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需不振拖累中國經濟下滑，
4月進口增速接近零，工業增幅

驟減至個位數，為2009年5月來最低，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亦創2006年11月以來新低，
「穩增長」的緊迫性提高。

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運
行總體平穩，經濟增速保持在年初預期目標區
間內，但國內外環境更加錯綜複雜，出現一些
新的變化。世界經濟復甦的曲折性、艱巨性進
一步凸顯。國內經濟運行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
矛盾和問題，特別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引導民資進入多領域
會議強調，要認真貫徹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

調，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
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三者的關係，把穩增長
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並提高政策的針對性、
靈活性和前瞻性。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指

出，此次會議強調近期經濟工作要「穩增長」，
預計未來穩增長的政策會加力，而近期出台的
一系列舉措都已體現出「穩增長」意圖。

國務院常務會議
提出10項

穩增

長
的措施
( 見 表 ) 。
「要繼續落實好結
構性減稅政策，減輕
企業稅負；要堅持穩健貨
幣政策的基本取向，保持合理
的社會融資規模，進一步優化信貸
結構，更加注重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
會議稱。
為促進消費，中國近日出台促進節能家電等

產品消費的政策補貼措施，中央財政安排363億
元，用於推廣節能家電、高效照明、節能汽車
和高效電機四大類產品，預計將拉動消費需求
約4,500億元人民幣。

穩定房地產調控政策
在穩定投資上，會議表示，推進「十二五」

規劃重大項目按期實施，啟動一批事關全局、
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已確定的鐵路、節能環
保、農村和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教育衛生、信
息化等領域的項目，要加快前期工作進度。鼓
勵民間投資參與鐵路、市政、能源、電信、教
育、醫療等領域建設。

對於備受關注的房地產市場，儘管近期房
地產投資、新開工面積、樓價及成交量均
出現下行，但會議重申，穩定和嚴格實施
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
會議亦強調，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

式，積極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深化重點領
域改革，特別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淘汰
落後過剩產能，引導企業加強管理和科技
創新，苦練內功，深挖潛力，不斷增強發展

後勁和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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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提振經濟十舉措
1、結構性減稅政策，減輕企業稅負。

2、堅持穩健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保持合

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更加注重滿足實體

經濟的需求。

3、 力擴大內需，完善促進消費的政策措

施。

4、抓緊落實擴大節能產品惠民工程實施範

圍，支持自給式太陽能等新能源產品進

入公共設施和家庭，加大對保障性住房

和農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

5、推進「十二五」規劃重大項目按期實

施，啟動一批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重

大項目，已確定項目加快前期工作進

度。

6、認真梳理在建續建項目，切實解決存在

問題。

7、鼓勵民間投資參與鐵路、市政、能源、

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建設。

8、大力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創業興業。

9、穩定和完善出口政策，支持企業積極開

拓市場，促進外貿穩定增長。

10  落實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保障主要農產

品有效供給。穩定和嚴格實施房地產市

場調控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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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需求。

3、 力擴大內需，完善促進消費的政策措

施。

4、抓緊落實擴大節能產品惠民工程實施範

圍，支持自給式太陽能等新能源產品進

入公共設施和家庭，加大對保障性住房

和農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

5、推進「十二五」規劃重大項目按期實

施，啟動一批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重

大項目，已確定項目加快前期工作進

度。

6、認真梳理在建續建項目，切實解決存在

問題。

7、鼓勵民間投資參與鐵路、市政、能源、

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建設。

8、大力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創業興業。

9、穩定和完善出口政策，支持企業積極開

拓市場，促進外貿穩定增長。

10  落實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保障主要農產

品有效供給。穩定和嚴格實施房地產市

場調控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 繼多
家大行下調內地全年經濟增長預測(見表)

後，世界銀行昨日發佈《東亞經濟半年
報》，將今年中國經濟GDP的增長預期從
8.4%下調至8.2%，加大了對中國經濟放緩
的擔憂。世銀表示，美國和歐洲的需求低
迷、中國地產市場走軟，均對中國經濟發
展構成下行風險。不過不建議中國走依賴
基礎設施建設和信貸刺激拉動經濟的老
路，未來的經濟政策應更側重減少稅收與
增加社會保障支出。
世界銀行指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將

導致新興東亞地區今年的經濟增長跌至兩
年低點。並警告歐債危機一旦惡化，將對
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造成更大的打
擊。

樓控外需疲堪憂
報告指出，東亞地區今年的經濟增長率

有所放緩，預計增長7.6%，主要原因是外
部環境持續萎靡。其中，中國經濟發展放
慢很大程度上拉低了地區的總量。如不包
括中國在內，東亞地區的年增長率預計會
上升一個百分點，達到5.2%。另據該行4月
份的《中國經濟季報》顯示，世銀預測中
國今年的GDP增長率為8.2%，2013年為
8.6%。
世銀表示，美國和歐洲的需求低迷，中

國地產市場走軟，都將對近期中國經濟造
成壓力。在GDP增速進一步放緩背景下，
中國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能性加大。然
而，中國政府及央行若能及時採取相應措
施，中國經濟可望在明年復甦。

倡減稅擴大內需
世銀強調，中國新一輪的經濟增長不應

再以基礎建設拉動為導向。中國政府現今
財政情況良好，銀行出現信貸危機的可能
性極小，亦不需要地方政府投入過多資
金。中國應採用較寬鬆的財政政策提振消
費，而非通過國家投資帶動經濟活動。世
銀建議，新一輪的財政政策應包括減稅、
提高社會保障支出等擴大民間消費力的政
策。
此外，世界銀行東亞及太平洋地區首席

經濟學家伯特．霍夫曼表示，中國地方政
府債務完全可控。他分析，中國總體債務
水平適中，由於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相
當低，利潤率較高，因此即便有部分政府
違約，銀行業也有大量資本緩衝，出現信
貸危機的可能性極低。此外，多數地方政
府的經濟實力強大，出現債務危機的城市
仍屬少數。

世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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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昨日主

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分析經

濟形勢，部署近期工作。會議表

示，儘管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保持

在年初預期目標區間內，但經濟

下行壓力加大，要根據形勢變化

加大預調微調力度，繼續減輕企

業稅負，啟動一批重大項目投

資，鼓勵民間投資參與鐵路、能

源、電信等領域建設，亦要嚴格

實施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經濟

學家則建議，政府應對外釋放適

度寬鬆政策信號，加快下調存款

準備金率和降息。

各大行下調
中國今年ＧＤＰ增速預測
名稱 此前預測 最新調整後　　

■世銀 8.4％ 8.2％

■大摩 9.0％ 8.5%

■美林 8.6％ 8.0％

■瑞穗 8.6％ 8.3％

■瑞銀 8.5％ 8.2％

■高盛 8.6％ 8.1％

資料來源：綜合記者及內地媒體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浪網報道，昨日中國財政部副部
長朱光耀在科博會金融論壇上表示，新興市場國家經濟
增長及金融穩定都面臨挑戰。他指出，近一段時間主要
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了明顯的資本外流、匯率下跌態
勢，新興市場國家如何保持增長成為緊迫的問題。

全球經濟復甦臨五挑戰
朱光耀在演講中列舉了目前世界經濟主要面臨五大挑

戰，分別是歐債發酵、地緣政治致石油價格上漲、美債
危機瀕臨懸崖、新興市場增長和金融穩定以及貿易保護
主義抬頭。他特別提到，由於歐洲主權債務的影響，世
界經濟走勢下滑，近一段時期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
了資本外流，匯率下跌的明顯態勢。22日印度盧比兌美
元的匯率達到了歷史的新低，這提醒人們警惕在這種全
球經濟增長放緩，國際金融市場不穩定因素增加的特殊
情況下，新興市場國家如何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各國
金融市場的穩定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緊迫問題。

朱光耀籲警惕資本外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21日至22
日在江蘇考察時強調，要把握好穩中求進的總基調，立
足當前， 眼長遠，積極擴大內需，穩定經濟增長，加
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轉型升級，增強內生增長動
力，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圖為李克強在江蘇蘇凈集
團與科研人員交流。 新華社

李克強江蘇考察　
強調促經濟轉型

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中國近年GDP走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經濟

學家普遍認為，在通脹壓力減弱、經濟下行風

險上升的背景下，政府有必要通過下調準備金

率、降息等措施，保持社會流動性總量微鬆，

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刺激實體經

濟有效的貸款需求，同時亦釋放適度寬鬆政策

信號，打消市場主體的緊縮預期。

對於當前中國經濟下行的嚴重性，各方專家

觀點仍有分歧。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

良向本報指出，當前經濟減速主要是房地產調控和外

需減弱等因素造成的，是產業轉型升級期必須面對的

陣痛，而當前就業狀況較好，因而沒必要過於擔心經

濟增速適度放緩。不過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

院長陳東琪則認為，受國內外市場需求萎縮的影響，

中國在下半年出現通貨緊縮風險的概率較大。

內外需求萎縮 加劇滑坡風險
陳東琪分析，反映物價上漲的兩個提前變量PPI(生

產者物價指數)與PPR(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已呈現連續

負增長的態勢，PPI在3月、4月的增長率分別為-0.3%

和-0.7%；同時，生產的向下調整伴隨 進口增長率的

下降，4月份進口增長率僅為0.3%，這表明在短期內國

內產出大於需求，存在通貨緊縮的風險。另外，歐洲、

美國、中國市場的需求萎縮加劇了中國經濟滑坡的風

險。

儘管各界對於中國經濟下行的趨勢性尚未形成一致

預期，但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政府有必要在穩定投資

的基礎上，採取減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下調貸款

利率等適度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

祝寶良認為，當前PPI持續走低相應抬升貸款實際利

率，使得實體經濟有效貸款需求趨弱。因此建議降息，

可考慮下調貸款基準利率或適當放寬貸款利率下浮的幅

度限制，並 力清理和規範銀行貸款各種收費，大力緩

解企業過高的融資成本。同時，目前CPI回落的基礎並

不穩固，為穩定居民通脹預期，保持現有存款基準利率

水平。此外，根據外匯佔款增長變化，適時下調存款準

備金率，保證適度的社會流動性總量，同時釋放適度寬

鬆政策信號，打消市場主體的緊縮預期。

採取適度寬鬆 抵禦通縮風險

稅 民資

減輕企業稅負

放活民間資本

引民資入鐵路

引民資入教育

國務院提振經濟十舉措
1、結構性減稅政策，減輕企業稅負。

2、堅持穩健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保持合

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更加注重滿足實體

經濟的需求。

3、 力擴大內需，完善促進消費的政策措

施。

4、抓緊落實擴大節能產品惠民工程實施範

圍，支持自給式太陽能等新能源產品進

入公共設施和家庭，加大對保障性住房

和農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

5、推進「十二五」規劃重大項目按期實

施，啟動一批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重

大項目，已確定項目加快前期工作進

度。

6、認真梳理在建續建項目，切實解決存在

問題。

7、鼓勵民間投資參與鐵路、市政、能源、

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建設。

8、大力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創業興業。

9、穩定和完善出口政策，支持企業積極開

拓市場，促進外貿穩定增長。

10  落實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保障主要農產

品有效供給。穩定和嚴格實施房地產市

場調控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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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GDP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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