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內地上月
新增貸款遠遜預期，加上出口數據差，港股
曾跌逾200點，完全將周四的升幅蒸發掉，
收市報20,136點，跌133點，成交446億元。
全周計 指仍累升2.4%，連升第二周。藍籌
股普遍下跌，內地出口數據疲弱令出口股

「腳軟」，利豐(0494)大瀉兩成，中海發展
(1138)跌逾4%。分析員表示，大市前幾天上
升，但成交額仍偏低，反映投資氣氛審慎，
大市繼續缺乏動力，故借出口差的消息回
吐，後市難有大突破。

成交偏低 投資氣氛審慎
內地7月出口只是同比增長1%，遠低於上

月的11.3%，與市場預期的8.8%相差得遠，
故數字公布之後，市場人士同聲表示「大跌
眼鏡」。進口同比亦只增長4.3%，同樣遜於
上月。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表示，對
外貿易數據差勁，加上歐央行下調今明兩年
經濟增長，相信各國會繼續推出放鬆政策，
故此料大市可以在現水平保持平穩， 指短
期將在19,800至20,600點上落。

憧憬內地放水 支持後市
中央若推出放寬政策，不少意見認為人行

或在本周末宣布調減存款準備金率(RRR)，
但騰祺基金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認為，短期
內減RRR的機會不大，否則令市場有太激烈
反應，從港股和A股市場表現看，看不到人
行有急於調低RRR的跡象。他認為，人行或
會待聯儲局8月底周年大會後，有明確方向
時才考慮減RRR和息率。

國指收9,905點，跌56.9點。利豐業績令人失望，加上
內地出口數據差，該股遭基金洗倉，收市大跌19%至
12.9元，成交額高達44.8億元，單日蒸發市值257億元。
利豐亦成為全日沽空額最多的股份，沽空金額達13.7億
元，拋離第二位騰訊(0700)的4.19億元兩倍多。

航運股受壓 盈警股捱沽
航運股表現同樣疲弱，中海集運(2866)跌3.4%，被剔

出國指成份股的中遠洋(1919)跌2.3%，內地的碼頭股同
樣走弱。此外，人民幣新增貸款大幅低於市場預期，只
有5,401億元，創10個月新低。民行(1988)跌1.76%，信行
(0998)跌1.7%。

內地昨日零時起上調成品油價，中金發表報告指，本
次調價後，內地煉油行業有機會暫時扭虧為盈，中石油
(0857)微升0.1%，中石化(0386)跌0.27%報7.37元。個別股
份方面，水務地產(2349)證實被廉署調查，該股昨日復
牌曾急跌20%至0.6元，但全日只跌6.7%。雨潤(1068)發
盈警，股價跌6%。同樣發盈警的有保利協鑫(3800)，該
股曾跌11%，全日跌8.2%。

A4 責任編輯：劉錦華 2012年8月1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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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九號載人航天代表團昨日抵港，展開一連4

天的訪問。天宮一號與神舟九號成功對接舉世矚

目，香港社會掀起「航天熱」，港人熱切期待包括中

國首名女航天員劉洋在內的三位航天員訪港，與他

們共同分享升空的感受和喜悅。航天員們甫到港即

展現輕鬆幽默、人性化的一面，讓市民倍感親切。

航天員們的親切友善，與市民一起分享國家強盛的

喜悅，加強港人對中華民族振興的信心，提升了對

國家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是一次生動的國情教育。

神九與天宮一號成功交會對接，中國成為繼美國

和俄羅斯之後第三個掌握載人空間對接技術的國

家，代表 中國正在向航天強國穩步邁進。當時，

本港傳媒密集報道有關新聞，市民時刻關注整個過

程的進展。神九天宮對接任務圓滿完成後，香港市

民無不為國家航天科技的成就感到驕傲，各界人士

熱切期盼航天英雄們蒞港。神九航天員訪港的喜訊

引發全城航天熱潮。日前「全港歡迎神舟九號載人

航天代表團大匯演」門票半小時內即派罄，大批市

民凌晨起甚至提前一晚就開始排隊，只為一睹航天

員的風采。不少中小學的學生踴躍報名參加與航天

員「真情對話」的活動，自覺練好普通話，上網搜

尋資料增長知識，為與航天英雄對話做好準備。如

今神九航天員來港與市民近距離接觸，港人終於得

償所願。

航天代表團昨日一到港就受到大批市民的熱烈歡

迎，並以掌聲、歡呼、鮮花迎接三位航天員。在隨

後的會面環節中，他們不僅與市民分享太空遊歷的

感受，航天員景海鵬、劉旺用剛學的廣東話問候市

民，又讚美在太空遙望香港，感受到東方之珠的美

麗。三位航天員以親切人性化的一面，感染了香港

市民。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在國家航天事業中扮演

自己的角色。國家計劃在2020年前後建立自己的

空間站，目前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也有參

與其中的科研項目。中國航天基金會已與本港企業

簽署了合作協議，有關企業成為中國航天事業支持

者和贊助商，並推動更多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關心

並參與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為中國航天事業凝聚力

量。「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高度重視香港少年航天

員活動，自2009年起舉辦香港青少年航天員體驗營

活動，至今有120名香港少年參與培訓。隨 神九

航天員訪港，相信更多本港市民尤其是年青一代，

為祖國科技進步感到驕傲之餘，會以航天員為榜

樣，刻苦奮鬥，為香港和祖國的進步不斷努力，貢

獻聰明才智。

(相關新聞刊A1、A2、A23版)

政府昨日發表《2012年半年經濟報告》，

下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預料全年的增長，

將由1%-3%減慢至1%-2%。香港作為外向型經

濟體系，無可避免受制於外圍環境。目前國

際不明朗經濟形勢仍會左右香港未來發展。

不過，本港私人消費數據穩步增長，內需轉

強發揮了抗衡風險的穩經濟作用。香港需繼

續強化香港內需，加強推動實體經濟發展應

對未來的外圍風險，以避免經濟出現大波

動。

香港面對的外來不利因素，主要是歐債危

機風險和美國經濟復甦緩慢。歐元區主權債

務情況5月起再度惡化，一再削弱全球經濟

信心。歐洲央行雖表示會採取包括重啟債券

收購活動等的適當貨幣政策措施，協助受壓

的歐元區國家穩定融資成本，惟歐洲統一財

政格局形成前，歐債危機仍然難除。美國則

受今年11月總統選舉影響，拖慢落實經濟措

施，市場預計美國國會不會在此前達成減稅

或其他臨時性寬免協議。歐元區和美國與香

港經貿關係密切，直接影響本港進出口表

現，使經濟下行風險增加。內地昨日亦公布

上月出口總值同比僅增長1%，遠低於市場預

期的8.9%。有廠商已指近月出口情況惡劣，

單是歐美訂單今年便下跌約70%。如下半年

出口繼續急劇下滑，經濟預測可能再次調

低。

不過，本港內需轉強，內部經濟仍具韌

力，為應對外部壓力提供了緩衝。政府的經

濟報告指本港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實質穩步增

長3.7%，私營機構建造活動躍升，公營部門

基建工程量持續高企，投資開支亦進一步增

長5.7%。此外，本港勞工市場繼續處於全民

就業狀態，總就業人數再創新高，失業率則

由首季的3.4%，跌至第2季3.2%的低位。本港

在就業情況穩定和收入增加的推動下，有利

於以內需帶動經濟發展。香港雖為外向型經

濟體，但經濟發展不能單靠憧憬外圍消息和

放水行動支持，強化本港內需，確保實體經

濟增長，是保持香港經濟穩定的重要前提。

政府未來需要重點推動實體經濟發展，作

為抗衡外圍不明朗風險的對策。旅遊業、零

售業和中小企支援等和內需息息相關的環節

應加強支援。本港各項基建進入高峰期，對

香港的就業市場亦有支持作用。

(相關新聞刊A4版)

航天員與港人分享國家強盛喜悅 加強實體經濟 抗衡外圍風險

經濟疲弱 港府降增長預測
下調全年增長至1%-2% 「滯脹」機會微

銀公：供樓負擔增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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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泡沫未除 風險仍高

據政府昨日發表《2012年半年經濟報告》（下稱
《報告》）披露，本港經濟在第二季續見低增

長，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僅上升1.1%。經季節性
調整後按季比較，在第二季更錄得0.1%的跌幅，為
2011年第二季以來再度倒退；主要原因是貨物出口
因外圍環境惡劣在第二季依然乏力，繼續拖累了經
濟增長。《報告》又預料，香港經濟今年全年料只
會溫和增長，故將增幅預測由早前的1%-3%修訂為
1%-2%。

歐債危機仍為最大風險
陳李藹倫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今年年初時已見

到外圍經濟及歐債危機均十分嚴峻，香港經濟面對
較大風險，因此預測全年經濟增幅為1%-3%，稱該
數據「上下區間比平時大，反映外圍因素十分不明
朗」。她稱由第二季起，最擔心的歐債危機果然進一
步惡化，美國經濟復甦的進度亦比預期差，顯示本
港經濟下行的風險繼續增加，全年增幅達到3%的機
會已不大，因此將預測區間收窄為1%-2%。

下半年表現料勝上半年
展望下半年，陳李藹倫指，本港仍面對諸多不利

因素，其中最大風險仍是歐債危機，如下半年出口
繼續急劇下滑，不排除會將經濟預測再次調低。但
她認為從目前的出口訂單及PMI數據來看，此種可
能性不大，又否認本港會陷入「滯脹」危機，指現
時的經濟表現雖然疲弱，但仍可維持正增長，相信
下半年的增幅會好於上半年；而通脹情況於過去6個
月亦已受控，第二季整體通脹已降至4.2%，料下半
年會繼續降低。

陳李藹倫並指出，內地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雖然
放緩，但隨 中央放鬆銀根，有關措施將會在下半

年收到成效；另外，香港本地經濟形勢仍較穩健，
尤其是旅遊業「蓬勃向好」，各項基建亦已進入高峰
期，這些因素對香港經濟均會有支持作用。勞工市
場方面，她預計短期內亦可維持穩定，稱目前企業
的招聘意慾仍較強，許多空缺職位尚無人填補，顯
示就業情況良好，市民收入也有顯著增加。

通脹將回落 失業率續降
《報告》披露，香港內部經濟在第二季表現仍相

當強韌，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實質進一步增長3.7%，
增幅較第一季的6.5%為慢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
的比較基數明顯偏高。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比較，

私人消費開支在第二季實質增長0.6%，與第一季的
升幅大致相若。由於食品價格和私人房屋租金（合
共佔住戶消費開支超過五成）已見頂，整體消費物
價通脹率從第一季的5.2%降至第二季的4.2%。撇除
政府紓困措施的效應後，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亦由
第一季的5.9%回落至第二季的5.1%。

勞工市場繼續處於全民就業狀態，總就業人數再
創新高。經季節性調整後的失業率在第二季回落至
3.2%。就業不足率亦進一步微跌至1.4%。由於勞工
市場偏緊，工資及收入續見可觀升幅。其中住戶入
息中位數在第二季以名義計按年上升5.1%，扣除通
脹後實質上升0.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 本港經濟有下滑跡象，銀行公
會主席馮婉眉表示，縱然本港經濟面對內地及外圍眾多挑
戰，但相信全年仍可錄得正增長，符合港府1%至2%的經濟增
長預測。

不過，本港市民供樓負擔比率升至46%，即1萬元月薪中的
4,600元為供樓開支，馮婉眉提醒指，目前利息極低，若樓市
波動或令利息抽升，加劇市民負擔，需加強警惕。本港樓按
業務競爭激烈，她指銀行風險管理行之有效，業界在釐定按
揭貸款利率水平時宜量力而為。

至於，內地日前公布通脹數字跌至兩年半新低，馮婉眉認
為，內地出口持續受壓，令中央有空間再推出刺激經濟措
施，預計在第三季將再減息一次，年內可能下調存款準備金
率(RRR)200個點子(10點子=0.1)。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雖然港府多次試圖
調控樓市，但樓價仍維持漲勢。據《報告》披露，
本港整體住宅售價在2011年12月至2012年6月期間飆
升11%。中小型單位和大型單位的售價分別急升11%

及8%。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警
告，本港樓價已超越1997年高峰期，
樓市的泡沫危機未有解除，呼籲置業
人士需要加倍留意潛在風險。

整體樓價半年飆升11%
陳李藹倫指出，樓價上半年升幅主

要在2-4月錄得，但6月起因歐債危機
擴散，導致樓市氣氛趨於審慎。她形
容，目前的形勢「風高浪急」，其中
中小型單位樓價在過去幾個月升幅相
當大，主要是由於低息環境和供求關
係造成。她承認，由2007至2011年的
單位落成量偏低，平均每年約為1萬

伙，而市場需求卻達到2萬伙，存在供不應求現象，
不過近來政府已積極賣地，令住宅動工量回升，估
計中期住宅供應量可升至6.5萬伙，當中中小型單位
超過60%。

租務市場方面，《報告》披露整體住宅租金在
2011年12月至2012年6月期間上升3%。中小型單位的
租金上升4%，大型單位的租金則微升1%。整體住宅
租金自2009年年中開始急升，在2012年6月亦首次超
越1997年的高峰，高出1%。但住宅平均租金回報率
由2011年12月的3.4%，下跌至2012年6月的3.2%。

未來供應增至6.5萬伙
《報告》又披露，2012年上半年已取得上蓋建築

工程動工通知的住宅單位達1萬個，較一年前同期飆
升240% ，較去年下半年也躍升29%，是自2004年上
半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未來數年住宅單位總供應量
由2011年年底估計的6.2萬個，增至2012年6月底估計
的6.5萬個，是自2008年年初以來的最高水平。

至於「額外印花稅」，陳李藹倫稱開徵後樓市的投
機活動幾乎絕跡，確認人交易在上半年縮減至平均
每月28 宗，其佔所有交易的份額亦僅0.4%，大幅低
於2010年1-11月期間的平均每月318宗及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受困歐債危

機，本港經濟再度收縮。港府昨下調全年經

濟增長預測，預料全年的增長，將由1%-3%

減慢至1%-2%，但料出現滯脹的風險不大。

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預計，本港經濟表現

仍會疲弱，但仍可維持正增長，相信下半年

增幅將優於上半年；通脹於下半年可望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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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藹倫

預計，本港

經濟表現仍

會疲弱，但

可維持正增

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香港第二季經濟數據及全年預測
第二季 預測全年

實質GDP變幅 1.1% 1%至2%

整體通脹 4.2% 3.7%

基本通脹 5.1% 4.3%

私人消費開支 3.7% —

政府消費開支 3.5% —

貨物出口 -0.4% —

失業率 3.2% —

資料來源：2012年第二季經濟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本港樓價已超越1997年高峰期，樓市的泡沫危機未有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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