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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與歐盟經濟貨幣專員

雷恩昨日發表綠皮書，認為發行歐元債券將有

助於迅速緩解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並加強歐元

區抵禦風險的能力。事實上，儘管發行歐元債

券是化解歐債危機比較好的方案，但推動歐元

債券，必須以強化歐元區各國的財政紀律為基

礎和前提。若推動歐元債券僅僅只是歐元區所

有成員國進行「信用捆綁」，以換取重債國的融

資能力，而沒有財政紀律作保證，不但無法挽

救歐債危機，還極可能導致歐元區成員國整體

融資環境惡化。

目前，歐元區解決歐債危機的思路是救助，

但救助始終是「治標不治本」。歐債危機最終的

解決需要依靠各成員國經濟的增長，僅靠削減赤

字是無法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因此，要解決歐

債危機，首先歐洲央行需要積極考慮推出量化寬

鬆政策，雖然這對全球經濟不公平，但有助於歐

債危機的解決。同時推動歐元債券，如果在歐洲

出現新的全球性國債市場，會有效保護歐洲現有

的資本，並且吸引新的資本流入歐洲，這對於面

臨分崩離析的歐元區來說，會起到支撐和凝聚作

用。推動歐元債券是解決歐債危機的決定性道

路，如果這條路能很好的走下去，不僅歐債危機

能得以解決，而且可以深化歐洲一體化進程。　

對於推動歐元債券，歐盟不同國家有的歡

迎，有的怕受傷害。希臘等財政壓力沉重的國

家視歐元債券為靈丹妙藥，表示歡迎；但德國

則擔憂一旦發行歐元債券，意味㠥德國的優質

信評債券同歐豬5國綁在一起。在9月份法國峰

會的時候，意大利等一些國家就開始強烈呼籲

要發行歐元區統一債券，在那次法國峰會上外

界對歐元區債券抱有期望，但是由於德國持強

烈反對立場，發行歐元區債券在那次峰會上根

本就沒有成為議題。現在德法兩國都稱首要任

務是修改歐盟法例，建立歐盟與歐元區的財政

紀律。德國總理默克爾明言，要待歐債危機完

結後才能討論共同債券。

歐盟《里斯本條約》第125條規定「不救助義

務」，即歐盟及其成員國沒有責任和義務為成員

國負擔公共債務。發行歐元債券，需大範圍改

動歐盟公約，因為推動歐元債券需要建立在成

員國實現相近的競爭力、實施統一財政政策的

基礎上。若不強化財政紀律，歐元債券先行一

步，為統一財政政策鋪墊難免本末倒置。因

此，推動歐元債券須首先強化財政紀律，二者

缺一不可。 (相關新聞刊A5版)

九龍醫院一名咽喉癌病人懷疑因醫護處理不

當導致死亡，院方已將該個案轉交死因裁判官

跟進。本港醫院近期醫療事故頻發，對本港醫

療體系聲譽造成負面影響，但目前醫療死亡個

案均交由死因裁判庭處理，而死因庭並不追究

事故責任。當局必須正視問題的嚴重性，設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深入調查，清楚交代責任歸屬

並給予應有的懲處，堵塞醫院醫療技術、人手

管理等方面的漏洞，有效防範醫療事故發生。

此宗事故中有護士用4條膠布封閉病人造

口，而非正常的1條，有機會導致病人呼吸不

暢順，儘管目前未能肯定病人死因與此有關，

但醫管局和九龍醫院均承認有關護理程序不恰

當，屬於嚴重醫療事故。事件備受質疑的是，

出事的病房有20多名醫護輪值，竟然無人發現

處理不當，當中是否涉及人為疏忽，未有足夠

責任心照顧病人，應該徹查；更離譜的是，病

人家屬曾對護理不當產生懷疑，並向護士提出

質疑，但護理團隊並未作出改正，病人最終不

治。這是否反映有醫護人士對病人漫不經心，

應查出真正原因，還病人家屬一個公道。

事件不同尋常，院方已將死亡個案轉交死因

裁判官跟進，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向涉案

員工取證。根據過往經驗，醫療事故交由死因

裁判庭處理，通常只是得到「死於不幸」的結

果，沒有醫護因此而受到懲罰，事件最終不了

了之。因為死因庭的權限只在於確定死者的死

因，包括死者是如何、何時和在何處死亡，一

切與確定死因無關的內容，例如法律責任與醫

療失誤等，都不會是死因庭的結論。也就是

說，死因庭的責任只是找死因，而非追究責

任。實際上，醫療事故牽涉高專業、技術性強

的領域，這也不是法庭能夠掌握、判斷的，死

因庭不對醫療事故的責任作出結論也合乎情

理。

醫療事故頻頻，對本港醫學界衝擊甚大，更

對病人安全構成威脅。目前有關醫療事故的調

查，往往由醫學界中人組成的委員會來執行，

難免予人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印象，而實際結果

也有醫醫相護的嫌疑。因此，衛福局、醫管局

應該革除弊端，設立包含社會人士參與的調查

委員會，盡快對此次事故展開客觀公正調查，

找出當中是因為人手不足、技術疏忽還是管理

有漏洞，明確指出事故責任的承擔者，才能真

正改善醫療服務，提升對病人的保障。

(相關新聞刊A23版)

強化財政紀律 推動歐元債券 追究醫療事故 不能只靠死因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劉坤領 北京

報道) 匯豐昨日公布，中國11月匯豐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為48.0，
不僅重回「榮枯分界線」50點以下，且創
下2009年3月以來新低，顯示內地製造業
可能再陷入萎縮。匯豐認為，隨㠥局部寬
鬆的政策效果逐步顯現，中國經濟可望軟
㠥陸。「穩增長」將成為明年宏觀政策的
首要任務，局部放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很可能會在未來三個月內轉向整體寬鬆。

PMI跌至32月新低
11月匯豐製造業PMI初值較10月終值

51.0下降3點，創出32個月以來新低。在
匯豐製造業PMI分項預覽指數中，11月的
「產出」、「新訂單」、「採購數量」均呈
現萎縮狀態，其中產出指數錄得46.7，較
10月的51.4急降，降幅為2009年3月以來最
大，成為拖低本月PMI數值的主要原因。
另外，產出價格指數和購進價格指數有

所下降，反映通脹進一步放緩。10月全國
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5.5%，連續

第三個月回落，環比增幅也有所放緩。
匯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分析認

為，匯豐PMI指數在連續五個月在50點左
右徘徊之後回落至48點，顯示前期信貸以
及房地產緊縮政策的滯後效應進一步顯
現。根據PMI指數和工業增加值之間的歷
史關係推算，目前的PMI水平可能與11%
至12%左右的工業增加值增速相對應。屈
宏斌認為，儘管新增出口訂單仍具彈性，
但內需開始冷卻，且外需繼續疲弱，預計
在未來幾個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很可
能回落至11%至12%左右。
屈宏斌認為，儘管11月PMI落入50點以

下，但不必恐慌，中國經濟不會立即進入
收縮區間。通脹壓力緩和也為進一步放鬆
政策創造了空間，有助於確保經濟軟㠥
陸。如果未來幾個月增長和通脹壓力同時
繼續快速回落，貨幣政策進一步放鬆的可
能性將大大增加。

政策轉向正在形成
屈宏斌表示，在內外需求均放緩的前提

下，保證經濟增速在8%以上，將成為明
年宏觀政策的首要任務，正在局部放鬆的
財政和貨幣政策，很可能會在未來3個月
內轉向整體寬鬆。CPI回落，房市下調和
出口減速等均將推動政策轉變，「政策大
拐點正在形成」。
此外，屈宏斌稱，外匯佔款下降客觀上

有收縮流動性的效果。他預測如果資金繼
續流出和外匯佔款持續減少，存準率或在
年底下調，這也可能會被視為貨幣政策由
「局部寬鬆」轉向「全面寬鬆」的信號。
匯豐11月PMI終值將在12月1日發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昨日在
中國工程院發表演講時預計，中國明年經
濟增長放緩到8%至9%；如果政策正確，
明年是趕超其他國家的大好時機；而當前
最大的風險在於遇到痛苦就放棄結構調整
和轉型，而進行貨幣政策的開閘放水。
吳曉靈指出，中國最大的風險是遇到痛

苦就放棄轉型，就是貨幣政策的開閘放
水、徵暗稅。實際上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
方式轉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只有深化改
革才能平穩過渡。她又表示，目前各方呼
籲和預期的，專對中小企業、三農及保障
房領域的定向寬鬆，不應算作貨幣政策開
閘放水，而是進行微調。
對於全球復甦，吳曉靈認為，全球經濟

進入了一個與制度改革同步的緩慢復甦時
代，目前世界各國都在面對嚴肅財經紀
律、安撫民意、維持增長的三難問題，而
G20集團意識到了危機根源並有了6個指標
的一籃子計劃，但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
吳曉靈指出，當前全球需要一個新的貨

幣錨，制約各國的財政貨幣政策，SDR有
望成為這個錨。中國處於可以與世界其他
國家共同研究、建立新貨幣體系、新規則
的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㠐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

工業經濟所昨天發佈的

《 中 國 企 業 競 爭 力 報 告

（2011）》指出，2011

年內地上市公司

的整體競爭力

穩 步 回 升 ，

得分不僅從

2010年的

由 負 轉

正，還超越2009年的得

分，在規模競爭力、效率競爭

力和增長競爭力三大指標均有

所提高，北京、上海、廣東三

地企業的競爭力排名依然名列

前茅，貴州、河南、江蘇等地

的競爭力則有所倒退。這顯示隨

㠥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

的影響逐漸減小，內地上市公司

已逐步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在

企業規模、經營效率和產業結構方

面均實現了較好的增長。

社科院中國產業與企業競爭力研
究中心企業競爭力檢測體系連

續多年對1,374家內地上市公司的規
模競爭力、效率競爭力、增長競爭
力進行跟蹤與監測，並對上市公司
的競爭力狀況進行了總體分析。截至

今年6月的監測數據顯示，過去的一
年，中國GDP經濟增長速度超過8%，遠遠

高於世界其他國家經濟增速，由於中國經濟正逐
步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加上內地各產業振興計

劃的推出，內地上市公司的競爭力整體水平有明顯回升，在
企業規模、經營效率和產業結構方面均實現了較好的增長。
並且，經過危機的洗禮，不僅規模龐大的傳統領先上市公司
保持競爭力，大批效率高、增長能力強的中等規模企業也
敏銳地把握了危機帶來的機遇，迅速提升自身競爭力水
平，在市場中脫穎而出。

桂瓊企業排名躍進
課題組在此基礎上還對中國區域競爭力狀況和行

業競爭力狀況進行總結和評述。結果發現，北京、上海、廣東等發達省市的
上市公司保持了較高的競爭力水平，廣西、海南、河北、黑龍江、湖北、遼
寧、天津等省市區上市公司的競爭力有明顯提高，貴州、河南、江蘇、江
西、寧夏、山東、山西、重慶等省市區的競爭力水平則有所降低。
從規模競爭力平均得分來看，各地排名前三名依次為北京、貴州、江西，

第一名北京的規模競爭力比排名第2位的貴州平均得分高出61.14%。專家分
析，京企規模競爭力優勢，可能來源於大型國企、央企較多。

閩粵企業效率最佳
從效率競爭力得分看，福建、廣東、浙江的排名靠前，福建的效率競爭力

平均得分排名第1位，華映科技集團、冠城大通、陽光城集團的效率競爭力
都在上市公司百強之內，為福建提升了區域競爭力。廣東的效率競爭力平均
得分與福建接近，排名第2位，中國長城計算機深圳、中山公用事業集團、
廣東美的電器和在香港上市的海信科龍電器的效率競爭力都在上市公司百強
之內，對廣東競爭力整體水平的提高有很強的帶動作用。
此外，行業競爭力水平依然參差不齊，機械設備業、石化塑膠塑料業、交

通運輸倉儲業、電煤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傳統優勢行業保持較強競爭力，百
強公司也主要集中在這幾個行業；而建築業、房地產業、電子業、金融保險
業、醫藥生物製品業、造紙印刷業和木材傢具業等行業則競爭力較弱。

內地上市公司競爭力回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㠐 北京報道）中國
社科院昨天發布《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
（2011）》，將內地1,374家上市公司分為五大集
團。第一、第二和第三集團是上市公司中的
百強企業，在規模競爭力、效率競爭力和增
長競爭力三大指標方面均有不俗表現，是上
市公司中的佼佼者。第四和第五集團的基礎
競爭力排名落後，在規模、效率和增長三大
指標都需要作改進，從而提升競爭力。
第一集團排名是華銳風電科技集團、徐工

集團工程機械、中國長城計算機深圳3家上市

公司。第二集團共8家上市公司，依次是山煤
國際能源集團、梅花生物科技集團、東方航
空、中國石油化工、三一重工、中國國際航
空、華映科技集團、三普藥業。東航、中石
化和國航是香港上市公司。
第三集團從第12名上海汽車集團到第100名

上海國際港務集團的89家上市公司。該類別
上市公司的規模、效率和增長三大指標的起
伏波動較大。第四集團從第101名冀中能源到
第848名山東浪潮齊魯軟件產業，共748家上
市公司，總體競爭力比較落後。

京滬粵名列前茅 顯示金融危機影響漸減

1374上市公司 競爭力分五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㠐 北

京報道）社科院報告認為內地上

市企業已步出金融危機陰影，競爭

力回升，而同日發布的匯豐PMI指

數顯示中國製造業收縮，市場信心受挫。分

析人士表示，兩者之所以有差異，是因為匯

豐公佈的11月製造業PMI初值，樣本偏重中小

企業，在當前中國外需疲軟、內需無好轉之

下，在宏觀面上表現不景氣；而社科院的調

查集中於微觀的企業層面，且樣本多是規

模、實力相對雄厚、抗風險能力較強的上市

公司，在上半年國內國外經濟形勢相對更好

的情況下，評估結果更為樂觀。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所顏培博士對香港文

匯報記者指出，當前世界經濟環境還充滿不

確定性，國際金融危機效應還在繼續發酵，

不僅抗風險能力相對弱的中小企業環境險

惡，上市公司亦面臨㠥原材料成本攀高、勞

動力短缺、人民幣升值等多重挑戰，因此仍

需審時度勢，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

要，積極推進企業戰略轉型。

他認為，與低成本快速工業化戰略相適

應，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主要來源於低成

本優勢，如低廉的勞動力、較低的環境和能

源成本等。但這種競爭是不可持續的，企業

為了可持續發展，必須通過自主創新，提高

自己的技術水準，培養自己的核心能力，為

顧客提供高附加值、差異化的產品和服務。

擴張宜漸進 忌不切實際
此外，他又說，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

景相適應，近年來一些企業家心態浮躁，不

安於採取逐步積累滾動、漸進式的發展戰

略，寄望企業能夠超常規、跨越式發展。但

是，這種跨越式發展的企業，由於企業內部

經營管理能力難以與其跨越式發展的規模相

匹配，因而抵抗風險能力很差，一旦遇到環

境的風吹草動，企業就可能走向衰敗。因

此，在世界經濟動盪的大背景下，中國企業

要想持久發展，一定要立足自身，練好內

功，為未來實現企業穩定持久的發展打下堅

實的基礎。

危機效應發酵企業需練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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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48.0(初值)

(高於50為擴張，低於50為萎縮) 點

製造業收縮 內地明春料貨幣寬鬆

吳曉靈料內地明年經濟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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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競爭力報

告》。 王㠐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