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酒市道大熱，CEPA零關稅優惠

為外企提供投資機會，釀酒先驅

冀在港打造「城市釀酒廠」，以

「香港製造」營商方式進軍內地及

大中華市場。 詳刊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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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關稅蘊新商機
港產紅酒開釀

深陷財困的西班牙今日大選，在

野黨料取得壓倒性勝利，踢走執

政黨。這是繼葡、愛、意、希

後，第5個歐債危機下改朝換代

的「歐豬」國。 詳刊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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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執政黨料敗選
歐豬國全變天

巴西超級名模Gisele Bundchen具有

另一種影響力，就是與她合作的

公司，股價能夠「跑贏大市」。自

2007年至今，她代言企業的股價

整體急升41%。 詳刊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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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超模代言企業
股價遠勝大市

2疑涉醉駕漢，肇禍後扭盡六壬意

圖逃避刑責。一男在流浮山撞毀圍

牆後，爬上屋頂吵鬧；另一在新蒲

崗撞車後，求饒欲私了不遂。兩人

均涉醉駕被捕。 詳刊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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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盡六壬圖免責
兩醉駕漢被捕

歐債問題遲遲未能解決，市場擔

心拖累全球經濟發展。港交所行

政總裁李小加指出，若明年歐債

問題未能妥善控制，可能令全球

經濟陷入「迷失十年」。詳刊B6

財
經

李小加憂歐債失控
全球或陷迷失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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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第11/136期) 攪珠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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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攪珠日期：11月22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無人中

三獎：$82,500 (45注中)

多寶：$9,39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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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港企
9月出口額跌3%  聖誕接單急瀉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歐美經濟持
續疲軟，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早前表示，今年
以來，外圍經濟環境對本港的不利影響已經
很明顯。香港對外貿易首當其衝，表現大幅
下滑，料明年外部環境將會面對相當大的挑
戰，今年餘下時間以至明年初的外貿，不容
樂觀。商會人士指出，目前外圍經濟欠佳，
建議港府應重推「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曾俊華早前表示，歐美財政狀況一直拖慢

全球經濟復甦。美國經濟依然疲弱，失業率
持續高企，而進一步刺激經濟的空間亦有
限。在歐洲，歐債危機已蔓延至意大利、西
班牙等較大的經濟體，可能影響整個銀行體
系。即使德國、法國等經濟比較穩定，亦明
顯放緩。他指出，雖然亞洲和新興經濟體基
調較佳，但出口放緩已經是無可避免。內地
第一、第二季增長率9.7%、9.5%後，第三季

已降至9.1%。

廠家提早「收爐」過年
出口界人士羅少雄表示，9月份本港出口

額萎縮，為未來出口情勢拉響警號，相信除
非美國感恩節銷情能出人意表，否則今年聖
誕節銷情難以樂觀。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郭
振華則指出，由於聖誕節訂單利潤較以往
低，內地勞工成本及原材料又急升，不少廠
家拒接低利訂單，甚至有廠家提早「收爐」
準備過農曆新年，故餘下日子出口表現差亦
不會意外。
香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黃定光（見圖）

則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再次推出
「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政府於2008年底金融
海嘯高峰期時曾推出「特別信貸保證計
劃」，每間中小企最多可以申請借款1,200萬

元，政府提出最高
80%擔保，這個計
劃向中小企業輸血
救命，而成效亦令
人滿意，政府擔保
的風險也絕對不
高，截至2010年年底，壞帳率非常低。
這個廣受歡迎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已經於去年底屆滿，改由金管局旗下的按揭
證券公司提供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只是
保費偏高，且要銀行提交與客戶之間的詳細
往來紀錄才審批，過程繁瑣，衍生很多額外
成本，不少銀行不勝其煩，因而卻步。現時
香港中小企陷入困境，所面對的經濟風險不
下於金融海嘯時期，政府盡快重推「特別信
貸保證計劃」，讓中小企獲得及時雨，從而
保障一眾打工仔生計。

出口界盼港府擔保借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由於歐美消費需求
或進一步下滑，為本港出口前景蒙上陰霾。香港9
月份出口貨值錄得近兩年來首次萎縮。㞫生銀行報
告指出，全球經濟的不明朗因素漸增，香港私人消
費及投資難免將受一定影響。通脹壓力料見紓緩，
但在租金高企及進口通脹因素的推動下，物價或繼
續維持於較高水平。
報告指出，相信未來將有令經濟放緩的跡象陸續

浮現，並預期香港第3季經濟按年增長不足5%，第
4季增長則低於4%。雖然香港可能在技術上步入衰
退，但問題關鍵在於經濟會否出現大幅度及持續的
收縮。假若主要工業國家經濟狀況不至嚴重惡化，
即使本港經濟下行風險正在加大，亦不預期經濟將
陷入全面衰退。㞫生預料，今年香港經濟增長可達
5.2%。

8月零售額維持增長29%
儘管過去一年金融市場持續受希臘債務危機困

擾，佔本地生產總值69%的私人消費增長仍然強
勁。8月份零售銷售貨值上升29%，與7月份的
29.1%增幅相若。同月零售銷售貨量增幅亦達
20.7%，而7月份則為22.4%。
就業市道暢旺及訪港旅客增長為本地零售銷售大

幅攀升的主要原因。7至9月份本港失業率低企於
3.2%，接近全民就業水平。失業率持續低企主要是
因為工作職位空缺增加。9月份總就業人數再創歷
史新高，顯示目前處於10年低位的失業率主要反映

實體經濟的活力，而非來自就業人口縮減。

物流金融就業恐受拖累
受惠於內地經濟表現相對穩定、亞洲區內貿易蓬

勃，以及訪港旅客數字高企（訪港旅客9月份增長
16.8%），本港勞工市場得以在外圍經濟表現欠佳的
環境下繼續保持活力。不過，㞫生對亞洲國家能否
擺脫歐美衰退的威脅看法審慎。由於相當部分的本
地就業人口從事於貿易相關行業如物流、金融及貿
易服務等，在過去10年，零售銷售增長與出口增長
表現一直密不可分。
對外貿易額相當本地生產總值的370%，作為對

外開放的經濟體，香港難以獨善其身完全擺脫全球
市場波動的影響。事實上，作為本地勞工市場狀況
領先指標的匯豐就業指數，9月份便錄得連續兩個
月跌破50點的分界線。由於本港消費需求一定程度
上仍然受環球經濟狀況所牽動，㞫生預期，未來數
月歐美經濟放緩的負面影響將逐漸在本地勞工市場
上浮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謝雅寶）歐

債危機影響逐步浮現，香港出口貿易行業步入

「寒冬期」。政府統計處9月份貿易數據顯示，

本港整體出口貨值為2,718億元，較去年同期下

跌3%，亦是23個月以來首次出現萎縮。香港

工業總會預料未來9至10個月，行業仍難見復

甦，加上原材料及工資上漲等多方面的夾擊，

估計有30%港企明年初會「被淘汰或接近淘

汰」，即近2萬間企業正面臨危機。有人力資源

顧問透露，近日已有公司裁減10%本地員工及

30%內地僱員，若歐美買家「拖數」

現象持續，港商未能應付年底的

「找數期」，不排除會出現新一輪倒

閉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外圍經濟環境欠
佳，第四季經濟狀況出現暗湧，香港「打工仔」
來年的加薪幅度或難符預期。有人力資源顧問
表示，除出口行業明年的前景未如理想，受歐
美經濟直接影響的金融及銀行業、房地產及資
訊科技行業亦會出現裁員情況。她預期，整體
僱員在明年的加薪幅度會較今年稍為遜色，大
約只有2%至4%；只有受惠於內地旅客強勁消
費的零售及酒店業，以及人手短缺的建造業
等，加薪幅度始能達5%至8%。
本港有工會一直要求明年僱員加薪幅度平均

應達8%，更希望有集體談判權，以向僱主爭
取較高薪酬增長。但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灝指出，未來一年環球經濟未能
復甦，本港作為自由經濟社會，應以市場環境決定僱員加薪幅度，料明年
整體加薪幅度約2%至3%。
中原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綺萍（上圖）表示，本港行業出現兩極

化跡象，受惠於內地旅客訪港情況，零售、酒店、飲食及旅遊業向好，業
內僱員的加薪幅度會較好，而建造業則因人手不足，薪酬亦有所調升以吸
引人才入行。周綺萍預料，明年香港打工仔加薪幅度預料只有2%至4%，
較今年加薪幅度4.2%為低；而明年的花紅亦會較今年初少，今年初僱員平
均獲得1.4個月的花紅，預計明年僱員所得的只有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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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未解加上美國經濟疲弱，
香港出口貿易行業首當其

衝，出口訂單大受影響。香港工業
總會副主席劉展灝表示，受歐美經
濟影響，今年電子、成衣及玩具業
的聖誕訂單，較去年同期分別下跌
5%至30%不等，連帶包裝、空運
及物流等配套行業亦受到拖累。環
球經濟前景未明，消費者購買力或
受影響，今年聖誕節整體銷情未必
能達預期。歐美需求轉弱，未來數
月出口前景亦不樂觀。他估計，歐
美買家未能完全「消化」聖誕節的
貨量，下一季的新訂單數量亦會相
對下降，港商生意將繼續受到影
響。

玩具電子衣履成重災區
出口貿易行業步入「寒冬」，港資企業或會「捱不住」

面臨收縮，甚至有倒閉危機。劉展灝表示，現時內地的營
商環境越來越嚴峻，薪金等經營成本不斷上漲，坦言未來
3年至5年是「企業淘汰期」，最危險的行業則為玩具業、
電子業、成衣業及造鞋業等非必需品行業。他相信，新一
輪裁員潮即將爆發，「每個部門可會按比例裁員，即前線
人員、管理階層均有機會被裁掉」，若企業仍然未能解決
困難，最終只能選擇結業。中原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
周綺萍證實，已有港商展開裁員行動，10%本地及30%內
地僱員被解僱。

內地成本漲 壞賬趨升
香港中小企協會會長佘繼泉補充，人民幣升值、內地人

工成本高漲、海外訂單減少、原材料價格急升及拖賬等問
題，令港資企業的經營環境更為惡劣。他表示，今年聖誕
節訂單較去年同期暴跌30%，而壞賬及拖賬的情況卻越來
越嚴重，例如以往一個月內可收到貨款，現時兩至三個月
也未必「找數」。
內地工人薪金亦不停上調，以東莞為例，每名工人平均

月薪為1,100元人民幣，但明年1月要加薪20%，工人工資
漲至1,320元。他估計，現時有逾2萬間港資企業面對倒閉
的威脅，建議企業及早轉型，不能只依靠製造業作為主要
業務，亦應自動化現時的生產工序，減少人手需求，以減
輕經營成本。

消費強勁抵銷出口萎縮

明
年
加
薪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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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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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灝。 ■中小企協會會長佘繼泉。

■訪港旅客9月份增16.8%，本港消費保持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