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

然）環球經濟復甦乏力，令本

港外貿出口23個月來首度出現

負增長。政府統計處昨發表9

月份貿易數據，本港整體出口

貨值為2,717.99億元，與去年

同比跌3%，此為連續兩個月下

滑，亦是繼2009年10月，即23

個月來再度出現負增長。港府

警告，經濟下滑令西方國家的

需求轉弱，未來數月出口前景

不容樂觀；有出口商則擔心出

口業界會出現倒閉潮，冀港府

出招救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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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9月主要出口市場
目的地 金額(億元) 按年變幅(%)

中國內地 1,367.04 -7.3

美國 296.09 -8.9

日本 111.03 -1.5

印度 79.89 +5.7

德國 76.06 -0.7

台灣 73.5 +25

英國 50.49 -12.6

韓國 50.02 +8.9

新加坡 44.12 +0.1

泰國 34.57 +15.8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毅然

繼 2009年10月出口貨值按年出現13.1%的負增長
後，本港9月份同比再錄得3%的負增長，其中港

貨出口下跌18.6%；而9月份的出口比8月份更減少
12.3%。相關數字顯示，經歷過今年初高速增長後，本
港出口增長已是連續第二個月放緩，8月增幅由7月的
9.3%降至6.8%，9月更轉為負數，死因是環球經濟下行
風險，因歐債危機而加劇，拖累亞洲以致歐美等本港
主要出口目的地之出口貨值減少。

輸往內地跌7%  美國跌9%
與去年9月比較，今年9月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

下跌2.9%，當中，內地作為本港出口的最大市場，上
月出現回跌，跌幅達7.3%，日本亦跌1.5%。西方國家
帶來的影響亦不小，作為本港出口第二大市場，輸往
美國的出口貨值跌8.9%，英國更大跌12.6%，德國亦錄
得0.7%的跌幅。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孫啟烈指出，本港出口業遇上

「寒冬」，玩具、成衣等行業最受影響。他透露，9月份
新產品安全檢測認證冷淡，反映明年初廠家只會推出
少量新產品，令出口加添隱憂。他坦言對本港出口前
景感悲觀，短期看不到歐美經濟復甦，預料本港業界
會出現倒閉潮，希望政府能推出措施，協助中小企度
過難關。

業界盼政府助中小企度難關
政府發言人昨指出，本港外貿貨值在9月份全面放

緩，並按年錄得3%跌幅，這主要是受內地及美國市場
拖累；前者出現回跌，而後者則連續5個月下滑。輸往
歐盟和其他亞洲市場的出口亦見不同程度的減慢，不
過輸往台灣和泰國的出口繼續錄得雙位數增長。
發言人續稱，環球經濟的下行風險在歐元區主權債務

危機加劇及先進經濟體復甦乏力之下繼續上升。雖然一
些亞洲市場的表現仍然相對良好，但西方國家的需求轉
弱，對區內貿易往來的影響在近期已更趨明顯。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港未來數月的出口前景不容樂

觀，所以要對外圍的發展保持警覺，並密切留意這些
發展將如何影響香港的整體貿易表現。

港出口見紅
上月負增長3%

出口商憂倒閉潮 冀港府出招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涂若

奔）本港出口

再次錄得負增

長，其中對內

地出口大跌7.3%，有分析

認為，歐美需求轉弱，已

明顯地影響了區內的貿易

往來，早前內地製造業低

迷，影響了內地從香港的

進口需求。不過，最新的匯豐中國製

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已重回

50以上水平，顯示製造業景氣已開始

恢復。多間大行均對內地經濟前景持

樂觀看法，長遠有助增加對香港的進

口需求。

PMI轉擴張 最壞情況已過
匯豐本周公布，由於生產成本趨

穩，匯豐中國10月PMI指數從9月的

49.9反彈至51.1，創近5個月來新高，

顯示內地經濟已從收縮轉向擴張，反

映最壞情況已過。匯豐經濟研究亞太

區聯席主管范力民表示，內地依賴出

口程度不高，加上內需市場逐步擴

大，相信並無「硬 陸」風險；但由

於歐美經濟疲弱不振，未來一段時間

將會影響本港，預料本港的出口將會

面臨極大挑戰。

渣打香港亞洲區高級經濟師劉健

指出，內地的PMI、消費信心都較為

強勁，唯一令人擔心的是出口。他指

08年之前內地的GDP約有兩成由出口

拉動，之後該比重逐漸下降，估計今

年全年僅為10%-11%，明年內地的出

口雖然不至於收縮，但料僅增長7%左

右。該行亞洲區總經濟師關家明則認

為，內地經濟雖然有放緩趨勢，但目

前的總體形勢比08年要好，即使環球

經濟嚴重衰退，內地政府亦有能力再

次推出救市方案。

內地本季出口料增11%
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梁兆基相信，

歐洲債務危機一定會影響內地出口，

預計內地第四季出口增長11%，但內

地經濟增長不會急速放緩，今年全年

仍可增長9.5%，明年會稍為放緩至

9%。瑞信亞洲區高級經濟師陶冬亦

稱，內地第三季GDP增長9.1%基本符

合預期，在目前全球飽受債務危機困

擾的大環境下，該增幅已經「難能可

貴」，雖然第四季經濟增幅有可能進

一步下滑，但仍可實現「軟 陸」。

評
述

歐美需求弱
打擊區內貿易

輸往新興市場佔比續增

華資券商：對輪商徵「博彩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雖然
本港9月份對內地及日本的出口貨值
均見下跌，但數據顯示，本港的出口
市場由以往依賴歐美等發達國家，逐
步轉移至區內新興市場。
統計顯示，本港上月輸往亞洲部分

目的地的出口貨值出現明顯增幅，台
灣升25%，泰國升15.8%，韓國及印度
亦分別有8.9%及5.7%增幅。事實上，
本港輸往以上地方的出口貨值自今年
以來一直上升，尤以泰國及印度為
甚，兩地今年以來已累計升39.5%及
30.9%，台灣亦累計升26.8%。

總體而言，本港9月份的出口，以
貨品類別來看，月內主要出口貨品類
別的貨值都錄得跌幅，跌得最厲害的
是「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
件」，按年跌16%至639.51億元；「衣
物及衣物配件」減少8%至174.04億
元；「初級形狀膠」及「雜項製品」
等都錄得跌幅。
相反，「非鐵金屬」按年升10.9%至

46.15億元，「非金屬礦物製品」按年
升9%至126.26億元，「通訊、錄音及
音響設備和儀器」亦升8.9%。以上三
者今年累計升幅均已達到雙位數字。

■上月輸往台灣的出
口貨值升25%。

■夏佳理表示，研「中央股
票借貨」，讓散戶可參與沽
空。 彭博

■陳家強昨日與多家華資經
紀組織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周紹基）對於有報道
稱港交所（0388）正研究「中央股票借貨」，讓散戶可
以更加容易參與股票沽空，昨日港交所主席夏佳理回
應有關問題時表示，有關構思目前處在研究階段，並
未提交董事會討論。而昨晚經紀組織與財庫局局長陳
家強會面時，則直言港府應對衍生工具發行商徵收
「博彩稅」。

港交所研借股散戶沽空
對於最近沽空佔大市成交比例大增，有華資證券商

組織要求禁止沽空。夏佳理昨日出席「彭博中國大會」
時表示，目前本港禁止無貨沽空，而未有證據顯示禁
止沽空會對市場有利。他續稱，目前港交所確在研究
「中央股票借貨」方案，希望散戶可以更容易參與股票
沽空，但有關方案推出前一定會先諮詢市場。
夏佳理續稱，港交所已就人證港幣交易通（TSF）更

改買賣及結算系統，但尚未落實系統運作日期。他希
望盡快有人民幣股票在港交所上市。他表示，若有人
民幣股票上市，人民幣可調回內地投資，對部分企業
有吸引力。

另外，財庫局局長陳家強昨晚與7大華資經紀組織會
面，商討市場發展。證券學會永遠榮譽會長張華峰表
示，陳家強在會上主要向經紀講述早前與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訪京的成果。陳家強稱，中央相當支持本港的
金融業，銳意落實副總理李克強在港宣布的36項挺港
措施，當中以港股ETF及人民幣債券發行方面進展最
大，陳家強預計於短期內就能推出港股ETF，來港發行
人債的數額亦會增加。
至於沽空「平民化」方面，陳家強指目前各界都有

不同的意見，政府沒有既定立場，只希望更多人表達
意見令本港的沽空機制更普及和完善。他亦了解證券
界要求輪證需要徵收印花稅的安排。

陳家強冀完善沽空機制
證券商協會主席蔡思聰則表達業界要求政府暫停沽

空的訴求。對於港交所有意讓散戶參與沽空，他擔心
會加劇大市波幅。他說，以美國為例，即使散戶可以
參與沽空，但所佔比例卻不足5%。最近衍生工具交投
佔大市成交高達40%，是不正常現象，散戶有如賭博，
他認為，政府應考慮向發行商徵收印花稅或博彩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