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

道）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陳

鵠飛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在今年

全球經濟弱復甦的推動下，中國有望

迎來外貿的回暖向好，預計整體增速

將回升至9%左右。其中，出口貿易

增速有望回暖至8.5%左右，進口同比

增速預計升至10%左右。申銀萬國首

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也表示，今年出

口會略有改善，增速約在8%左右；

進口則取決於出口與國內需求。

外貿市場多元化顯效

陳鵠飛表示，今年中國對美出口將

進一步好轉，對歐出口增速的降幅將

明顯收窄。同時，在外貿市場多元化

發展戰略的推動下，中國對東盟、金

磚國家和其他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的貿

易增速也將普遍回暖，外貿降低對歐

依賴特徵將進一步顯現。

他又分析說，「安倍新政權推出的

措施，尚未能刺激經濟重回上行軌

道。他試圖用量化寬鬆推動日圓貶值

以拉動出口，但效果微弱；力推20萬

億日圓的緊急經濟對策框架，又缺乏

帶動投資的重要抓手與方向。」當前

日本內、外需求不振，今年經濟或重

現衰退，加之釣島事件的負面影響，

與中國進出口外貿難有起色。

進口規模料明顯擴大

陳鵠飛指出，受國內有效需求回暖

和外貿再平衡戰略的推動，今年進口

規模將明顯擴大。他認為，新一屆領

導人加大城鎮化等改革力度，釋放經

濟增長動能。在此推動下，未來保障

房和鐵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很可能

提速，帶動國內投資需求進一步企穩

回升，今年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很可能逐步增

加。同時，今年微觀企業主體的庫存調整行

為，也將促使進口商品需求進一步增加。此

外，受去年貿易順差有所擴大的影響，為平衡

貿易收支，預計未來政府仍可能繼續推動鼓勵

進口的政策。

陳鵠飛表示，考慮到中國出口貿易規模的基

數遠高於進口，預計今年中國貿易順差性失衡

的壓力可能依然存在，料將穩中略降為2,200

億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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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對於內地與
港澳之間「水客」的問題，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
綜合統計司司長鄭躍聲10日表示，目前內地海關和
香港海關正聯手合作，對這種「水客現象」予以嚴
厲打擊。他說，這些「水客」的大量存在，不但干
擾了內地的經濟發展，也給香港廣大市民的正常生
活帶來了很大麻煩。在此問題上，中國海關的態度
是堅決的。

特別針對幕後操縱人物

鄭躍聲指出，為了給更多合法進出的旅客提供更
大的通關便利，海關總署從2012年開始，已採取一
系列相關措施，包括當天多次往返內地和港澳、海

關緝私警察集中精力打擊團伙，特別是幕後操縱
「水客」的人物，並取得很大的成績。他說，相信這
項工作在內地海關、香港海關和香港有關部門的共
同努力下，今年的情況會進一步改善。
記者查閱海關資料顯示，去年前7個月，港深海關

共進行了7次聯合行動，破獲了150多宗水貨走私個
案。而從9月至年底，深港兩地開展名為「共築國門
之盾」的聯合執法行動。自9月7日至12月17日，深
圳海關共在旅檢渠道查獲違規案件2,357宗，走私行
為案件1,232宗；立案偵辦刑事案件23宗，查獲一批
電子產品、酒類、食品、日用品及易製毒化學品麻
黃鹼6.6公斤，並在口岸周邊查緝外圍「水客」、接貨
人員及「睇水」人員4,500餘人，嚴打「水客」走私

取得顯著成效。

深港緊密配合高壓打擊

據悉，海關總署署長于廣洲去年底在京會見香港
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時，曾就下一步兩地政
府部門間開展合作提出六點建議，其中第一條便是
加大力度打擊「水客」、毒品走私幕後組織者，挖源
頭、抓幕後、打團伙。
此外，深圳海關有關負責人近期亦表示，下一步

該關將在鞏固前期打擊成果的同時，繼續緊密與港
方聯繫配合，保持對「水客」走私的高壓打擊態
勢，持續整治口岸秩序，為廣大進出境旅客營造更
加穩定便捷的口岸通關環境。

■內地與香港合作打擊水貨客去年已取得很大的成

績。圖為香港上水港鐵站外的水貨客。 資料圖片

海關總署：正與港合作嚴打「水客」

內地出口回暖 上月增長14%
歐美經濟復甦帶動 海關總署看好今年走勢

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內地去年12
月進出口總值為3,668.4億美元，

同比增長10.2%。其中，出口1,992.3億
美元，同比增長14.1%；進口1,676億美
元，同比增長6%。而去年全年外貿總
值為38,667.6億美元，同比增長6.2%，
與年初10%的預計目標有差距，但在
全球表現最好。

一季度出口有望好轉

鄭躍聲(見圖)在昨天的新聞發佈會上
指出，去年制約外貿增長的三大不利
因素，今年仍然存在。比如全球經濟
復甦的動力不足，外需難以有效好
轉；國內生產經營成本的上升導致競
爭優勢的削弱，企業的訂單不足；種
類繁多的貿易保護主義。這都將進一
步惡化今年企業外貿的外部環境。
不過，鄭躍聲強調，更要看到一些

有利因素、積極變化。國際上一些主
要經濟體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將使世
界經濟增速停止下滑。國內各項促進
外貿穩定增長的政策效果，也會逐步
加以釋放，中國外貿有望進一步回
暖，全年進出口增速可能略好於去
年。他又表示，對兩千家企業問卷調
查的數據，也預示 今年一季度中國
外貿出口可能有所好轉。

逆勢增長全球表現最佳

鄭躍聲說，今年12月份中國出口經
理人的指數為34.2，較11月份提升了
2.1個點。這是自去年6月開展問卷調查
以來該指數的首次回升。其中新增的

出口訂單指數
為36.9，較11
月 份 回 升
2.9；出口經
理人的信心指
數為38.2，較
11月份回升
2.4；出口企
業綜合成本指
數18.4，較11月份下滑0.7。
今年全年外貿增長6.2%低於此前制

訂的目標，亦低於2011年的增幅
22.5%。鄭躍聲指出，伴隨 歐債危機
深化、世界經濟復甦明顯減速，國際
市場的需求持續低迷，中國經濟也面
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在此背景下，外
貿仍然增長6.2%實屬不易。中國的進
出口表現，也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
最好的。去年前11個月，日本的進出
口僅增長1.1%；去年前10個月，歐盟
的進出口下降2.1%；同期美國外貿增
長4.2%。
鄭躍聲又表示，去年外貿增速雖有

所回落，但在提升質量、提高效益、
優化結構等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一是
貿易夥伴的多元化更明顯；二是國內
貿易區域的佈局更均衡；三是對外貿
易的主體結構更趨合理；四是國家的
出口商品結構繼續升級；五是進口商
品的結構進一步優化；六是外貿方式
更顯靈活；七是質量提升、效益提高
的表現，使中國的貿易價格條件有所
改善，出口價格總體在上漲，進口價
格總體在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海關總署昨日公佈，去年

12月內地進、出口規模雙雙創歷史新高，當月進出口總值為3,668.4

億美元，同比增長10.2%；其中，出口同比增長14.1%，較11月份

的2.9%多出11.2個百分點，遠超預期並創下近7個月來高位；進口

同比增長6%。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綜合統計司司長鄭躍聲表示，

估計明年歐美經濟復甦措施有望見效，經濟停止下滑，預期今年首

季度出口可能持續好轉，而全年外貿表現，亦會略好於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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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去年貿易額
達1.3萬億

珠三角港企：去年出口降兩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實習記者 何花 深圳報

道）昨日海關總署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12月出口增長
14.1%，全年進出口僅增長6.2%，未達國家此前設定的
10%目標。珠三角許多企業出口並未出現增長，大多數
則是下滑。有港企表示，受歐債危機和美國經濟低迷等
影響，其去年出口下降了兩成。對於今年出口形勢，許

多企業均表示不樂觀。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郭振華告訴記者，因歐債危機衝

擊大，加上美國經濟表現不佳，這對港企出口影響較
大，他從許多珠三角的會員企業了解到，去年他們整體
出口平均下滑了20%。而由於內地勞工成本上升和出口
下滑，許多港企處於零利潤甚至虧損的狀態。深圳港企
新興集團主席何廣健告訴記者，因歐洲許多國家緊縮財
政，百姓無錢消費，而美國需求疲弱，其塑膠產品去年
出口下滑了20%多。

普遍對今年業績不樂觀

對於今年出口情況，郭振華表示，今年歐美經濟仍不
明朗，不確定因素多，珠三角企業出口難有樂觀的增
長。何廣健認為，歐債危機並沒有明顯緩解的跡象，美
國經濟也難有好的改善，他對明年出口增長不抱多大希

望。他現在最關心的是，由於人民幣升值、勞工成本大
增和出口下滑，面臨多種不利因素夾擊的背景，他的企
業陷入多年來少見的虧損狀態，為此他憂心不已。
同樣，東莞港企也不樂觀，東莞明生鈕扣廠董事、總

經理尤貴成透露，該廠2012年進出口額平平，並無明顯
增長。上半年進出口額同比基本持平，下半年略有下
降。尤貴成表示，期望2013年進出口回暖，但並不樂
觀。與明生鈕扣情況類似，東莞銀輝玩具有限公司總經
理助理肖文典透露，玩具業12月份是淡季，該公司進出
口額同比有下降，他對於2013年進出口額預期並不樂
觀。
而永嘉盛針織有限公司則出現少有的增長，其發展部

經理羅慶華表示，該公司全年進出口額同比上漲5%。
他認為2013年出口不會下降，至少會持平，但增長有多
少卻沒有把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海關
總署新聞發言人、綜合統計司司長鄭躍聲10日
在此間指出，2012年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兩岸雙
邊貿易達1,689.6億美元（約13,097億港元），佔
同期大陸外貿總值的4.4%，比上一年增加
5.6%。其中，大陸對台灣的出口367.8億美元
（約2,851億港元），增長4.8%；自台灣的進口
1,321.8億美元（約10,246億港元），增長
5.8%。他表示，相信隨 大陸「十二五」規劃
和台灣「黃金十年」藍圖的對接，兩岸採取更
務實、開放的措施，促進貿易發展，將面臨更
好的前景。
鄭躍聲指出，去年全年大陸進口台灣ECFA

項下受惠商品的貨值為84.3億美元（約653億
港元），增長1.05倍；關稅優惠39.7億元人民
幣，增長3.3倍。
他說，海關這些年來高度重視兩岸經貿往

來，大力促進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去
年8月9日，海協會與海基會正式簽署了《海峽
兩岸海關合作協議》。而今年隨 此協議的落
實，相信定會對兩岸的雙邊貿易發展起到積極
促進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海關總署新聞
發言人、綜合統計司司長鄭躍聲昨日表示，香港取代日
本，成為內地的第四大貿易夥伴。去年內地與香港雙邊
貿易總值為3,414.9億美元，增長20.5%，佔內地外貿總
值的8.8%。而去年中日雙邊貿易總值為3,294.5億美元，
下降3.9%。同時，歐盟繼續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和
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的地位，而歐盟第一大出口市場的地
位被美國取代。
鄭躍聲指出，去年中歐雙邊貿易總值5460.4億美元，

下降3.7%，佔中國外貿總值的14.1%。其中，中國對歐
盟出口3,339.9億美元，下降6.2%；自歐盟進口2,120.5億
美元，增長0.4%；對歐貿易順差1,219.4億美元，收窄
15.8%。

美躍升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

而美國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
五大進口來源地，中美雙邊貿易總值為4,846.8億美元，
增長8.5%，佔中國外貿總值的12.5%。其中，對美貿易

順差2,189.2億美元，擴大8.2%。

中日交惡 雙邊貿易降3.9%
鄭躍聲表示，去年中歐、中日貿易開始出現下降，根

本因素在於歐盟、日本自身經濟面臨較嚴峻的形勢，影
響了雙邊貿易的發展。他說，中日貿易下降3.9%，其中
有日本國內經濟不振、自身經濟存在問題的影響。而釣
魚島的領土紛爭，在某種程度上也給中日雙邊貿易健康
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去年9月份，日本
「購島鬧劇」發生以後，國內企業的經營風險明顯上
升，企業直接面對 合同違約、貨物退運等方面的情
況。鄭躍聲又指出，這一鬧劇對中日雙邊貿易的損害程
度及今後影響，海關將繼續密切關注。

港取代日 成內地第四大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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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去年12月出口增長創出7個月來高位。圖為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一角。 新華社

■深圳港企新興集團主席

何廣健。 記者李昌鴻攝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郭

振華。 記者李昌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