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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東鐵線列車前晚深夜在強颱風下行

駛，在近大埔墟站時因塌樹導致電力故障

而緊急停駛，因其他陸路交通幾近停頓，

逾200名乘客被迫滯留，須在車廂和大堂留

宿。事實上，大批乘客在風暴之下滯留車

站，港鐵卻拒絕加開特別班次或提供接駁

巴士疏導乘容，不但反映港鐵缺乏風暴下

的應急機制，安排處理混亂，而且顯示港

鐵未有急乘客所急，難免受到社會批評。

港鐵必須汲取教訓，及早制定一套風暴下

的應急機制，而運輸署也應扮演協調角

色，調配交通工具疏導受影響乘客，防止

類似事件重演。

停駛事故發生後，港鐵已知大批乘容在風

暴之下有家歸不得，理應施以援手。然而，

港鐵卻拒絕提供接駁巴士，大部分中途下車

的乘客只能通宵滯留。有滯留乘客表示，當

列車抵大圍站後，港鐵職員只表示因天氣惡

劣需停駛，既沒有解釋原因，也沒有安排乘

客離去。而且，港鐵整個善後安排混亂，在

9號風球懸掛後，港鐵列車服務只維持至架

空路段前，荃灣線乘客被迫在荔景站中途下

車，風雨下狼狽不堪。港鐵事後強調修復東

鐵線電纜後，已超過收車時間，不能再發車

接載滯留乘客，反映港鐵處事僵化，未有特

事特辦。同時，港鐵因電纜被大樹壓毀致全

線停駛，更暴露出東鐵線的電纜安全設計問

題，令人憂慮事故可能重演。

港鐵作為本港最重要的交通運輸機構，在

管理上理應有更高要求。然而，港鐵的應變

管理過去卻屢屢為人所詬病。今年5月，港

鐵西鐵線一班列車因機件故障，來往荃灣西

至南昌的路段癱瘓近2小時，有乘客滯留車

廂，車站亦無接駁巴士，約1千名乘客受影

響。言猶在耳，港鐵今次再被批評疏導工作

不周，坐視乘客滯留車站，反映港鐵未有總

結經驗完善應急機制。立法會過去已就港鐵

在緊急事故中提供接駁巴士的安排，討論多

時，但港鐵經歷過多次事故，仍未有提供接

駁服務協助乘客，實在難辭其咎。今次事故

並非個別事件，港鐵須盡快完善應變機制和

接駁服務，並檢視電纜設計，定期檢查以策

安全。運輸署也需擔負協調責任，監督港鐵

在惡劣天氣下做好應變安排，必要時提供臨

時接駁服務，協助疏導乘客。

(相關新聞刊A2、3版)

匯豐銀行昨日公佈7月份匯豐中國製造業採購

經理人指數（PMI）數據，錄得初值為49.5，創5

個月以來最高。在中央持續實施寬鬆政策的作用

下，內地經濟逐步扭轉下滑的趨勢，出現見底回

升的跡象。不過，受歐美債務危機惡化、經濟萎

靡不振的影響，內地經濟仍存暗湧，穩增長困難

不容小覷，必須進一步加大寬鬆的力度，同時確

保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改善企業的生存

環境，才能推進經濟的平穩增長。

近半年以來，內地經濟一直處於下滑之中。

為了提振經濟，中央不斷動用貨幣工具向經濟

注入「強心針」，自去年12月以來，已三次降低

存款準備金率、兩次降息來釋放流動性。如今

PMI數據顯著上升，更創下近半年的新高水平，

反映前期的寬鬆政策開始產生效果。而且，伴

隨內地的通脹持續回落，下半年的CPI有可能下

降至2%以下，中央有更大的實施寬鬆政策空

間，可望採取更多刺激措施助推經濟復甦。

但此次公佈的7月份PMI整體數據仍低於50的

好淡分界線；與此同時，7月份PMI指數中的就

業分項指數有所惡化。情況表明，總需求仍然

乏力，令就業壓力增大。即便有部分製造業行

業確實較年初有所好轉，但在當前市場需求不

足、產能過剩的背景下，有很多行業的生產情

況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善，就業壓力增

大，這要求政策加大寬鬆力度以支持經濟增長

和改善就業。

目前，歐債危機不斷惡化，美國經濟復甦緩

慢。在外需市場不振的形勢下，內地要減輕實

體經濟下滑的壓力，達到「穩增長」的目標，

寬鬆政策需進一步加大調整力度。而今後一段

時間，為「穩增長」而推出的寬鬆政策，其重

點應落在扶持中小企上面。現時中小企因融資

困難、市場萎縮，經營舉步維艱，構成拖累整

體經濟下滑的壓力。因此，協助企業渡過難關

生存下來，才有能力再投資提供就業，有就業

才有收入、有需求，才能刺激消費，才能從根

本上促使經濟回暖。

內地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不足，企業經營困

難，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結構調整緩慢，體

制機制不順。為穩增長加大寬鬆力度固然必

要，但更要把握好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關係，借

此次機會下決心進行經濟結構改革，開放更多

經濟壟斷領域讓民間資本進入，提升行業的競

爭力，增強整體經濟的抗逆力。

(相關新聞刊A4版)

港鐵應加強風暴期間應急管理 內地經濟見底回升仍存暗湧

調查：港中小企看淡經濟前景

經濟疲弱 港上月出口轉跌4.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聯同渣打香港，
首次公布中小企營商指數，以50作
為榮枯分界線，中小企展望第三季
的綜合指數僅為42.9，反映中小企
看淡本季經濟狀況，幸業界對中長
期繼續增聘人手及增加投資的態度
仍屬正面。

該指數於今年5月至6月共向逾
800間本港中小企進行訪問，調查
其對第三季(7月至9月份)營商環境的
展望，結果錄得42.9較為負面的結
果。在五個分類指數方面，中小企
對營業狀況、盈利表現及環球經濟
的展望指數均低於50。而行業分
類，以零售業對前景看法較為負
面，僅錄得37.4，而進出口業及製
造業亦分別只有45.6及41.5。

原材料價格料將續升
渣打香港高級經濟師劉健 表

示，指數近40屬合理水平，因近期
經濟數據顯示經濟放緩，歐美經濟
問題亦難於短時間內解決，令中小
企訂單短絀；而工資及租金等成本
上升，亦為中小企構成經營壓力。
其中，逾七成半受訪中小企，認為
原材料價格將會持續上升；近15%
預期員工開支會約第三季增加。

產力局副總裁(企業創新)林廣成
補充指，本港經濟易受外圍波影
響，在傳統歐美市場萎縮下，理解

進出口業及製造業普遍看淡第三
季。另一方面，內地遊客在港消費
急速放緩，亦令本地零售商感到壓
力。

中長期仍增投資聘人手
儘管憂慮經濟前景，但調查發現

中小企的投資意慾未有萎縮，在增
加投資及招聘人手的分類指數高於
50，反映中小企中長期投資意慾仍
在。劉健 指出，雖然歐洲仍為環
球經濟最大不明朗因素，且料美
國最快於年底才會推出第三輪量
化寬鬆政策(QE3)刺激經濟，但亦
看好下半年內地及香港的經濟表
現將會改善。他解釋，此主要受
惠於內地寬鬆政策刺激經濟，預期
內地將再減息令資金更充裕，以及
加快基建投資，料相信內地下半年
經濟增長可回升至8%，本港今年經
濟增長亦可達2.3%，至明年恢復至
5%。

企業有意增加投資自然需要資
金，對於下半年的融資成本，劉健

認為目前全球銀根寬鬆，加上經
濟前景不明令借貸需求偏弱，將令
本港貸款利率可維持偏低的水平。
林廣成亦補充，最近收到不少中小
企查詢該局一個專項基金計劃，該
基金可為每家企業提供最多50萬元
資助金額，用以發展品牌、轉型及
拓展內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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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7月份匯豐PMI數據顯示內地製造業生產情

況回暖，不過經濟學家認為回暖的幅度依然有

限，未來需繼續加大政策的寬鬆力度以穩增長、

保就業。當前，通脹壓力快速回落給了政策層充

裕空間以實施政策寬鬆。預計隨 政策寬鬆顯

效，中國經濟的增長將很快出現反彈。

匯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從年初

起，中央開始推行系列的微調政策寬鬆經濟環

境，至今效果逐步顯現。但就大環境而言，實體

經濟仍然處於下行的通道，上半年GDP增速為7.6%、包括

是次的匯豐PMI數據仍然在50以下，都顯示中國經濟尚未

走出下行陰影。

他提醒，如果政策調整的力度不繼續加大，中國實體經

濟下行的壓力將不會減小。為達到「穩增長」的政策目

標，必然要求政策適度加大調整力度，在貨幣政策、財政

政策、對民營資本鬆綁三方面進行配合。如果政策調整的

力度和相互間的措施搭配得較好，寬鬆的政策將繼續推進

中國經濟平穩增長。

通脹放緩 利降存備金率
財經評論員林耘表示，雖然匯豐PMI數據有所反彈，然

而反彈幅度較弱。由於倫敦奧運會召開在即，今年7月的

出口情況向好，這是暫時的利好拉動，不可持續。從就業

面角度分析，形勢依然比較嚴峻，今年前幾個月的製造業

不景氣逐漸傳導至就業方面。如果不出台政策力保就業，

料下一步就業情況將繼續惡化。

屈宏斌建議，決策層下一步仍需繼續出台寬鬆政策以穩

增長、保就業。當前，通脹快速回落為進一步的寬鬆政策

提供了充裕政策空間。預計7月CPI可能跌至2%以下，至年

末都不大可能明顯反彈，這也為央行繼續降準創造了條

件。如果加上財政政策方面的支持、以及對民間投資准入

的放寬，中國經濟將在未來幾個月繼續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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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PMI上升顯經濟回暖
就業市場續受壓 寬鬆政策需加力

受季節因素影響，在過去五年，7月份PMI
數據均為環比下滑，至8月則會止跌企

穩。今年7月份的PMI提前上揚，緩解了市場關
於「中國經濟硬 陸」的擔憂。有觀點認為，
隨 下一季度國家出台更多利好政策及美國歐
洲經濟情形的轉好，中國經濟有望在第三季度
出現回暖。

新訂單指數漸回暖
匯豐上月PMI僅為48.2，本月初值則顯著上升

至49.5，創下過去5個月來的最高。在PMI細分項
目中，對拉升指數最為明顯的是產出，該方面
指數升至51.2，不僅是9個月以來最高，也是四
個月來首次回升到50的榮枯分水嶺上方。

同時，在過去幾個月幾乎全面萎縮的各項指
數也顯示出回暖的跡象，新訂單指數有所回
暖，萎縮開始減速，但回暖幅度仍微弱；新出
口訂單指數7月報48.2，較6月的45.7有所反彈。
產成品庫存指數回落至49.5，而該指數之前兩個
月都在50以上，顯示大規模的「去庫存」活動已
經過去。

未來經濟走向待觀察
7月就業指數則有所惡化，從6月的48.8下滑至

7月的47.4，連續五個月低於50，為2009年3月以
來的低點。價格指數連續三個月保持在收縮區

間，其中投入品價格及產出品價格指數較6月均
出現小幅回升。

屈宏斌稱，作為反映製造業活動最早的指
標，7月匯豐PMI的反彈顯示寬鬆政策的前期政
策效果開始顯現，使得產出指數九個月來首次
回到50以上。採購量回升以及採購價格下滑幅度
減小，顯示儘管企業去存貨過
程尚未結束但大規模去庫存的
活動已經過去，製造業發展開
始企穩。

不過他認為，儘管出現回暖
表現，這並不意味製造業經營
活動放緩的勢頭得到明確逆
轉，未來經濟走向仍待觀察。
銀河期貨研報亦認為即便該數
據有所好轉，但能否持續仍需
更多佐證。

該研報指出，由於匯豐PMI數
據主要集中了7月11-20日的調

查，該段時間的市場處於對房價回升、貨幣政
策將繼續放鬆的樂觀判斷之中。

另一方面，即便有部分製造行業確實較年初
有所好轉，但在當前市場需求不足、產能過剩
的大背景下，有很多行業的生產情況很難在短
期內得到根本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

中國決策層一系列的寬鬆政策開始見

效。匯豐銀行昨日公布7月份匯豐中國製

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數據，錄

得初值為49.5，創5個月以來最高。不過

分項指數方面的就業指數持續惡化，且

PMI指數整體仍低於50的榮枯分界線。

匯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指出，這

表明中國經濟總需求仍然乏力，就業市

場將繼續承壓，也顯示經濟回暖幅度有

限，政策寬鬆仍需加力。

中國7月匯豐製造業PMI初值創五個月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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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香港政府統計
處昨發表外貿數字，受歐美經濟疲弱打擊，6月
本港整體出口和進口貨值均錄得按年跌幅，分
別下跌4.8%和2.9%，是繼4月、5月進出口貨值
錄得升幅後，再次轉為下跌。經濟師及工業界
認為，歐債危機又有惡化跡象，未來兩季的情
況仍不容樂觀，上月出口降幅可能未見底。

相比今年5月的5.2%按年升幅，6月份轉口與

港產品出口合計商品整體出口貨值
為2,782億元，較2011年同月下跌
4.8%，其中6月港產品出口貨值下
跌至50億元，跌幅為10.3%。

與去年同月比較，輸往亞洲的整
體出口貨值下跌4.1%，尤其是印
度，跌幅厲害達18.9%。馬來西亞
及韓國分別跌14.5%及11.7%，內
地亦錄得3.9%跌幅。輸往英國、
德國的整體出口貨值亦分別大跌
18.9%及16.2%，美國則輕微跌
0.1%。

出口降幅或未見底
今年上半年的商品整體出口貨值則較2011年同

期輕微上升0.3%。其中轉口貨值上升0.7%，但
港產品出口貨值則下跌19.4%。同時，商品進口
貨值上升1.4%。上半年錄得有形貿易逆差2,217
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值的12%。

渣打香港高級經濟師劉健 指出，雖看好今
年本港經濟仍可錄2.3%增長，但出口或未能跟

上經濟轉好的步伐，坦言6月份出口數字仍未見
底，最快於下半年較後時間始才有改善。但他
亦認為，內地拉動經濟復甦，有助推動區內貿
易，從而令本港出口改善。

售中低價錶款保利潤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灝指出，出口環境

弱勢下，鐘錶業界今年首5個月業務整體有升
幅。但由於該行業交貨期長，目前只能反映去
年3、4季的接單情況。他坦言，那時候經濟並無
現在那樣差，今個月的情況則要看今年頭的接
單表現。但據業界反映，相信未來第3季、4季會
較去年同期下跌。而瑞士是本港鐘錶業界其中
一個大的合作夥伴，港商利用從中進口的配件
組裝中低價錶款，相信有利其銷售。

至於經營嬰兒用品進口生意的Smart Little
One，負責人表示嬰兒車的銷售6月錄得雙位數
下跌，但食品方面則較理想。不過，同時亦有
企業發展多方面產品，Oregon Scientific指，除通
訊產品外，將推出新電子平板電腦玩具吸引顧
客。

本港六月出口轉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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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鬆政策開始見效，匯豐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回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