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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網5

日電 全國人
大財經委副
主任委員吳
曉靈（見圖）

5日說，今年
三季度社會
融資規模減
少是社會金
融秩序好轉
的表現，應
關注「影子
銀行」在製
造金融泡沫

中的作用，完善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
來自央行的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

社會融資規模為9.8萬億元，比上年同
期少1.26萬億元。吳曉靈在2011北京大
學匯豐金融論壇上分析說，前三季度的
社會融資總量僅第三季度就少增了8,253
億元，主要是銀行未貼現的承兌匯票少
增9,402億元。

推動各類債券市場發展
她又說，與此相對應，外部貸款和委

託貸款卻多增了7,000多億元，對於實體
經濟來說，融資並沒有大量減少。以
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與2008年以來的
三年作對比，這兩個時期的GDP平均增
速有所降低，但是貸款平均增速卻提高
了幾個百分點，央行和商業銀行對社會
提供的融資是不少的。
吳曉靈認為，中國經濟的唯一出路就

是搞活金融，尊重市場主體的投資和融
資自主權，當前融資的難點不是利率市
場化不到位，而是金融管制太多，應明
確法律關係，發展資產管理市場搞活投
資渠道。同時，要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
的建設，推動各類債券市場的發展。

應關注「影子銀行」泡沫
吳曉靈還提出，偏離實體經濟活動的

「影子銀行」會製造金融泡沫，國際金
融危機中在美國惹禍的「影子銀行」包
括住房按揭公司、投資銀行、信用評級
機構和信用擔保機構。關注「影子銀行」
的行為是防範和應對金融危機重要的教
訓。
她表示，統計監管社會融資規模是關

注「影子銀行」活動的重要措施。社會
融資規模其實就是商業銀行的融資規模

加上所有的金融中介所產生的融資活動規模的總
和，目前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是一大進步，但是還
有很多統計需要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今年以來，在中國
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相對穩定以及居民收入持續增長
等利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紡織業的內銷市場
保持㠥穩定增長的勢頭。未來十年內需將是中國紡
織行業的第一發展動力。
從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了解到，今年前9月全國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長17%。其中，服裝
鞋帽針紡織品類的零售額同比增長25%，增速較上
半年加快0.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前9月中國規模
以上紡織企業實現銷售產值同比增長29%，其中內
銷產值同比增長32%，而內銷產值佔銷售總產值的
比重高達83%。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會長杜鈺洲指出，「十二五」

規劃明確提出，轉變發展方向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擴
大內需，提高內需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當
前的國際形勢下，中國紡織行業必須通過擴大內需
來實現產業轉型。而擴大內需的重點在於提高居民
的消費水平和能力，特別突出居民消費對國民經濟
的貢獻率，推動居民消費升級，完善消費體系、改
善消費環境，同時要提高城鎮化水平，縮小城鄉差
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全國29個省市區
日前發佈前三季度經濟運行情況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
GDP增幅明顯放緩的省市達23個，值得注意的是，經濟最
發達的三個地區京、浙、粵增幅「墊底」。有專家分析稱，
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歷史拐點，從此將結束GDP崇
拜，而更加注重GDP的質量。
《法制晚報》消息稱，前三季度，內地23個省份GDP增

幅同比放緩，其中增幅最低的三個省市分別為北京8%，浙
江9.5%，廣東10.1%。此外，海南GDP增幅降至10.6%，降
幅達7%，其次是寧夏，降幅為4.1%。

14省份前三季GDP過萬億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前三季度GDP增長9.4%。在

已公布的29個省市區中，唯北京的增速在全國水平之下。
而重慶與天津兩直轄市GDP增速最快，均達到16.5%，其增
速是北京的2倍。中西部省份則表現搶眼，增速在兩位數以
上的省份中，中西部省份佔比超過60%。其中，重慶GDP
增速排名第一，而湖北、四川、貴州等省的GDP增速都在
14%以上。

中國經濟網稱，14個省市在前三季度GDP就突破萬億元
大關，而2009年全年僅有14個省份GDP突破1萬億元。儘管
廣東前三季度的GDP增速排名全國倒數第三，但其GDP總
量以36,953.15億排名全國第一，其後是江蘇和山東也均超
過3萬億元。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向本報表示，北京等經

濟發達地區經濟增速放緩或與房地產調控有關。事實上，
GDP增速放緩也意味㠥中國經濟轉入了一個良性循環的軌
道，中國更加注重經濟結構的調整，更加注重GDP的質量
而不是一味追求數量。

內地全年GDP或在9%左右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區域經濟學家徐逢賢認

為，多地GDP增幅放緩，特別是北京、浙江、廣東三大經
濟龍頭的GDP增速「墊底」，反映出內地經濟主動調控的跡
象明顯。他並表示，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許多省
市有意調低GDP增速，而各省放緩GDP增速符合實際規
劃，預計內地全年的GDP增幅約在9.6%左右。
胡星斗則表示，內地全年的GDP或在9%左右。中國面臨

㠥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近年來中國
對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投資實行限制，到年底可能會有
很多地方因缺電、缺油而停工。
國務院參事牛文元指出，不盲目崇拜GDP也不盲目拋棄

GDP，科學認識GDP是當前焦點問題之一。關注核心是追
求綜合降低自然、生產、社會及制度成本前提下的「品質
好的GDP」。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溫

州報道）溫總溫州督戰成效顯，
溫州民間借貸風波被遏制。昨日
（5日），由溫州市政府、市委宣傳
部、經信委、金融辦、社保局、
人民銀行、銀監局等部門負責人
共同出席的記者會上，溫州市政
府副秘書長陳俊透露，10月初以
來，溫州相繼推出的「一攬子」
政策措施，使民間借貸風波得到
有效遏制，全市金融秩序基本穩
定，經濟運行和社會形勢總體平穩。而且，溫州有望
率先啟動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點。

民間借貸風波初步遏制
陳俊表示，近期以來，溫州市完善各類應急預案，

對企業倒閉和企業主出走引發的工人集體上訪討薪
的，啟用欠薪準備金及時發放工資，幫助落實再就
業，最大限度地消減社會不穩定因素。對出走的企業
主，由公安、經信等部門通過各種渠道做好勸導和防
範出境等工作，爭取使其主動回來解決問題。對故意

迴避、惡意欠薪的，嚴查快辦，從重從嚴處理。對民
間借貸引發的暴力討債、非法拘禁、惡意逃債和哄搶
企業財物等違法行為進行嚴厲打擊，依法保護公民人
身安全和企業財產、債權人合法利益。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亦指，目前，在民間借貸

風波得到初步遏制的情況下，溫州將積極開展金融改
革創新，尤其是加快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申
報工作，努力在地方金融組織體系、金融服務體系、
民間資本市場體系、金融風險防範體系等方面先行試
驗。

據中新社引述澳新銀行的報告分析稱，10月份
PMI走軟，意味㠥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一個增長

較為緩慢的區間，隨㠥通脹進一步下降，中國經濟將
在未來幾個月實現軟㠥陸。整體來看，中國經濟的表
現仍然符合最近幾年來的規律，即內需相對強勁、外
需表現較為疲弱。

匯豐：暫無需再次減息
報告預計，在經濟增速減慢的情況下，中國將加快

「政策寬鬆」的步伐，中國央行或許會降低存款準備
金率以增加流動性，對中小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更可

能大幅調低。
匯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雖然不認同澳新銀行

有關中國央行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看法，但也認為
中國將會「信貸政策局部寬鬆」。

推財政措施撐經濟增長
他分析，雖然9月份內地居民消費價格（CPI）按年

上升6.1%，較市場預期為低，但仍高於4%的官方目
標，最新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增速依然保持在
8.5%至9%的水平，央行尚無必要通過降息或下調存
款準備金率等方式全面放鬆貨幣政策。而中國「信貸

政策局部寬鬆」的㠥重點是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以
及支持保障房和在建基建項目的建設。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認為，隨㠥全球

經濟日益加劇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來自發達市場的最
終需求走軟，中國的決策者可能會考慮於年底或明年
年初採取某些「始於財政方面」的支持增長的措施。
他稱：「到明年，由於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進程趨於

穩定且信貸控制措施預計將有所緩和，同時通脹率亦
將趨於溫和，根據『十二五』規劃，『城市化和區域
增長重拾平衡』的目標，中國西部地區和內陸地區的
基礎設施投資增長可能會加速。」

內地PMI降幅明顯 GDP增速料放緩

23省市GDP增幅放緩 京浙粵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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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共同社5日電 多名熟悉日中關係的消息人士4日
透露，日中兩國政府已決定放棄今年內舉行由中國
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日本經濟產業相枝野幸男等
兩國主要部長出席的「日中高層經濟對話」。
該對話原定今年8月舉行，但因日本政局混亂曾

一度準備延至秋季召開。據悉，中方已表示日程上
無法安排在年內召開，因此只能延期至明年春季以
後舉行。

失去稀土配額磋商機會
日本經濟界人士認為，此舉導致日本政府失去了

就中國稀土出口和日本食品進口限制等兩國經濟難
題與中方展開磋商的最好機會。據稱，中方還要求
日方首腦級人物參加經濟對話，這也是導致會議籌
備協商難有進展的原因之一。日本政府希望明年春
季後舉行對話，開始討論為此專設「政府特別代表」
臨時職務等事宜。
日中經濟高層對話機制是2007年由中國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與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提議建立的。
2007年12月、2009年6月、2010年8月共舉行過三
次，兩國主要就經濟領域交換了意見。第三次對話
時，王岐山、時任日本外相的岡田克也等兩國部長
等21人出席了會議。

內需推動中國紡織業發展溫州將啟金融改革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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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三季度GDP增幅僅8%。

部分省市前三季度GDP
省（市） GDP（億元） 增幅

四川 15468.3 14.7%  

湖北 13578.4 14% 

山西 7906.5 13.2% 

湖南 13625.2 12.9% 

河南 20370.4 11.4% 

河北 17821.9 11.3% 

海南 1818.15 10.6% 

廣東 36953.1 10.1% 

浙江 22627 9.5% 

北京 11404.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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