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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毅然) 香港投資推
廣署及政府統計處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仍
然是海外及內地公司拓展業務的重要地區，
香港境外公司設立駐港公司的數目達到6,948
間，較去年增加5.9%，並創出歷史新高。

調查的數據截至今年6月1日，海外及內地
公司在港設地區總部及地區辦事處的分別有
1340間及2412間，分別按年增長4.3%及
2.5%，在港設當地辦事處的則增加9.3%至
3196間。所有駐港公司在港共僱用約36.8萬
名員工，佔就業人口約一成。母公司所在國
家或地區有55%來自美國、日本、內地及英
國。

24%企業擬擴充業務
這些公司選擇在港設分公司，主要因為香

港有簡單稅制及低稅率，其次是因為資訊流
通自由及沒有外匯管制，政府是否廉潔及基
本設施是否便利，亦是他們的考慮重點。

投資推廣署署長賈沛年指出，香港享有通
往內地市場的地利優勢，吸引海外公司在港
拓展業務。

與此同時，內地公司亦以香港作跳板邁向
國際市場。調查指出，當中24%的企業表示
可能在未來3年擴充在港業務。

物業租貴不利營商
不過，當中有40%企業認為，香港住宅樓

價高是在港設分公司的不利因素，較去年多
5個百分點，另外亦有37%企業認為工商業
樓宇的供應少及費用昂貴。

以上兩個因素可能阻礙境外公司設立駐港
公司數目的增長。

賈沛年指出，最新的施政報告提及要把九
龍東發展成另一個核心商業區，有助增加香
港寫字樓供應，讓海外企業有更多選擇。他
又指出，歐債危機難免影響明年來港的企業
數目，但當地經濟衰退，可能吸引企業來港
擴展業務及尋找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面對全球需求下降，
拖累亞洲經濟增長放緩。路透社調查顯示，明年中國
經濟增長可能低於9%，但不會跌穿8%，而8%的增幅
被認為能夠確保充分就業，及跟上城市移民步伐的最
低增長率。調查認為，亞洲經濟沒有嚴重下滑的風
險，料經濟只會溫和放慢，但因亞洲國家出口往中國
的金額不斷增加，若中國經濟放慢，將令亞洲國家受
影響，顯示中國對亞洲影響愈來愈大。

亞洲放緩加快通脹同跌
路透社近日訪問了30名分析師，有分析師認為，歐美

經濟增長疲弱已損害亞洲出口，未來數季亞洲經濟將
以更快速度放緩。

同時，分析師一致相信，經濟增長放緩會拉低通脹
率，印度是所調查地區中唯一可能在2011年加息的國

家。
德意志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師史米高表示，與投資者

主流觀點相反，他預計亞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出現
經濟衰退。「亞洲正進入經濟增長低於平均水準的時
期，這一時期將持續6個月至9個月。」

中國減速鄰國出口受累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速之高低亦對亞洲經濟有重

大影響。分析師指出，如果明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至
8.6%，亞洲其他地區將受輕微影響，若中國經濟增長
出現更大程度放緩，亞洲可能受到直接衝擊。美銀美
林分析師Hak Bin Chua更預料，若中國經濟增速減少
1%，將會令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泰國的經濟增長率減
少0.7個百分點，印尼會減少0.3個百分點。

他說，中國對亞洲國家的影響程度，在過去20年間增

加逾兩倍，因為中國從亞
洲鄰國的進口貨值遠超以
前。

「中國經濟放緩的影
響，仍預計不會有美國經
濟放緩或衰退那麼大，但
中美兩國經濟差距正在縮
小，未來10年內也許會能
夠相提並論。」Hak Bin
Chua指出。

明年增長預測全面下調
與7月時的路透調查相較，分析師全面下調2012年的

經濟增長率預測，其中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預估的調
降程度最大，這兩國均處於與全球經濟關係最密切的

國家行列。早前於7月進行的調查中分析師預計，印
度、印尼、泰國、台灣、馬來西亞、新西蘭、澳洲和
韓國或將在2011年底前再度加息。同時，印度央行很可
能將在下周會議上加息，不過外界普遍預計，這或許
是其積極緊縮周期的最後一步。分析師預計，印度在
2012年將降息50個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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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認為，由於外圍經濟疲弱，連帶人民幣升值的速
度亦可能會放慢。他指出，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

經升了3.2%，按照目前的經濟氣候，應該到了合理水平。他
相信，中央政府只會在不危害內地經濟下，才會讓人民幣有
秩序升值。

他說，97回歸後初期，亞洲爆發金融風暴，香港亦受到牽
連，投資市場被推低。當時特區政府罕有地大舉購入港股托
市，擊退炒家。

香港毋須「不尋常」救市
被問及若日後再出現類似危機，特區政府會不會再出手

時，曾蔭權強調，香港的經濟及企業的實力都增強了，相信
不用再採取類似的「不尋常行動」。但他強調，如果確實有
需要，政府會毫不猶疑出手，恢復市場秩序。他又表示，明
年6月底任期屆滿時「已經老了」，卸任後希望真正退休，沒
有計劃任職私營機構。

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上午在北京與北京市委書記劉
淇會面時則表示，特區政府未來會繼續留意歐美市場的發
展，以及對香港的影響。

預計港全年GDP增幅約5%
他解釋，香港上一季的本地生產總值可能只可超過4%，倘

屬實，就會是前年第4季以來最低的增幅，並預計全年的增
幅只會達到5%左右，即是特區政府預期的下限水平：「這個
很明顯的就是歐美的需求已經降低了，所以香港的出口受了
相當大的影響，這個出口的影響，因為出口是我們GDP的幾
倍，所以這個對我們的經濟的增長略有影響。」

經濟增長放慢，唯一好的影響是有助紓緩通壓力。曾俊華
表示，內地通脹率連續兩個月回落，雖然仍然高過6%，但已
經有助香港紓緩通脹壓力：「說到食品的價格，在內地，我
相信價格已經見頂了，所以有望香港的價格也可以調低下
來。租金方面，我們最近幾個月看到成交也減少，價格也開
始有一點降低的方向，放慢一點，所以相信這一方面也有一
個放緩的現象，對通脹也有一個很好的影響。」

分析師料內地可「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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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升值料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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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曾蔭權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表示，在歐洲

和美國投資者缺乏信心，消費滑落，都是不利經

濟的訊號，並預期歐美市場衰退風險很大，環球

經濟陷入衰退的風險亦正在上升，可能會減慢人

民幣升值的速度。正在北京訪問的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表示，上一季本港的經濟增長率可能不足

5%，是近兩年以來的新低。通脹方面，曾俊華認

為內地通脹率回落，有助減輕本港的通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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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 世界銀行昨發表2010至
2011年度全球商業自由度調查報告，香港因為在物業
註冊的手續較為繁複，連續第二年屈居於新加坡之
後，在183個受調查的經濟體中排行第二；而內地則
排名91。報告指過去6年，內地為亞太地區內營商監
管環境進步最快的經濟體。

世銀全球183經濟體排名
世銀根據10個營商規管範疇，對183個全球經濟體

進行排名，包括開辦企業、破產清算、跨境貿易等。
而香港在批出建築許可證項目排行第一，另在跨境貿
易、交稅及保護投資者項目列入三甲，並總共在8項
目內打入5強。

是次香港整體排名連續第二年屈居於新加坡，而新
加坡則連續6年排名第一，但比較兩個經濟體在10個
項目的分野，其實兩地平分春色，各有5項優於對
方。而餘下五強經濟體依次為新西蘭、美國及丹麥。

港物業轉名極慢需36天
而香港是次落敗的致命傷，原來是物業擁有權轉名

手續極緩慢，需時36天，並要經五個程序，相關費用
相等於物業價值的4.1%，令本港在該項排名僅為57
位，遠遜於新加坡14位，故拖低整體評分。發言人認
為，若港府可簡化及縮短物業登記的程序，未來要超
越新加坡並不困難。

內地排名由87跌至91位
內地的排名則由87位跌至91位，發言人解釋，排名

下跌主要因是次報告新加入電力因素，內地在該項的
排名只有115。

但發言人亦提到，內地是亞太地區內營商監管環境
進步得最快的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逐漸縮
小，在過去6、7年，內地提出多項改革，包括訂立公
司法及破產法。發言人建議，內地仍須注意要為中小
企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港營商自由度遜星 蟬聯第二
港星營商自由度比較

項目 香港排名 新加坡排名

開辦企業 5 4(勝)

批出建築許可證 1(勝) 3

電力 4(勝) 5

物業註冊 57 14(勝)

獲得信貸 4(勝) 8

保護投資者 3 2(勝)

交稅 3(勝) 4

跨境貿易 2 1(勝)

執行合同 5(勝) 12

解決破產 16 2(勝)

整體排名 2 1

資源來源：世界銀行2012營商環境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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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 沛 年 講 述 在
2001至2011年期
間駐港地區總部、
地區辦事處及當地
辦事處的數目。

外企駐港機構近7千增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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