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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彭清華昨天在

北京接受記者採訪。作為中央駐港代表機關最高負責人，彭

清華就十八大的重要意義及涉港內容的看法，縱橫歷史風雲

與現實脈搏，融匯世界情、國情和港情，交織澎湃激情與睿

智理性，貫穿民族意識與世界眼光，是一篇有助港人深刻認

識十八大對國家和香港巨大意義的好採訪，也是一篇值得仔

細閱讀的內涵豐富並具有香港視角的好文章。

彭清華表示，十八大在關鍵時刻召開，重申將堅定不移地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並明

確提出了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八項基本要求。這

是中共總結經驗、探索規律的重大成果，指明了中國未來的

發展方向。實際上，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在應

對困難和成功的考驗中，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不斷帶領中

國人民奪取新的勝利的歷史。正如彭清華指出，這次大會的

勝利召開，進一步統一了思想，凝聚了人心，明確了方向，

是一次順應時代潮流、符合人民意願的大會。

彭清華指出，十八大報告對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作了深刻闡述，特別提出要

處理好三對基本關係：一是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

的關係，二是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的關係，三是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

競爭力的關係。二者相輔相成，必須有機結合，任何時候

都不能偏廢。彭清華對這三對基本關係進行了科學的梳

理，闡述了各自的內涵、源流、主次，以及相互間的辯證

統一和互相促進關係，有助香港社會進一步深刻領會和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彭清華指出，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八大報告中重申了中央

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就是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

榮穩定。這一論斷，精闢闡明了在香港、澳門實踐「一國

兩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標，蘊含㠥對1840年以來中國

歷史的深刻總結以及到本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戰略思考，深刻揭示了國家民族根本利益與港澳同胞長

遠利益的有機統一。 彭清華的解讀，讓港人更加清晰地認

識到，香港與國家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只有「一國」

與「兩制」的權力和利益都得到尊重和照顧，「一國兩制」

的優越性才能充分發揮出來，港人才可能得到現實和長遠

的福祉。

十八大描繪了我國未來發展的宏偉藍圖，提出了一系列

治國理政的大政方針，預示㠥我國將以更加堅定的信心迎

來新的發展，也將給香港帶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更多的

發展機會，更強的發展動力。香港社會各界應把握時代潮

流，抓住國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大好機遇，直面挑戰，

加快自身發展，並為國家發展做出新的貢獻。進一步發揮

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獨特優勢，香港未來一定會取得

更加輝煌的發展成就！ (相關新聞刊A3版)

政府宣布重設扶貧委員會。重設的扶貧委員會成員社會涵蓋範圍廣，既有

相關高層官員，也有立法會議員和商界、非政府機構、學者及來自基層的社

工等不同階層人士。這既有利在討論、制訂政策時收集不同意見，使政策兼

顧不同階層的利益和需要，亦有利與立法會建立良好溝通關係，以使有關扶

貧政策取得立法會的支持。扶貧問題是特首競選時政綱的重要內容，如今將

其轉化為具體施政措施，由政府最高層帶領推動，顯示政府高度重視貧窮問

題，下決心、花力氣解決貧窮問題，這也是向消除本港深層次矛盾邁出的正

確一步。

扶貧委員會不止是討論的平台，亦是行動平台。扶貧委員會下設兩個基

金，一個是關愛基金，另一個是新設的社會創新及企業發展基金。關愛基金

已經運作多時，按照「成熟一項推出一項」的原則，已經推出過十七、八個

項目，不少貧窮人士已經受惠，今後還會推出更多項目。新設社會創新及企

業發展基金則重點在於以較新的模式扶貧，例如扶助社企、鼓勵就業方面。

由扶貧委員會直接統籌管理這兩個基金，在資源上給予支持配合，有利於將

扶貧政策盡快落實到具體行動，更快見到扶貧的成效。

重設的扶貧委員會的工作重點之一是要訂定貧窮線。訂定貧窮線是制訂扶

貧政策、檢驗扶貧成效的重要參考指標。過往對於是否需要訂定、如何訂定

存在頗大的爭議。此次委員會既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應該盡快達成共識，訂

定一個合理、各界易於接受的貧窮線，為日後開展扶貧工作奠定重要基礎。

以往主要靠一次性「派錢」扶貧，這只是權宜之計。授之以魚莫如授之以

漁。今後政府扶貧要從長計議，應更重視從教育、就業培圳以及創造就業等

方面協助基層人士，以及在社會結構和稅收層面進行改革，以提高貧窮人士

的生存能力，通過就業致富徹底脫貧。 (相關新聞刊A5版)

十八大繪藍圖 香港前景更廣闊 加大扶貧力度　解決深層次矛盾

內地通脹降至1.7%  33個月最低
專家：經濟回暖需求增 明年CPI或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

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漲幅降至

1.7%，不僅創出年內新低，更是自2010年2月

即33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工業生產者價格

指數(PPI)環比出現近半年來首次轉正。經濟

學家表示，今年內通脹水平仍將維持在低位，

短期內通脹已不是貨幣當局關注對象，但受周

期性因素和輸入型通脹影響，明年上半年通脹

可能有所回升。此外，10月多項經濟指標顯

示，經濟底部暫時企穩，預期未來政策料延續

當前基調，而隨㠥通脹回升，明年下半年貨幣

政策可能由鬆趨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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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內地10月CPI同比漲幅創

下新低，而多項指標顯示經濟觸

底回升態勢，由此交通銀行首席

經濟學家連平預計，中國政府再

出台大力度經濟刺激措施的可能

性大大降低，現在到明年已無降

息空間，若明年三四季度物價漲

幅比較高，更有可能小幅加息。

連平指出，央行貨幣政策具有前瞻

性，不會因為近期短暫的宏觀經濟數據

而放鬆，未來將會保持利率和存款準備

金率的穩定。由於11月份逆回購到期資

金較多，央行將會繼續進行逆回購操作

來調節流動性。12月份，通常財政存款

降至商業銀行，為了保持M2年內14%增

長目標，屆時到期的內回購正好幫助央

行抽走部分流動資金。

通脹若抬頭 貨幣政策將趨緊
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

認為，10月CPI證明，現在通脹已經不是

當局主要的關注對象，今年四季度政策

仍可能繼續放鬆以支持經濟上升。但他

預計，明年上半年通脹可能回升，下半

年政策可能由鬆趨緊。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也認

為，在明年三季度之前都不需要考慮通

脹的問題，建議保持目前的政策基調，

根據經濟的狀況作調整。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日在中共十八

大期間表示，宏觀政策要保持足夠的針

對性和靈活性，並留有調整的餘地，明

年政策會保持延續性。市場認為，此言

論亦顯示當前貨幣政策繼續放鬆的可能

性不大。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數據顯示，10月全國居民消費
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1.7%，較9月小幅下

滑0.2個百分點，連續第二個月低於2%。10月CPI環比
也是自今年7月以來再次出現下降，下降幅度為0.1%。

PPI環比漲0.2%  半年首轉正
此外，10月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

降2.8%，降幅較9月收窄；環比上漲0.2%，為5月以來
的首次轉正。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向本報表示，10月份以

來，由於天氣良好，各地蔬菜供應充分，蔬菜價格持
續回落，豬肉價格也下降，外加節日因素逐漸淡化，
翹尾因素影響逐步減弱，導致CPI數據繼續保持低位。

蔬菜豬肉價降 年內CPI仍低
數據顯示，10月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8%，較9月下降

0.7個百分點，較去年同期下降10.1個百分點，其中豬
肉價格下降15.8%，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下降約
0.6個百分點。
中國CPI同比漲幅在去年7月觸及6.5%高點，隨後在

央行一系列緊縮政策調控下，到今年6月重回「2時
代」，此後至今一直在1-2%區間徘徊。連平認為，未來
隨㠥經濟回暖需求增加，以及天氣轉暖，通脹將溫和
上升，但年內仍將維持在低位，不會有大幅度提升，
預計全年CPI增速在2.7%左右。

輸入通脹影響 明年料漲3.5%
經濟學家指出，考慮到中國物價形勢依然表現出明

顯的「豬周期」特徵，明年物價水平可能會緩步上
行，加之國內需求逐漸回暖，國際量化寬鬆對國內輸
入通脹的影響，未來通脹仍有壓力。交通銀行報告初
步預計明年CPI同比漲幅約為3.5%，形成新的一輪上

升周期，不排除若受大規模貨幣衝擊或輸入型因素的
影響，明年通脹壓力將比預期要大。
此外，昨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10月多項經濟指標優

於市場預期，顯示短期經濟正在好轉。中國10月規模
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6%，創五個月新高，1-10
月的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速達20.7%，10月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亦同比增長14.5%，投資和消費增
速均創七個月的新高，且三個主要數據的月環比均為
正增長。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等官

員近日在中共十八大會議期間亦表示，中國經濟正在
轉好，通脹亦不足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雖然昨日
內地公佈的經濟數據不錯，但對港股和內地
A股未有支持，港股連續第二日下挫，收市
跌182點至21,384點，令50隻新鮮出爐的短命
牛證「打靶」，大市兩日累計已下跌715點，
好友重傷。過去兩周一直呈強的港匯，近日
已回軟，截至昨晚7點半，港匯在7.7510附近
徘徊。有分析指出，這一輪由海外資金流入

帶動的港股上升周期恐已完結，港股有可能
再試低位。

50隻新鮮出爐牛證齊打靶

港股昨日的走勢較A股更差，㞫指最多跌

236點至21,330點，收市雖然跌幅收窄至182

點，但仍下跌0.85%，較上證綜指0.12%跌幅

更大。港股在現貨收市後，即月期指跌幅擴

大，收報21,314點，跌236點，較現貨市場低

水70點，成交8.4萬張。統計全周，㞫指累計

下跌逾3%，創4個月來最差單周表現。

港股昨日主板成交額為577億元，較平日

約400至500億元的成交額略大，顯示港股有

一定沽壓。另外，昨日有50隻牛證被「打靶」

收回，其中絕大多數為本周才發行的㞫指牛

證，其「壽命」可謂短暫，僅短短的數日。

熱錢無以為繼 港匯回軟

從上月20日金管局時隔3年首次入市干預

港匯，至本月2日第10次入市，金管局為捍

衛港元7.75的「強方兌換保證」，合共沽出

322億港元。富昌證券研究部總監連敬涵昨

日表示，本周未見金管局入市干預港匯，而

最近兩日港匯略為回軟，不排除有資金已撤

離本港，這一輪港股上升恐已完結。在昨日

早盤，港元兌美元曾跌至7.7519，而在昨日

香港時間晚上7點半左右，港匯則徘徊在

7.7510附近。

美股走勢弱 恐拖累港股

連敬涵指出，奧巴馬勝出美國大選後，目

前市場將焦點轉為擔憂美國「財政懸崖」的

問題。之前由於美國大選的政治因素，美股

升至5年高位，不排除今後「無形之手」會

放軟手腳，未來美股有調整的壓力。道瓊斯

指數有可能下試12,000點，甚至11,000點，

從而對港股亦會帶來壓力。

至於內地因素，連敬涵指出，近期內地出

於「維穩」需要，托住上證綜指在2,100點附

近上落，沒有跌穿2,000點，「十八大」於下

周三閉幕後，看上證綜指能否守得住2,000

點，若守得住的話，對港股有一定支持；否

則，對港股還會帶來壓力。

20天線失守 21000關告急

連敬涵表示，目前港股已跌穿20天移動平

均線，技術走勢轉差，21,000點關口有可能

不保，進一步下試50天移動平均線的20,800

點才會有一定支持。至於港股短期上升的阻

力，為21,600點至21,700點附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

周四破位之後，滬深兩市昨繼續弱勢震
盪，縮量調整。早盤低開低走，10點統計
局發佈10月CPI，漲1.7%創33個月新低，
股指出現一波反彈，臨近午盤股指轉為上
漲。但午後股指再度走弱，惟尾盤企穩回
升減小跌幅。收盤滬指報2,069.07點，下
跌0.12%，為連續第5日下跌，成交391億
元（人民幣，下同）；深成指報8,356
點，跌0.51%，成交365億元。本周滬指跌
2.27%；深成指跌3.72%。

憂需求不足 經濟未企穩
10月宏觀經濟數據昨起陸續公佈，最新

公佈的10月CPI為1.7%，比上月下降0.2個
百分點，低於市場預期，10月PPI同比下
降2.8%，比上月回升0.8個百分點，但仍
低於市場預期；10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同比增長9.6%。
經濟學家滕泰認為，在中國，每年由勞

動力成本上升推動CPI上升1.94%，低於
這個水平，就意味㠥整體經濟仍處於總需
求不足狀態。平安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王
韌稱，CPI增速低於預期，源於需求回落
仍在施壓核心CPI，也說明當前經濟增速
已低於潛在增長率，短期經濟逼近底
部；-2.8%的PPI說明實體經濟仍在未回升
狀況，去產能約束下周期性行業的景氣恢
復仍需要較長時間和過程。
國泰君安證券高級經濟學家林采宜則認

為，PPI數據連續三個月環比回升，說明
企業的需求在擴張，進一步確認了中國實
體經濟復甦的信號。而CPI在地位徘徊，
給央行降息、降準，刺激經濟增長提供了
非常寬裕的操作空間，加上本年度商業銀
行的利潤超過1.2萬億元，為央行進一步
降息，縮小息差，減輕企業負擔，激勵投
資熱情創造了條件。

走勢轉弱 後市料續尋底
本周市場出現破位下跌，分析人士認

為，滬指構築頭肩底形態的意圖已告失
敗，下周向下考驗2050點一線，一旦這裡
跌破就將創出新低，市場的雙頂形態再度
出現。

數據好轉未沖喜 A股5連跌

點

2012年11月
5 6 7 8 9日

21750

21450

恒指本周下跌727點

22050
昨收21384
-182 (0.85%)

11月5日
高見22141

昨低見
21330

11月2日
收22111

■ 港 股 連

跌 兩 日 共

715點，昨

主 板 成 交

577億元。

新華社

■ 滬 深 兩

市 續 弱 勢

震 盪 。 本

周 滬 指 跌

2.27%，深

成 指 跌

3.72%。

㞫指周跌逾3%  4個月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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