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丹陽表示，今年1－7月吸收外資具有三個特
點：一是農林牧漁業、製造業、服務業實際使

用外資均有下降；二是美國對華投資由降轉增；三是
中部地區吸收外資保持較快增長。

吸引力仍在美對華投資增
他指出，1－7月美國對華FDI為19.6億美元，同比

增長1.0%。亞洲十國（地區）對華FDI金額則同比下
降3.8%。其中，香港對內地投資419億美元，同比下

降7.5%。而歐盟對華FDI達到39.7億美元，同比下降
2.7%。

提供便利 鼓勵投資中西部
商務部外資司巡視員劉作章16日在出席「百強企業

下市縣」啟動儀式時表示，當前，雖然國際經濟形勢
複雜嚴峻，經濟發展面臨諸多挑戰，中國依然是全球
最具吸引力的投資東道國和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首選
地。今年全年FDI有望超過1000億美元。

劉作章表示，鼓勵外商投資中
西部地區，是中國吸收外商投資
政策的重要內容。商務部將進一
步推動投資便利化，創新管理體
制，提高服務水平，為外商在華
投資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
數據顯示，今年1－7月，中部

地區實際使用外資54.4億美元，同
比增長8 . 7%，佔全國總額的
8.2%。東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

569.8億美元，下降3.5%，佔全國總額的85.5%。西部
地區實際使用外資42.5億美元，下降17.6%，佔全國
總額的6.4%。
另外，沈丹陽還指出，《商務部關於支持和鼓勵民

間資本進入商貿流通領域的實施意見》近日出台。其
中明確提出支持民間資本進入商貿流通領域的特種行
業，包括有序進入國內成品油市場、發展融資租賃業
務、拓展拍賣業務領域、規範發展典當業務，有序開
展直銷經營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

道）對於內地7月FDI金額創出近期新

低，權威經濟學家、對外經貿大學外

國直接投資（FDI）研究中心主任盧進

勇16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在今年較

大的壓力下，目前內地利用外資的整

體表現尚可。他說，短期數據常有波

動，一張投資大單就可能改變單月的

金額。中國對外國投資者仍有很強的吸引力。

畢馬威最新報告顯示，影響內地吸收外資下

降的因素，包括歐債危機、生產要素成本上升

和房地產市場疲弱等。房地產領域今年上半年

實際使用外資下降12.4%，降幅高於其他外資

投資領域。若排除房地產因素，上半年利用外

資同比僅下降0.1%。

盧進勇則提醒，應理性看待吸收外資的短期

波動。他說，近年來，中國吸收外資總額始終

保持穩步增長，至2011年時已在排名全球第

二，整體規模也已發展壯大至1000億的規模。

而與去年相比，今年利用外資的壓力較大。由

於全球經濟景氣度不佳，企業盈利下降，對外

投資意願受到影響；同時，中國經濟增速有所

放緩，也是影響FDI增速變化的因素之一。

跨國公司正實施新戰略佈局
近期，豐田、福特等百餘家跨國公司負責人

近10批次到重慶、四川等西部地區考察新興產

業項目投資。盧進勇指出，鄭州、武漢與合

肥，吸收外資表現較突出，是目前中部地區接

納產業轉移、工業開發承載能力較強的三大重

要支撐；而西部地區也有三大亮點，西安、成

都與重慶正發展成為內陸開放型經濟新高地。

盧進勇分析稱，就地生產、銷售盈利並掌控市場，是

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當前，中國中西部地區

的機會多於東部沿海地區，土地、人工、繳稅等成本也

較低。在政策牽引下，跨國公司正圍繞中國結構調整實

施新的戰略佈局。這有利於中國東部向中西部的產業轉

移，有利於「西部大開發」政策措施貫徹落實，有利於

中國地區經濟更加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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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內地上月FDI創2年新低
同比下降3.6%  全年仍有望超千億美元

「金磚五國」代表 十月上海對話中越開行公務車 增10運輸線華6月增持3億美債

電器商拚低價 消費者未得實惠

美債持有者前五名
國家 地區6月持有總量 環比增量

（億美元）（億美元）

中國 11643 3

日本 11193 104

石油輸出15國 2613 56

巴西 2428 -30

加勒比6國及地區 240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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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材料價格、勞動力成本高漲、貨幣超發的

今天，還有誰能幫助中國消費者全面或部分對抗

通脹？答案是：電商。

電商們「另類」的商業模式，使得價格戰成為

攻城拔寨的首選戰術。通過降價搶佔市場，消耗

投資人的錢，然後用市場規模獲取新一輪融資。

業務本身不賺錢，但只要能從風投市場圈到錢，

遊戲就可以持續。大家之所以不吝於加速燒錢，

就是寄望於實現壟斷或上市後快速回本和獲取豐厚回

報。

先漲再降 瞞不過消費者
早在幾年前，電商業就爆發過多次價格大戰，今年前

七個月價格血拚更未停歇過。不過監測數據顯示，7月全

網商品價格環比不降反而上漲1.1%，價格戰呼聲最高的

京東商城價格甚至上調了18.5%。而此次號稱「史上最慘

烈」的價格戰開戰第一天，就遭遇噓聲一片，電商先漲

價再降價的小伎倆，讓消費者感慨，價格戰不過是電商

推廣的噱頭。

價格競爭是市場永恆的主題，消費者當然樂見商家讓

利，相同的價格戰背後是各大電商不同的企業戰略，京

東需要具有攻擊性的降價策略來「刷」銷售額，上市公

司當當是被動降價保住市場份額，國美蘇寧則希望在現

有銷售渠道的基礎上把握新的商機。不過，電商大佬們

或許更加明白，價格戰，最終必然打掉自己的利潤，打

掉自己可持續性的經營，也有可能打掉企業的長期規

劃，因此不可為短期利益而一味偏信價格戰。而價格戰

不過是最初級的競爭形態，價格競爭必然讓渡於服務競

爭，企業也必然要轉向對顧客滿意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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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軼瑋 北京報道）

號稱「史上最慘烈」的內地電商巨頭價格戰於15
日正式開火，戰火持續到第二天，呈愈演愈烈之
勢。不過調查顯示，此次價格戰，除讓電商賺足
眼球和點擊率外，消費者得到的實惠並不多，或
僅有不足5%的大家電產品略有降價，一些甚至悄
悄提價，供應商更是堅決反對惡意壓價。商務部
新聞發言人沈丹陽16日表態關注，並促電商巨頭
保護消費者和供貨廠商權益。
在這場價格戰中，以號稱「無底線便宜」挑起

戰火的京東商城，再次宣佈發放消費券試探價格
底線，蘇寧易購則手持「史上最強促銷」和「滿
意服務」雙刃應戰，與此同時蘇寧和國美宣佈各
自旗下1700家門店自17日起全面調整價格，價格
戰從線上燒至實體店。
截至15日中午，京東商城大家電銷售額突破2

億，而到15日晚6時，蘇寧易購網站訪客數比去
年同期增長近10倍，整體銷售規模亦同比增長了
10倍，不過在對比了各家電商價格之後，不少消
費者大呼「被忽悠」。

供應商擔憂 商務部關注
一淘網（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比價購物搜索平

台）的監測數據顯示，昨日6大電商的大家電商
品11.7萬餘件中，僅有5000多件商品價格有所下

降，佔比約4.2%。
而供應商更是堅決反對用他們自己的錢去打仗

的價格惡戰。「價格戰有害無益，象徵意義更
大，過於娛樂，不可持續。」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16日在例行記者會表
關切。他強調，不論採取何種促銷手段，都應努
力提升管理和服務水平，積極保護消費者和供貨
廠商的合法權益，履行好企業社會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海龍，實習記者 曾萍 南寧報道）

廣西交通廳16日披露，中越間將新增中國龍邦—越南茶嶺一
對出入境口岸和南寧—河內等10條客貨運輸線路，兩國汽車
運輸將實現點到點直達運輸。同時開行公務車輛相互駛入並
努力實現開行常態化。
廣西交通廳副廳長黃汝生16日在此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介紹，根據2011年10月中越相關運輸協定和議定書的規定，
下一步，廣西將重點抓好今年8月下旬南寧至河內客貨運輸線
路開行工作，之後逐步開行南寧至海防、桂林至河內、百色
至高平、崇左至下龍客貨運輸線路；配合廣東開行深圳至河
內運輸線路；之後逐步推行廣西超出邊境市與越南超出邊境
省之間的公務車輛開行。同時增加公務車輛相互駛入的有關
內容，實現中越間公務車輛相互駛入的歷史性突破。至此，
經批准的廣西至越南國際道路運輸線路發展為28條。

十八大安保指揮部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日報》報道 15日，北京市公安局

召開黨的十八大安保監督保障指揮部啟動儀式暨紀檢監督系
統第一次全體會議。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長傅政華出
席會議並講話。
會上，傅政華為黨的十八大安保監督保障指揮部揭牌。北

京市公安局相關負責人對全局今年以來反腐倡廉工作進行了
總結，並對黨的十八大安保監督保障工作進行了部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豐齊 北京報道）

美國財政部15日公佈了截至2012年6月底的
世界各國及地區持有美國國債的狀況，中國
環比增持3億美元，總量增至11643億美元，
仍是世界持有量第一，每1美元美債中，有
約2毛2分來自中國。美債持有國第二名日
本，由5月的11089億美元增持104億美元，至
11193億美元，總量與中國的差距正越來越
小。

呈減趨勢 日本漸逼近
美財政部所公佈的美債數據可能存在較大

誤差，若某國通過第三國市場間接購買或出
售，該國持有的美債可能被大幅低估或高
估，美財政部常對此前發佈的數據大幅修
正。依據修正後的數據，近來，中國對美債
總體呈減持趨勢：今年1月增持143億美元，
2月減持110億，3月減持112億（初報為增持
147億），4月增持204億（初報為增持15億），
5月減持4億（初報增持52億美元）。去年末5
個月，即2011年8—12月，中國連續減持美
債，5個月總計減持1630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亞權 上海報道）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友
好大使、前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昨日在滬表示，由聯合國工業發
展組織、全球南南發展中心共同舉辦的2012年全球CEO發展大會將
於10月在上海舉行。屆時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30多個國家的政
企高層將集聚上海，就全球金融危機後，大轉型下的新興經濟體國
家的深層合作以及新興經濟體結構調整等問題進行深度對話。
龍永圖表示，2011年，「金磚五國」就新興產業合作簽署了相關

協議，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今年，大會將根據「金磚五國」
國家領導人3月份達成的合作框架，就技術轉移、資源合理運用以
及市場分配等進行對話，並在去年「金磚五國」戰略合作框架下，
推動產業合作再邁出一大步，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支持。

近期內地FDI數據一覽表

金額(億美元) FDI增速

■蘇寧、國美等電商巨頭開打「價格戰」，引市民爭議。 新華社

■美債持有國，中國仍排第一。 網上圖片

■龍永圖昨宣佈2012年全球CEO發展大會將於10月在上海舉行。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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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商務部

新聞發言人沈丹陽16日在京指出，內地今年1至7

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666.7億美元，同比下降

3.6%；7月當月FDI（外商直接投資）同比下降

8.7%。數據顯示，7月FDI金額為75.8億美元，是

2010年8月以來的新低。另據商務部官員透露，

今年全年FDI仍有望超過1000億美元。權威專家

此間表示，國際資本在內地中西部地區加速佈局

的態勢已有顯現，這勢將對拉動當地經濟與就

業、優化產業結構等形

成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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