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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數據顯示，2012年三季

度，中國GDP同比增7.4%，創3年半新低，較

「7.5%」的年度調控目標亦有一定差距。「保八」

一向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底線，擔心「破

八」增加失業率，嚴重衝突社會穩定。不過，

有質量的「破八」遠勝於粗放式的「保八」。中

國經濟在連續高速增長多年後，更需注重增長

的質量，而非一味追求粗放式的速度。

由於過往經常強調中國經濟增長要「保八」

即保持在8%以上，認為必須保證GDP增長8%以

上，才能平衡政治社會和經濟的關係。有人這

樣形容：如果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低於8%，災難

可能就會發生，房地產泡沫將會破裂，銀行系

統將面臨大規模壞賬，企業出現倒閉潮，迅即

出現數以千萬計的失業大軍；緊接㠥，經濟危

機就將引發政治危機。

其實，GDP放緩但更有質量並非壞事，從內地

前三季度的情況來看，證實了這一點。今年前

三季，中國新增就業1024萬人，提前完成新增

1000萬就業人數的全年目標；前三季中國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8%，農村居民人均

現金收入實際增長12.3%，都明顯高於GDP增

速。說明即使經濟增速低於8%，但只要調控得

宜，為經濟企穩回升建立良好基礎，中國經濟

仍可持續運行平穩，不會引發災難性局面。

中國經濟的長期戰略和根本挑戰是「調結

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體，中國

仍處在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和市場化的進

程中。這「四化」將釋放出巨大的投資和消費

能量，足以支撐經濟增長。經濟低迷時期往往

正是調結構的最佳時刻，中國應透過擴大民間

投資，健全社會保障網促進消費，引導資金流

向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業等途徑，把經濟下行的

壓力變為轉型的動力。

過去10年中國經濟增速一直保持在9%和10%

之間，從經濟運行一般規律來看，經濟增長到

一定程度，速度放緩一些實屬正常現象，世界

各國都是如此。何況目前中國經濟增速仍保持

在7.5%，在世界上仍是一枝獨秀，今後不應過

分強調增速，反而需要更注重環境保護、民生

改善，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相關新聞刊A2版)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表示，考慮立法規

定商用柴油貨車車齡上限，並對車齡15年的

貨車不續牌，逐步淘汰舊車。柴油貨車為本

港路邊空氣主要污染源頭之一，政府鼓勵車

主及早更換柴油貨車以改善空氣質素已事在

必行。不過，換車措施將會增加物流業界經

營成本，引起業界憂慮，政府應密切和業界

商討，制定適合本港情況的換車車齡。同

時，應提供包括貸款和稅務優惠等誘因，吸

引車主提早換車。

本港的空氣污染問題仍然嚴重，現時商用

柴油車輛雖只佔路面車輛約兩成，但氮氧化

物及粒子排放量佔整體76％及88％。由柴油

引起的懸浮微粒，對人體的傷害遠大於汽油

引擎，世界衛生組織於今年6月將柴油廢氣

正式列為致癌物，危險性等同石棉、砒霜和

煙酒，可引致肺癌，呼籲全球減排。商界過

去亦已提出，香港空氣污染問題嚴重，影響

香港的營商環境，成為外商來港投資的考慮

因素。現時內地亦已制定出更換柴油車的年

限規定，政府解決空氣污染問題，鼓勵全面

更換本港柴油貨車已刻不容緩。

需要留意的是，由於舊式柴油貨車以大型

貨車和貨櫃車為主，這些貨車和本港的運輸

物流業密不可分。隨㠥國際油價攀升，油價

佔運輸業成本不斷上漲，已為業界帶來經營

壓力。由於購置新車每輛成本可高達60萬至

80萬元，政府再要求業界換車，部分自行接

洽運輸訂單的自僱司機需承受額外購車的貸

款負擔，一些大型物流公司更可能為減省成

本裁員，引起業界憂慮。

淘汰柴油貨車是大勢所趨，但落實前需注

意運輸物流業界的經營困難，把對業界的影

響減到最低。政府可參考外國和內地做法，

考慮以加牌費和不再為車齡15年柴油貨車續

牌為手段，續步淘汰柴油貨車，同時應提供

誘因，協助柴油貨車車主及早換車。政府於

2000年和2002年分別對的士和小巴兩類商業

車輛推行過換車資助計劃，成功全面換車，

政府應參考過去經驗，以貸款、資助或稅務

優惠等形式，吸引車主提早換車，早日落實

汽車減排計劃。 (相關新聞刊A10版)

「破八」並非壞事 發展更重質量 淘汰柴油貨車 提供誘因助業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曉雪 北京報道）從華為、

中興遭封殺到三一集團風電

項目被沒收，隨㠥中國成為

世界貿易大國，美國針對中

國的貿易壁壘更加層出不

窮，對此，專家認為，美國

的種種舉動除經濟利益，以

及當前美國大選之際政客打中國牌

之外，也折射出美國的冷戰思維，

中國應保持警惕，全力回擊。

政府須為中國企業撐腰
國家發改委投資所研究員、中國

投資協會會長張漢亞向本報表示，

美國對中國企業的進入歷來採取嚴

厲措施，審核比其他國家更為嚴

格，而美國本身也存在反華人士。

當前恰逢美國大選，候選人必然都

會表態壓制中國，因此，其對三

一、華為等企業採取種種封殺措施

主要是出於經濟利益和政治目的。

但無論哪位候選人上台都不能不顧

及中國，特別是兩國外貿關係，這

又凸顯出美國的病態。

張漢亞並強調，美國正在把商業

行為轉變為政治行為，對此，中國

企業可以像三一集團一樣採取起訴

或輿論等方式進行回擊，同時政府

必須為中國企業撐腰，約見美國商

務部長進行交涉，全力支持中國企

業。商務部須代表中國企業出面，

包括財政部部長等都應提出抗議，

但不能簡單的反制，否則將兩敗俱

傷。

採反制措施讓美付代價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研究員梅新育則認為，美國國會對

華為、中興等的指責既無證據，也

不符合商業和軍事邏輯，其反映的

是國會某些人士偏執的冷戰思維。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亦指

出，從以上事件中不難看出，在推

行貿易保護主義方面，美國感到貿

易保護主義「工具箱」已經不夠

用，於是借助於曾經用過的冷戰思

維，直接對中國發難。

對此，有評論認為，美國種種行

為不僅是當前美國選戰白熱化下政

客們打中國牌這麼簡單，它折射出

歐美對中國的經濟冷戰思維，同

時，亦反映了中美力量此長彼消的

當下，美國愈來愈顯焦躁失衡之

態。

中國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應採取

有力措施進行反制。建議在全國人

大或國務院層面成立更高級別的機

構進行應對，一方面嚴正交涉；另

一方面，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拿出有效手段，讓其付出相應

代價。

美冷戰思維 應全力回擊

投資遭封殺 三一告奧巴馬
指美政府禁令違法集團將損失逾2000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由頁 北京報道）近日，有消
息透露，歷經18個月，此前美國白宮下令就供應商
對美國電信公司帶來的安全風險進行的調查評估發
現，並無確鑿證據表明華為為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
動，但有些問題尚待解答。對此，外交部發言人洪
磊18日說，希望有關國家為中國企業投資經營創造
公平、穩定的環境。

仍指相關產品存在漏洞
據路透社報道，兩名內部消息人士稱，美國白宮

這份報告將平息華為從事間諜活動的謠言。「我們
知道，政府的一些人非常希望找到間諜活動的證
據。」其中一位匿名人士說，「但如果真有的話，
我們早就發現了。」

據悉，此項由白宮委託的秘密調查活動受到了情
報部門和其他政府部門的協助，調查人員研究了大
量可疑行為報告，並走訪了近1,000家電信裝備採購
商。

今年10月8日，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表調
查報告以中國華為和中興公司「可能對美國帶來安全
威脅」，建議阻止這兩家企業在美開展投資貿易活
動。但這份報告並未出示任何明確證據。而如今，相
關調查依舊未能找到任何華為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

雖然白宮委託的調查並未發現任何實質性證據，
但該調查依然聲稱，華為產品存在被黑客利用的系
統漏洞，未來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但調
查並未明確這些系統漏洞是華為刻意設計的，還是
單純的系統缺陷。

對此白宮暫未公開發表消息，白宮國家安全委員
會也暫未對此發表任何評論。而華為公司發言人稱
公司對這一調查並不知情，但對華為未從事間諜活
動的調查結果毫不意外。華為美國發言人Bi l l
Plummer表示，「華為是一家年營收320億美元的獨
立跨國企業，不會為了任何政府或第三方做出威脅
自己成功和客戶網絡完整的事情。」

中方盼予華企公平環境
對於美國白宮這次調查評估，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1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這再次證明了美國國會
有關報告對華為公司的相關指控是不實的。他說，

「中國企業赴海外投資本質上與有關國家是互利共贏
的。我們希望有關國家正確看待中國企業的投資經
營，並為其創造公平、穩定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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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三一集團就風力

發電項目在美受阻起訴奧巴馬政府一事在京舉行媒體溝通

會。據透露，美國政府的禁令將給三一帶來逾2,000萬美元

的直接損失，該案將於11月28日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

地方分區法院正式開庭審理。商務部官員指，三一風電項目

受阻比華為中興遭封殺更加惡劣。

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於9月28日簽署命令，以危及國家安全為
由，中止三一集團在美註冊公司羅爾斯（Ralls Corporation）的4

個風電項目。隨後，10月1日，羅爾斯公司在美起訴，將奧巴馬作為被
告，要求其撤銷命令。

斥美政府「如同地痞」
三一集團董事、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在溝通會上怒斥美國政府「如同

地痞」，「不讓建，也不能轉讓，不能賣給美國人，這導致公司無法挽
回損失。」向文波稱這一行為超出一般中國人的道德理解範圍。據透
露，美國政府的這一禁令將至少給三一帶來2,000多萬美元的直接損失。

與奧巴馬一起被三一推上被告席的，還有CFIUS（外國在美投資委
員會），三一集團稱，CFIUS就Butter Creek風電項目針對Ralls公司下達
的兩項命令越出其權力法源721條款，違反了美國行政程序法702、
704、706等相關條款。上述兩項命令在沒有提供任何事實證據，給出
任何理由的前提下做出該項目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結論，採取極為嚴
厲的強制性停工，三一設備禁用等措施，違反美國行政法規。

同時，其命令亦超越了憲法和相關法規賦予的權限，屬於違法操
作；而未經合法程序剝奪Ralls的私有財產權，則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五
修正案。

三一集團副總經理、三一電氣總經理吳佳梁表示，這一起訴說明三
一對美國的法治有信心，相信美國是可以讓合法投資者放心的國家，

「我們對勝訴充滿信心。」

較封殺華為中興更惡劣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認為，從美國眾議院

情報委員會10月8日主張封殺華為、中興到三一集團風電項目在美國遭
到沒收，給中美兩國雙邊投資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其中，三一風電項
目雖涉案金額較小，但性質卻更為惡劣。

梅新育指出，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報告並未主張對華為、中興
在美國的財產採取徵收而不給予任何補償措施，但在三一風電的項目
中看到的卻是赤裸裸的徵收措施。

他強調，三一風電項目的中止時間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事實依據和
商業邏輯，美國對外執法管理的隨意性暴露無遺，美方行為不僅違反
了美國本國法律，也違反了國際法。中國政府有必要就此與美國方面
展開外交交涉。

■2011年2月，華為收購3Leaf的舉措被美國CFIUS（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否決。

華為副董事長胡侯崑發表公開信，表示希望美國公開調查華為公司，以澄清長期

存在的有關華為可能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不真實謠言。

■2011年年底，關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調查進一步擴大到中興通訊。

■2012年9月，華為高級副總裁丁少華和中興北美及歐洲高級副總裁朱進雲出席了

美眾議院情報委的公開聽證會。儘管華為、中興都明確否認任何間諜行為，但對

方仍然提出反覆質疑和詢問。

■2012年10月8日，美國國會發佈報告稱，華為、中興為中國情報部門提供了干預

美國通信網絡的機會。同時，美國國會建議美國企業盡量避免與華為、中興進行

合作，以免在知識產權方面遭到侵犯。

■今年3月，三一重工在美的子公司Ralls公司從希臘電網公司Terna US處，收購了

美國俄勒岡州Butter Creek風場項目，並取得了該項目建設的所有審批和許可。

■6月14日，Ralls公司告知三一：其已接到國防部通知，該項目受到CFIUS關注。

■7月11日，CFIUS在華盛頓就Butter Creek 項目舉行專門聽證會。

■7月25日，CFIUS以涉嫌威脅美國安全為由，發出立即停工等臨時命令。

■9月12日，Ralls公司基於堅信美國法律的公正和公平，對CFIUS在美國哥倫比亞

特區聯邦地方分區法院提出訴訟。

■9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總統令，以涉嫌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中止

Butter Creek風場的風電項目。

■10月1日，Ralls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分區法院遞交更新修改訴狀，將奧

巴馬總統和CFIUS列為共同被告，將其告上法庭。本案將於11月28日開庭審理。

■三一集團就風力發電

項目在美受阻起訴奧巴

馬政府。圖為美國Ralls

風電場裝設的三一電氣

風機。 網上圖片

華為、中興事件概述

三一集團事件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