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責任編輯：何綺容　版面設計：李冰心 2011年9月11日(星期日)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中國進出口總額走勢圖中國進出口總額走勢圖中國進出口總額走勢圖（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

2010年2010年
8月8月

2010年2010年
9月9月

2010年2010年
10月10月

2010年2010年
11月11月

2010年2010年
12月12月

2011年2011年
1月1月

2011年2011年
2月2月

2011年2011年
3月3月

2011年2011年
4月4月

2011年2011年
5月5月

2011年2011年
6月6月

2011年2011年
7月7月

2011年2011年
8月8月

2010年
8月

2010年
9月

2010年
10月

2010年
11月

2010年
12月

2011年
1月

2011年
2月

2011年
3月

2011年
4月

2011年
5月

2011年
6月

2011年
7月

2011年
8月

單位：億美元單位：億美元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總署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總署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總署

1,3931,393
1,4501,450

1,3601,360

1,5331,533 1,5421,542 1,5071,507

967

1,5221,522 1,5571,557 1,5711,571
1,6191,619

1,7511,751 1,7331,733

1,393
1,450

1,360

1,533 1,542 1,507 1,522 1,557 1,571
1,619

1,751 1,733

1,1931,193
1,2811,281

1,0881,088

1,3041,304
1,4111,411 1,4431,443

1,040

1,4431,443 1,4411,441 1,3971,397 1,4361,436
1,5551,5551,5211,521

1,193
1,281

1,088

1,304
1,411 1,443 1,443 1,441 1,397 1,436

1,5551,521

出口

進口

貿易順差半年首見收縮 下季出口臨下行風險

內地進口強勁

上月飆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李茜婷及新華社報道) 中

國海關總署10日發佈的數據顯示，內地8月份進口總

值達到1,555.6億美元，同比增長30.2%，月度進口

規模刷新今年3月創下1,522.6億美元的歷史紀錄。同

月出口1,733.1億美元，同比增長24.5%。儘管單月

出口增速繼續回升，但出口規模略降。此外，同月

貿易順差177.5億美元，是月度貿易順差6個月以來

首次收縮。專家稱，全球經濟復甦放緩對中國出口

的影響具有滯後性，中國外貿出口在第4季度將出現

明顯下行風險。

根據海關總署數據顯示，前8個月，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
23,525.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5.4%。僅8月單月進出

口總值就已達到3,288.7億美元，增長27.1%。其中，進口1,555.6
億美元，同比增長30.2%，月度進口規模刷新今年3月創下
1,522.6億美元的歷史紀錄。8月份出口1,733.1億美元，增長
24.5%。

前8月順差減10%  有助抑通脹
1至8月，貿易順差927.3億美元，減少10%。單是8月份，錄得

貿易順差177.5億美元，是6個月以來首次收縮。8月份的貿易順
差規模，不但比上月大幅下降44%，也普遍低於市場預測。海
關總署統計分析處處長黃國華表示，貿易順差收窄有助於中國
打擊通脹。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李健分析指出，

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地方政府ＧＤＰ增長較快，投資
衝動強勁，使得各地對大宗商品的需求保持強勁，再加上去年
同期基數較低的原因，導致8月進口增長較快。他預測，全年順
差將與去年差不多或略有減少。

與東盟貿易額 前8月增26.6% 
前8個月，中國與主要貿易夥伴雙邊貿易情況為，中歐雙邊貿

易總值3,721.4億美元，增長21.8%。同期，中美雙邊貿易總值為
2,856.5億美元，增長17.8%。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為2,346.1億美
元，增長26.6%。其中，中國對東盟出口1,094.7億美元，增長
24.3%；自東盟進口1,251.4億美元，增長28.6%；對東盟貿易逆
差156.7億美元，擴大69.6%。前8個月，中日雙邊貿易總值為
2,219.8億美元，增長18.8%。其中，中國對日本出口941.3億美
元，增長25%；自日本進口1,278.5億美元，增長14.6%；對日本
貿易逆差337.2億美元，減少7%。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茜亭 北京報

道)針對昨日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中國

外貿數據，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的專

家表示，受目前海外經濟體表現疲軟、新興市場

國家經濟增速因高通脹亦出現放緩、歐美債務問

題等影響，中國出口面臨的不確定性在增加。下

半年出口形勢可能頗為嚴峻，後續月份出口增速

放緩的可能性較大，從而也將影響到下半年宏觀

經濟走勢。

商務部國際經貿研究院亞非研究部副主任李光輝

表示，從最新發佈的數據來看，中國前8個月進出

口貿易總體保持了升漲的態勢，並在逐漸的恢復當

中，且在8月份達到了最高點。從世界經濟的貿易

形勢來看，如無貿易摩擦等突發因素，未來幾個月

內增長幅度將趨於穩定狀態。

進口增加≠內需旺盛
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對外經貿研

究室主任馮雷表示，前8個月中國貿易保持了較

高的增長速度，但還很難從幾個月的數字中斷定

長期的貿易發展趨勢，應綜合此前幾年同期的數

字來進行周期性的規律推測。馮雷認為，下半年

進出口貿易趨勢仍存在突變因素，如利率、關稅

等方面一旦出台新的政策，亦會對中國貿易走勢

產生新的影響。如未出現上述問題，則中國的外

貿還會保持平穩狀態。

馮雷指出，一些媒體曾報道進口總值增加即是內

需旺盛的表現這一說法並不準確。實際上，進口與

內需是兩個概念，進口體現了內需的一部分，但不

能片面的說進口數量的增加就是內需旺盛。

另外，就8月中國貿易順差大幅收縮，能否會

緩解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壓力這一問題，馮

雷表示，從對外貿易的整體發展情況看，現時人

民幣升值壓力趨於放緩階段，而並非今年年初和

去年年底時期的「大壓力」狀態。但外界環境的

影響因素為表面因素，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與否

取決於這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是否在提高。中國

的勞動生產率在持續提高，因此，人民幣升值趨

勢是不可阻擋的。

外圍疲軟 出口形勢嚴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道) 中國海關總署
統計顯示，前8個月，中國主要省、市外貿情況為，廣
東省外貿進出口總值5,942.9億美元，增長22.4%。同
期，江蘇省、上海市和北京市進出口值分別為3,531.2
億、2,864.3億和2,509.6億美元，分別增長19.4%、21.5%
和28.7%。此外，浙江省、山東省和福建省進出口值分
別為2,024.5億、1,528.3億和880.3億美元，分別增長
23.8%、28.6%和27.3%。
上述7省市進出口值合計佔全國進出口總值的82%。

出口方面，前8個月，廣東省出口3,448.8億美元，增長
24%。同期，江蘇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分別出口2,041.6
億、1,420.3億和1368.4億美元，分別增長20%、22.2%
和18.5%。此外，山東省、福建省和北京市分別出口
822億、569.2億和373.9億美元，分別增長26.1%、
24.5%和4.1%。

粵前8月出口
增兩成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證券網報道，工信部運
行監測協調局副局長黃利斌9日在《2011年中國
工業經濟運行夏季報告》發佈會上表示，今年1
至7月，中國規模以上企業運行狀況良好，但困
難企業更加困難，特別是小微型企業經營困難加
劇，中小企業整體利潤率不到3%。
報告指出，下一步，將加快出台鼓勵和引導民

間投資的相關配套政策，並根據新的中小企業劃
型標準，研究有針對性的措施，重點扶持小微型
企業。
另據記者了解，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領導

小組會議召開在即，屆時，進一步扶持中小企業
發展的政策措施將出台。

虧損程度逐月擴大
數據顯示，1至7月份，在31萬戶規模以上企業

中，虧損企業戶數為4萬戶，虧損面為12.7%，各
月虧損面總體變化不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企業虧損程度卻在
逐月擴大：虧損企業虧損額增幅由1至2
月的22.2%上升至1至6月的41.6%，1至7
月又進一步升至46.9%。「在今年外部
運行環境總體偏緊的情況下，量大面廣
的規模以下小微型企業，由於自身抗風
險能力較弱，消化成本空間有限，面臨
的困難更大。」黃利斌說。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中央副主

席辜勝阻(微博)表示，多重不利因素疊
加，導致2011年成為中小企業最為糾結
和困難的一年。「目前大概有10%的中
小企業在升級，有20%左右的企業在轉

型，而大量的企業—60%至70%的企業現在則面
臨嚴重的生存困境。」

多措並舉解決難題
針對融資難問題，報告建議，要優化信貸結

構，加強小企業資金支持，多措並舉，加快金融
體制機制改革和組織制度創新，充分發揮好市場
機制和政策支持的作用。採取風險補償，財政貼
息、營業稅減免等方式，支持商業銀行增加對小
企業貸款。拓寬小企業融資渠道，加大對創業投
資的引導和支持力度。密切關注企業資金周轉情
況，及時採取措施，防止因相互拖欠引發資金鏈
斷裂。
此外，報告提到，相關部門要積極爭取各項國

家中小企業專項資金，對中小企業技術改造項
目，對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投資國家鼓勵類
項目等，安排資金給予補助，支持中小企業轉型
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 據財訊報道，儘管經濟學家聲稱，中國出口
的比較優勢仍在，但是越來越多的企業早已有了轉型升級的
緊迫感。
用友長伴管理諮詢公司市場經理陸平近期頻繁接觸了眾多

外貿企業。他告訴記者，為了維持市場份額，一部分企業開
始挖掘國內市場；還有部分企業開始㠥力開發自有品牌，前
來諮詢如何開發銷售渠道、如何經營自主品牌。「當然，這
需要一個過程，不過越來越多的企業都加入到這個行列。」
部分成功轉型、擁有自主品牌的企業家向記者坦言，中國

現在咬咬牙，把GDP增速降下來，注重提高經濟增長的質
量，勢必將以一大批中小企業優勝劣汰為代價。現階段可謂
是調整的關鍵點，企業不得不迎接挑戰，找到新的核心競爭
力。絲綢之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凌蘭芳介紹說：「企
業不妨先從中端品牌開始做起，就好比賣『燒餅』的轉行做
『蛋糕』，提高產品的文化內涵以及科技含量。」

有跡象表明，中國低端工業品出口正在經歷拐點。中國商
務部數據顯示，近3個月以來，出口價格總指數已經超過出
口數量指數。瑞士銀行日前發佈報告稱，過去兩年裡，中國
輸往美國和歐盟的低端輕工業製造品佔當地市場的份額已在
50%左右的水平見頂。

出口企業
臨轉型關鍵點

內地中小企利潤率不足3% 

■內地上月進口增幅跑
贏出口。

■前8個月，中國紡織品出口629.6億美元，增長27.2%。

■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頻繁，前8個月雙邊貿易額增長
26.6%。

■受歐美經濟疲弱拖累，中國下半年出口形勢不容樂觀。

■前8個月，中國對日本出口941.3億美元，增長
25%。圖為山東某企業的工人正在加工對日本出口的
海產品。 新華社

■報道指，內地中小企業整體利潤率不足3%。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