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貿不樂觀 料全年「前高後低」
歐美需求疲弱拖累 廣交會逾半成交屬短單

福布斯：中國明年或首現貿易逆差

專家：貨幣政策不能鬆

調查：出口銷售仍將增長

據中新社19日電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19日公佈的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中國對外金融資產為
46,152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1%。其中，逾七成為外
匯儲備資產，逼近3.2萬億美元。

數字顯示，中國對外金融資產規模遠遠超過對外金
融負債的水平，保持在「安全線」以內。6月末中國對

外金融負債為26,301億美元，這意味㠥中國擁有近2萬
億美元的對外金融淨資產。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黃金儲備的數字近來一直持續
增長。截至6月末，中國儲備資產中持有的貨幣黃金儲
備為508億美元，比半年前增加了27億美元。與2009年
末相比，則累計增加了137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對於近期出
現的淘寶商城中小企業圍攻大商家事件，商務部新聞
發言人沈丹陽19日回應稱，商務部樂見此事在有關方
面共同努力下得到較好處置。他說，應加快網絡零售
法律管理體系建設，當前要推動《網絡零售管理條例》
盡早出台，形成第三方交易平台市場准入退出制度。
另外，商務部同日發佈電子商務發展指導意見稱，全
國網絡零售交易額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將由
2010年的3.3%升至2015年的9%以上。

沈丹陽表示，淘寶商城一事正朝㠥理性、積極的方
向發展。此事發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目前中國網絡
管理的法律基礎薄弱，網絡零售領域法律缺失、監管
體系不完善。從長遠看，建立或加強第三方交易平台
是很好的建議。下一步商務部希望有關方面除做好淘
寶商城的善後工作外，還要加強對第三方交易平台的
業務指導和服務。

商務部回應「淘寶傷城」：
盡早出台網售條例

■專家預計中國2012年可能會出現20年來首次貿易逆差。
圖為山東青島港口。 資料圖片

■近幾個月影響中國外貿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加，令進出口形勢十分嚴峻。圖為安徽省淮
北市出口紡織企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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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肉菜價微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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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指出，據監測，
近期生豬、雞蛋、蔬菜等農產品價格出現穩
中有降走勢。上周（本月10日-16日），豬肉批
發價格比9月中旬回落1.9%，雞蛋零售價格比
9月下旬下降0.9%，18種蔬菜的批發價格比前
一周下降5%。

沈丹陽表示，9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
比增長17 .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11.0%），環比增長1.35%。其中，吃穿用商品
銷售增長加快，金銀珠寶、汽車銷售增速連
續放緩。

對於近期內蒙古出現的馬鈴薯滯銷問題，
沈丹陽指出，商務部迅速啟動「滯銷救助機
制」，初步統計，截至目前內蒙古馬鈴薯主產
區已銷售206萬噸以上，已儲備183.4萬噸，銷
售和儲備量佔總產量的86%。

而關於商務部如何應對民營加油站無法從
中石油、中石化取得石油的問題，他指出，
成品油、柴油市場的供應，需要商務部與生
產供應和價格主管部門共同協商，並要與主
要的石油供應商協商，相信有關方面定會妥
善解決。

此外，記者獲悉，2010-2011年，商務部、
財政部累計安排中央財政資金18.6億元，支持
17個省份開展農產品現代流通綜合試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歐美市

場需求疲弱的趨向，日益拖累中國外貿增速。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19日回答本報提問時

指出，中國外貿運行情況總體較良好，不過今

年四季度與明年一季度的進出口形勢會相當嚴

峻。以目前第110屆廣交會的成交訂單為例，3

個月以內的短單超五成，6個月以上的長單僅佔

12.8%。預計內地全年進出口增幅

將呈現「前高後低」走勢。

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前9個月，中國進出口總額
26,774.4億美元，同比增長24.6%。9月份當月，中國出口
和進口增速均比去年同期下降8.0和3.2個百分點。沈丹陽
表示，國內外環境變化，特別是近幾個月影響中國外貿
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加，令進出口形勢相當嚴
峻。

第110屆廣交會初步數據便是表徵。成交訂單中，3個月
以內的短單佔51.7%，3-6個月的中單佔35.5%，6個月以上
的長單僅佔12.8%；前3天境外到會客商累計9.3萬人，比
今年春交會同期僅增2.6%；前3天出口累計成交101.9億美
元，環比和同比僅增長4.2%和14.5%。

商務部：將積極擴大進口
沈丹陽指出，9月份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如預期的進一

步下降，同比下降12.4%，比8月順差下降幅度擴大2.3個
百分點。今年前三季度，在對外貿易規模持續擴大的情況
下，貿易順差額目前僅佔對外貿易總額的4%左右，而貿
易順差的規模佔中國GDP比為2%多一點，兩個比重都是
進一步下降的。「這說明質疑中國貿易順差過大，且企圖
借此對中國施壓是沒有道理的。」

沈丹陽稱，下一步商務部將會同有關部門積極落實中央
要求，努力保持出口退稅、外貿信貸、出口信用風險保
障、人民幣匯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貿易便利化等出
口相關政策的基本穩定。與此同時，積極擴大進口，加快
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加快培育新的優勢，推動全年外貿實
現既定發展目標。「十二五」規劃綱要首次提出「要適當
擴大消費品進口」，商務部一直在推動此項工作。而引發
社會熱議的調減消費品的關稅和消費稅，固然是一個重
要、有效的辦法，但並非唯一的措施。

指美匯率法案「損人不利己」
此外，沈丹陽本月內第三次就美國匯率法案表態：「如

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將不得不做出進一步的反應。」他
說，美國參議院通過立法方式來逼迫貿易夥伴貨幣升值，
嚴重違反了國際規則，也背離了美國的國際義務。他希望
美方不要把經濟問題政治化，不要「自己得病卻讓別人吃
藥」，不要做損人不利己的事情，更不要「搬起石頭砸自
己的腳」。

當日，沈丹陽還介紹，商務部會同中宣部、文化部等12
個有關部門建立了「文化出口重點企業和項目相關工作部
際聯繫機制」，有力推動了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

據中新社19日電 環球資源19日發佈的一項有
關中國出口商的調查報告稱，縱使產品價格不斷
上漲，中國出口銷售仍將持續增長。報告認為，
對於大部分製造商而言，原材料及人工成本的持
續上漲是中國出口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在受訪的900家來自不同行業的中國出口商
中，40%預計來自海外出口的收益將增長10%至
20%，39%的受訪供應商則預計升幅逾20%。同
時，有近15%的供應商認為出口會保持溫和增
長，增幅將不會超過10%。只有2%的受訪者認
為出口銷售將會下降。

將續專注於歐美市場
據其調查，為了保持出口增長，中國供應商們

都積極地進行產品研發，該現象在消費類電子產
品行業尤為顯著，供應商紛紛推出配備先進功能
的產品型號，以提升自身的競爭優勢。

調查指出，中國製造商將會繼續專注於歐盟及
北美等傳統市場，超過四分之三的受訪企業表

示，現在至2012年初，他們仍會以這兩個地區為
主要出口市場。但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供應商
正在拓展出口渠道、積極開發新興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福布斯》發表文章說，中國國家
統計局18日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出口貿易正在承受
壓力，經濟增長越來越多地依靠內需來推動。數據顯
示，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9.1%，而二
季度增長率為9.5%。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
商務部前副部長魏建國接受《China Daily》採訪時表
示，隨㠥出口減少、進口增加，中國2012年可能出現
貿易逆差，為20年來首次。魏建國說：「中國出口相
關企業將會迎來一個艱難時期。」他說：「中國70%
的工作機會都可能受到影響。」

專家：70%工作機會受影響
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周二在新聞發佈

會間隙說，今年前三季度，淨出口實際上給經濟增長
率帶來了0.1個百分點的損失。今年以來，尤其在三
季度，中國貨物進口的增長速度要大於出口的增長速
度。2011年上半年，中國經常項目盈餘只相當於GDP

的2.8%，而2007年這一數字在10%以上。
《福布斯》的文章中說，全球經濟放緩已經對中國

出口產生顯著影響。中國最大的兩個貿易夥伴歐洲和
美國都因為債務危機而減少了需求。如果歐洲和美國
的需求持續下滑，中國出口貿易明年將面臨更嚴峻挑
戰。

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對歐洲的貿易額高達4,800億
美元，對美國的貿易額高達4,568億美元。對這兩個
市場的出口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的比例高達
33%。文章中說，目前歐洲債務危機還沒有得到徹底
解決的跡象。高盛美國首席經濟學家Jan Hatzius說，
歐洲經濟的兩個火車頭法國和德國已經開始出現經濟
衰退，這兩個國家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正在急劇減少。

魏建國警告說，明年中國與歐洲的貿易順差可能從
2010年的1830億美元銳減到不足500億美元，對新興
市場出口增加並不能彌補對歐出口減少所帶來的影
響。

香港文匯報訊 據財新網報道，全國人大財經委副
主任委員吳曉靈在第七屆中國小額信貸聯盟年會上表
示，中國的貨幣政策不能放鬆，一旦開閘放水，將會
加強和積聚通脹風險，帶來嚴重後果。

吳曉靈認為，現在中國的問題不是金融擴張不夠，
而是在金融工具設計上和金融機構設置上存在金融壓
抑問題。在過去3年一共有25萬億元信貸。她認為銀根
並不少也不緊，民間資本大量遊蕩。「中國缺少一種

機制，把錢很好的引導到實業中去。要為實業家創造
一個更寬鬆的政策環境」。

吳曉靈表示，全球進入貨幣信用時代之後，經濟結
構扭曲、財經紀律渙散，才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爆
發。她認為，「目前不是單靠一兩項刺激政策就能改
變，無論是國際，還是中國都要有制度性改革。」吳
曉靈還指出，要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中國需要打通投
資、籌資渠道。

中 國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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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

報道）數據顯示，今年1－9月，

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66.79億美

元，同比增長16.6%，其中歐洲對華

投資由同比增長轉為下降，降幅達

1.8%，美國的對華投資亦出現下降，

降幅近10%。不過「西方不亮東方

亮」，亞洲主要國家對華投資持續增長，其中日本

在今年1－9月份對華的實際投資大幅增長近

60%。

歐對華投資由增轉降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

對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當前歐美國家的債務危

機已由公共債務市場蔓延至銀行市場、外匯市

場，使得其對外投資能力大幅削弱。預計未來歐

美國家對華實際投入的外資金額將進一步減少。

與之相對應，亞洲的日本等國的投資能力並未明

顯削弱，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較世界其它國家而言更為穩

定，加之有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吸引，這些亞洲國家故而

加大了對中國的投資。

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前9個月歐盟27國對華實際投入外

資金額41.84億美元，同比下降1.8%；美國對華實際投入外

資金額18.77億美元，同比下降9.88%。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

丹陽在記者會後向本報表示，歐洲當前出現經濟困難是其

對華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歐洲對其它國家的投資同期亦

在下降。

梅新育分析，歐洲的債務危機影響了該地區銀行的信貸

能力。為保證銀行部門正常運轉，有更多資金選擇留在歐

洲當地，對外投資額度隨之收窄。此外，美國債務上限的

內耗、歐債危機繼續深化以及經濟低迷之時政策工具的捉

襟見肘，進一步影響了歐美投資者的信心，有更多投資者

持觀望態度，預計在今年的最後一個季度，此種觀望情緒

將更濃。

亞洲投資激增 日本達60%
儘管歐洲對華投資規模縮小，但是亞洲國家的對華投資

出現可喜變化。沈丹陽在記者會上指出，1－9月，亞洲主

要經濟體對華投資持續增長，日本、菲律賓、泰國、馬來

西亞、新加坡、印尼、韓國和香港、澳門、台灣共十個國

家、地區對中國內地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23.66%。記

者會後，他進一步透露，在這十個國家和地區中，對中國

內地投資增幅最大的國家為日本，今年前9個月日本對中國

內地實際投資大幅增長近60%，且新簽合作增長亦超60%。

商務部網站顯示，據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預測，2010

年亞洲中高收入人口（年收入5千美元以上）為10.8億，

2015年將達到15億，2020年將升至19.4億。面對此利好趨

勢，同時面臨國內人口減少、市場萎縮情況，日本企業開

始大力拓展亞洲市場，當前日本的服務業企業已掀起了對

華投資的熱潮。

商務部數據顯示，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仍在加速。1－9

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對129個國家和地區的2526家境外企業

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407.5億

美元，同比增長12.5%。其中對香港直接投資229.8億美元，

同比增長29.9%，佔同期對外直接投資額的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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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外金融資產超4萬億美元

■寧夏銀
川市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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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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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中國出口商預計出口收益仍將增長。圖
為大批國產車輛在江蘇連雲港港口等待裝船出
口外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