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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

道) 受春節假期因素和歐美需求持續疲

軟影響，中國1月進出口同比意外雙

降，呈現負增長，且均創兩年以上新

低，其中出口下降0.5%，為2009年11

月以來首次下跌，進口亦出乎意料下降

15.3%。同時，進口大幅下跌推動貿易

順差創6個月新高，達到272.8億美元，

遠高於市場預期的104億美元。業內人

士指出，中國進出口意外負增長令外

貿前景蒙陰，而龐大的順差或令中

國再次承受人民幣升值

壓力及引發貿易戰。

中國海關總署昨日發佈數據顯示，今年1月份，中國對外貿易進
出口總值2,72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8%。其中，出口

1,499.4億美元，下降0.5%，為2009年11月以來首次下跌，進口
1,226.6億美元，亦出乎意料下降15.3%，此前，市場預估上升
0.5%。而由於進口大幅下跌導致貿易順差創6個月新高，達到
272.8億美元，遠高於市場預期的104億美元。

大宗商品進口 出現量價齊跌
數據並顯示，1月份，中國一般貿易進出口1,515.3億美元，

下降5.4%，小於同期全國進出口總體降幅2.4個百分點。同
期，加工貿易進出口927.6億美元，下降9.8%。

具體來看，在出口商品中，1月份，機電類商品同
比微增，部分傳統商品出口下滑。傳統大宗商品出
口平穩，其中服裝出口138.4億美元，增長3.5%；但
紡織品出口76.8億美元，下降6.8%；鞋類出口40.6億
美元，下降1.3%。

從進口商品結構來看，大宗商品進口增長開始出
現量價齊跌的狀況，1月份，中國進口初級產品487.9
億美元，下降0.4%。其中進口鐵礦砂5,932萬噸，減
少13.9%，進口均價為每噸136.5美元，下跌10.9%；
進口大豆461萬噸，減少10.2%，進口均價為每噸
525.8美元，下跌5.8%。

中央多管齊下 保持外貿增長
對於中國進出口雙雙呈現負增長，業內人士分析

指出，這或令中國外貿前景蒙陰。不過，商務部部
長陳德銘9日曾表示，2011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外貿
增長勢頭有所放緩，尤其是小微企業經營壓力加
大，再加上春節等因素，出口或將呈現負增長。但
溫家寶總理已多次表示，政府將採取多種方式幫助
企業解決問題，保持對外貿易的穩定增長和中國進
出口政策總體穩定。

陳德銘亦強調，要保持出口退稅政策基本穩定，
加快出口退稅進度，相關政策如果要做適度微調
整，也是鼓勵性的多於限制性的。而在採取措施穩
定出口的同時，中國政府也將繼續積極擴大進口，
進一步促進貿易平衡。

具體措施包括加大力度清理進口環節的不合理限
制，提高進口便利化水平，制定促進和扶持進口的
相關金融政策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海關總
署昨日發佈數據顯示，廣東、江蘇、山東等出
口大省1月外貿增速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
其中，廣東外貿進出口總值下降更達16.7%。
期內，出口跌9.2%至390.5億美元。

據海關統計，1月份，廣東省外貿進出口總值
618.1億美元，下降16.7%。同期，江蘇省、上海
市和北京市進出口值分別為380.5億美元、317.6
億美元和317.5億美元，分別下降12.8%、9.7%和
1.7%。此外，浙江省和山東省進出口值分別為
264.4億美元和184.1億美元，分別下降2.6%和
9%；福建省進出口121.6億美元，增長6.1%。

中西部地區出口急增
從出口方面來看，1月份，廣東省出口

390.5億美元，下降9.2%。同期，江蘇省、山
東省和北京市分別出口234.9億美元、103.1億
美元和42.6億美元，分別下降3.9%、3.2%和

2.4%。此外，浙江省、上海市和福建省分別
出口200.3億美元、166.5億美元和78.7億美
元，分別增長4.1%、1.3%和3.7%。而中西部
地區出口則呈現快速增長，其中重慶、河
南、貴州和江西等省市的出口增速分別為1.1
倍、1.1倍、19.6%和23.5% 。

人幣兌美元 跨入6.2時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卓建安) 雖然之前人民

幣兌美元市場價格曾多次升破6.30水平，但
昨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佈的人民幣兌美元
中間價則首次突破6.30，報6.2937，創2005年
匯改以來新高，標誌㠥中間價正式進入6.20
時代。昨日，人民幣兌美元市場價格最高曾
報6.2888，亦創出新高。

前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3009，已逼
近6.30關口，昨日報6.2937，終於突破6.30水
平，並較前日中間價上升72點子。昨日在人
民幣兌美元現貨市場，在中間價突破6.30水

平的引領下，最高曾升至6.2888，亦創出新
高，而之前的高位則為今年1月4日所創的
6.2922。其實在人民幣現貨市場，人民幣兌
美元於去年12月30日已突破6.30水平，當時
最高曾報6.2940。

習近平訪美在即 人幣創匯改新高
不過，昨日人民幣兌美元在現貨市場創出

新高後，人民幣沽壓開始增加，中國外匯交
易中心人民幣詢價系統人民幣兌美元收市則
出現倒跌，報6.2986，較前日收市價微跌34
點子。有分析指出，昨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
價和市場價雙雙創出新高，與近期美元匯率
較弱以及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將於下周一訪美
有關，中國希望營造友好的氣氛。

市場人士認為，從近期走勢來看，人民幣
兌美元在升破6.30後機構追漲都較為謹慎，
而且今年中國的外匯收支情況面臨較大的不
確定性，目前暫時缺乏實質性的利多因素推
動人民幣持續升值，短期內圍繞6.30附近或
仍有震盪。匯商交易員表示，人民幣兌美元
在破了6.30後，在6.29附近經常會有一些購匯
盤回補，短期人民幣升值的動力不足。

有專家指出，人民幣升破6.30關口說明人
民幣對美元匯率目前仍處於上升通道之中，
不過，這也表明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趨勢
將更為明顯。經濟學家余永定認為，短期來
看人民幣還將繼續升值，這是由中國強勁的
經濟基本面決定的。只要中國存在貿易順差
和外資流入，人民幣就會承受升值壓力。

不過，余永定也指出，短期內國際資本流
動的不確定性將加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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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 中國
海關總署昨日發佈外貿數據顯示，在中國與傳
統貿易夥伴雙邊貿易均出現下滑的同時，中國
與俄羅斯和巴西等新興市場雙邊貿易逆勢增
長，其中與俄羅斯雙邊貿易總值為71.6億美
元，增長26.8%；與巴西雙邊貿易總值為63.4
億美元，增長5.7%。

歐美日貿易額下降
1月份，中歐雙邊貿易總值426.8億美元，下

降7.1%。同期，中美雙邊貿易總值為354.6億
美元，下降3.9%。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亦
下降10.6%，為258.9億美元。此外，中日雙邊
貿易總值為227.3億美元，下降18.4%。

分析人士指出，受歐洲經濟需求疲軟影響，
中國出口下滑，未來中國在貿易上還應加強力
度，積極尋求新的貿易夥伴。

與新興市場貿易
上月逆勢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新社報道，中國央
行昨日公佈的數據顯
示，今年1月份，中
國貨幣供應量未見寬
鬆跡象，廣義貨幣
(M2)餘額85.58萬億元
人民幣，同比增長
12.4%，比上年末低
1.2個百分點。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數字是，1月
份流通中貨幣餘額為5.98萬億元，
同比增長幅度僅為3.0%，相比此
前13%以上的增長幅度有大幅回
落。

數據還顯示，1月份當月，人民

幣貸款增加7,381億元，同比少增
2,882億元。1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
55.53萬億元，同比增幅比上年末
低0.8個百分點。同時，人民幣存
款也減少8,000億元，同比多減
7,800億元。

粵上月出口 按年跌逾9% 貨幣供應量未見寬鬆
上月貸款少增2882億

■內地1月貨幣供應量未見寬鬆跡象。
■廣東、山東等出口大省，上月出口均下滑。

圖為山東某廠車間。

今年首月，中國進出口雙雙負增長。對此，

專家表示，中國1月外貿表現欠佳，主要是受

春節和歐洲市場需求疲軟影響。而貿易順差增

幅超預期，或令人民幣再次面臨較大的升值壓

力，進而可能引發貿易戰。而未來中長期時間

內，全球需求仍將相對不足，中國出口依然面

臨較大壓力，也意味㠥宏觀經濟的整體風險或

加大。

交行金研中心研究員陸志明向香港文匯報分析指

出，1月份中國進口同比增速超預期下滑，主要原因是

受春節假期影響，國內停工時間較長，生產性進口需

求下降較多；同時，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相應的進口

需求也在持續萎縮，同期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趨於穩

定，總體進口規模趨於下行。而出口增速亦快速下

行，除受春節因素影響外，歐美市場需求疲軟亦是重

要原因。

對於1月份中國貿易順差遠超預期，中國國家信息中

心高級經濟師祁京梅表示，從單月數據看，1月逾200

億美元的順差比較大，中國要實現減順差的目標可能

沒有預期得快，而龐大的順差或令中國再次面臨人民

幣升值壓力，進而可能引發貿易戰。

人幣升值壓力增 或引發貿易戰
陸志明並表示，受季節性因素的衝擊逐步消失，外

圍經濟環境復甦勢頭良好，大宗商品價格或止跌企穩

等影響，2月份中國進出口或將雙雙回升，同時，貿易

順差亦將有所回落，預計全年貿易順差將在1,200億美

元左右。

但陸志明亦指出，短期貿易增速的大落大起並不意

味㠥中國未來的外貿形勢趨於樂觀。事實上，由於今

年國內外經濟增速趨向下滑，發達國家問題不斷，新

興市場增速下滑，中國外貿環境仍不容樂觀。

中信建投策略分析師鄭聯盛亦表示，在全球去槓桿

持續的過程中，總需求相對不足仍然是一個中期趨

勢，未來一段時間的出口仍面臨較為明顯的壓力。而

出口的趨勢性下跌，對於中國改善儲蓄—投資缺口的

壓力進一步加大，經濟結構轉型的壓力加大，同時也

意味㠥宏觀經濟的整體風險可能在累積。

不過，著名經濟學家樊綱表示，中國的出口形勢並

不會太差，預計今年仍將有10%的增長。

記者 劉曉靜

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未來外貿難樂觀 經濟風險或加大

■紡織品出口76.8億

美元，下降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