民幣由國外通過投資的方式進入並
使用，將減少外匯儲備。「新措施出台後，對外匯儲備的整體
影響應該是相抵的，不會特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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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豐證
券主席張華峰表示，新的FDI政策有助
吸引更多企業來港以人民幣上市集資。
以往外管局對FDI的項目一直是逐一審
批，企業需負上審批不過關的風險；新
的辦法下，FDI將有一定的準則，讓企
業有一套規格可跟從，從而增加項目獲
批的機會。
金融管理局副總裁彭醒棠認為，人民

幣回流機制的開通，擴寬了人民幣出
路，對發展香港人債及人民幣貸款業務
會有很大幫助，預料今年在港發行的人
民幣債券總額將顯著增加至突破1,000億
元。資料顯示，截至目前在港人民幣債
券總額逾700億元人民幣，若加上早前
宣佈的500億元額度，今年人民幣債券
的總額將逾1,000億元人民幣。
隨 中央表明支持內地企業包括金融

機構繼續來港發債之後，彭醒棠估計，
將有更多內地企業來港發債，預計於多
項措施公佈後，相關市場發展會加快。
他續指，由於在香港較易集得人民幣資
金，故會令外國企業更多地通過在香港
發債、銀行貸款或招股等活動籌集人民
幣，有利香港本地人民幣業務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

道）內地經濟學家向本報指出，人民幣

FDI政策框架出台，主要有三方面積極意

義：一是進一步為境外人民幣匯回境內

的審批統一標準，簡化程序，增強透明度；二是打

通香港人民幣存款回流內地的新渠道，豐富了境外

主體對人民幣的運用、回報手段；三是促進貿易投

資便利化，有助進一步吸引外資，為中國實體經濟

服務。

專家告誡，須把握循序漸進的原則，防範「熱錢」

更多通過資本渠道進入國內的金融風險。

專家指出，人民幣FDI政策框架出台，標誌 中國

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上又邁出了重

要一步，將為境外人民幣新增回流渠道。商務部研

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何曼青表示，促進內地

與境外特別是與香港之間人民幣資本的雙向流通，

是推出人民幣FDI的最直接益處。國家發改委對外經

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燕生也向本報表示，目前政府決

策層在措施推進上十分慎重，旨在為創造人民幣跨

境流入、流出機制方面展開實踐探索，並總結經驗

與管理方法。

專家指出，央行要從政策上為人民幣跨境使用去

除不必要的障礙，而發展則要依靠市場力量的推動

與選擇。人民幣將逐漸走向均衡匯率，因此，調動

境外主體對人民幣較高的積極性，不能完全依賴於

升值預期，須加速建立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循環

路徑。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

出，客觀上看，近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與人

民幣持續存在升值預期不無關係。不過，以升值為

誘因，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短期內有效，卻不能長

期持續。隨 境外人民幣數量的不斷累積，一是要

致力於建設離岸人民幣計價的商品金融市場，二是

要以人民幣FDI為契機，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

兌換的進程。

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循環路徑
專家表示，資本項目管制在某些領域有所放鬆，

或將降低短期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成本，引發投機

性熱錢聞風而動。張燕生認為，大規模、集中的資

金流入流出，可能成為金融安全的隱患。對離岸人

民幣的監管應區別對待，有效監管，以防止集中流

入帶來的風險和衝擊。問題關鍵在於確保人民幣回

流是流向實體經濟，必須有真實的項目對接。

防「熱錢」通過資本渠道湧入

人民幣FDI有望9月實施

人民幣FDI意見稿要點
1、不得直接或間接用於投資有價證券、金融衍生品、

委託貸款或償還國內外貸款；

2、從中國境內所投資的外商投資企業獲取但未匯出境

外的人民幣利潤等，仍按現行相關規定執行；

3、投資房地產業，應按現行外商投資房地產審批、備

案管理規定執行；

4、須遵守國家外商投資產業政策、外資併購安全審

查、反壟斷審查的有關規定；

5、由地方商務主管部門審批且屬於四種情形的，須報

商務部審核：

（一）人民幣出資金額達3億或3億元人民幣以上；

（二）融資擔保、融資租賃、小額信貸、拍賣等行

業；

（三）外商投資性公司、外商投資創業投資或股權投

資企業；

（四）水泥、鋼鐵、電解鋁、造船等國家宏觀調控行

業。

商務部落實挺港措施 禁用於在內地炒股

前7月進出口首超2萬億美元 上月肉價環比漲11.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據商務
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介
紹，1-7月，全國進出口
首 次 超 過 2 萬 億
（20,225.5億）美元，同
比增長25.1%。其中，出
口首次邁過1萬億美元大
關（10,493.8億），增幅
為23.4%。他表示，中國
7月份貿易順差出現較大
反彈，達314.8億美元，具有一定的偶
然性，且貿易順差對外匯儲備的影響程
度正不斷下降。他又指出，沒有數據或
者典型案例支持有關「大批中國出口型
企業倒閉」的說法。
沈丹陽表示，7月中國外貿的主要特

點，表現為貿易增速有所反彈；一般貿
易繼續快速增長，加工貿易比重下降；

民營企業進出口快於整體。他指出，中
國對美出口持續低迷，自部分新興市場
進口快速增長。7月份對美國出口增長
9.7%，增幅已連續3個月維持在個位
數。此外，中國1-7月實際使用外資金
額691.87億美元，同比增長18.57%。從
投資來源地看，亞洲對華投資上升，美
國對華投資降幅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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