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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
代表眾多美
國知名企業
的美中全國
貿 易 委 員
會，於華盛
頓時間8日
對美國一項
限制部分聯邦政府機構購買中國某些信息產品的新法令提
出批評，暗示此舉有貿易保護主義之嫌。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傅強恩(John Frisbie)(見圖)當日
致信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領袖，呼籲國會領導人今後應阻止
此類法律過關。他在信中說：「美國的國家安全至關重
要，但是它不能被用作保護主義的一種手段。」他還表
示，美國公司越來越關注網絡安全，這是美國政府應當優
先解決的事項。而要解決這個問題，中美兩國政府應該一
起合作，因為網絡安全問題會影響兩國的商業關係。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代表200多家在華有投資的美國大企
業，其成員包括谷歌( Google)、甲骨文(Oracle)和百思買(Best
Buy)等美國著名企業。

美國國會上個月通過了一項2013年的撥款法案，並由奧
巴馬總統於上個月月底正式簽署生效，該法案中包括一條
涉華條款，要求部分聯邦政府機構不得採購中國生產的信
息技術產品，除非完成信息安全風險評估，並獲得美國聯
邦調查局(FBI)或其他執法部門的批准。

專家料內地全年通脹可控 貨幣政策維持中性偏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隨㠥春節過後食品價格大幅走

低，3月內地通脹水平如期回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

上漲2.1％，漲幅比上月的3.2%明顯回落了1.1個百分點。經濟學家指

出，目前乃至今年內物價形勢溫和可控，通脹暫時不是經濟的主要問

題，當前經濟復甦弱於預期，貨幣政策或將維持當前中性偏鬆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3月全國工業生產
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1.9%，環比持
平。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
2.0%，環比下降0.1%。一季度PPI同比下
降1.7%。分析認為，PPI連續13個月負
增長，反映經濟回升疲軟。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認
為，近期PPI環比回升乏力，走勢低於
預期，反映當前總需求復甦動力仍然
較弱。彭文生稱，本輪PPI下跌從2011
年四季度開始，去年四季度雖趨於平
穩，但並未出現像樣反彈。截至目前
PPI已經持續6個季度低迷，較2011年9

月的高點下跌3.3%。與上一輪PPI下
跌(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相比，本
輪跌幅雖然較小，但持續時間之長，
為過去10年所未見。

興業銀行經濟學家魯政委也認為，
PPI跌幅的擴大，表明社會總需求的乏
力，企業仍然困難。

PPI連負13月 近期回升乏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亞洲開發銀行(亞行)昨日在北京發
佈報告上調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
期至8.2%，但同時指出中國經濟
仍面臨一系列下行風險，中國亟

需推進的一系列改革中，財稅改革是最重要、
最具挑戰性的改革。

「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大力改革以調
整經濟結構，從
而擴大內需並實
現包容性經濟增
長。」亞行駐華
首 席 代 表 哈 米
德．謝里夫在北
京舉行的新聞發
佈會上說。

昨 日 發 佈 的
《亞洲發展展望
2 0 1 3 》 報 告 認
為，儘管今年中
國經濟將延續高
增 長 低 通 脹 態
勢，但全球經濟
持續疲軟，通脹

壓力有所抬頭，投資過快增長加大地方政府債
務風險，以及勞動力供給減少帶來工資上漲壓
力等，都將給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帶來下行風
險。

籲增加財政社會支出

亞行報告指出，中國新一屆政府已明確將深
化改革，其中包括三大支柱改革：金融市場改

革要實現利率自由化
和加快債券市場的發
展；財稅改革要支持
經濟結構調整和縮小
收入差距；此外要放
鬆管制以促進民營部
門 更 多 參 與 經 濟 建
設 。 而 這 三 大 改 革
中 ， 未 來 幾 年 最 重
要、最具挑戰性的是
財稅改革。

「財稅改革對中國
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報告撰寫者之一、亞
行駐華代表處經濟學
家許霓妮指出，實現
中國經濟轉型，亟需進一步增加財政的社會支
出。「財政對教育和養老的支出加大會降低居
民的長期性儲蓄，釋放家庭消費能力。」

亞行報告指出，為改善收入分配，中國還應
加快推進徵收資本所得稅和房產稅。房產稅是
地方政府穩定的稅收來源，推進房產稅改革會
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金的高度依賴，並提
高地方政府提供基本社會服務的能力。

亞
行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經濟學家指
出，在當前經濟回升力度弱於預期、房地產調控政
策效果已開始顯現的背景下，通脹水平的回落為貨
幣政策放鬆預留了空間，預計二季度貨幣政策仍將
保持中性。從長遠看，中國通脹壓力會長期存在。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余秋梅認為，3月
份鮮菜、蛋、肉禽和水產品等主要食品價格下降，
是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環比下降較多的主要原
因。未來幾個月，氣候條件更加有利於鮮活農產品
的生產，預計居民消費價格將保持相對穩定。

高盛投資管理部董事總經理哈繼銘預測，二季度
CPI仍將保持在3%以下，但勞動力價格上漲成為物
價上漲的新推手，隨㠥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物
價也將節節攀升，從長期來看，抑制物價上漲只能
靠提高勞動生產率。

亞洲開發銀行駐華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則認

為，今年下半年通脹壓力就可能加大。「隨㠥各地
基礎設施建設的加快，發達國家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的持續實施，會加大輸入性通脹壓力；食品價格可
能會因為惡劣天氣而存在不確定因素，天然氣、水
等資源價格改革的進一步推動，可能都會加大通脹
壓力。」

另外，專家認為，從長遠看，中國的通脹壓力將
長期存在。人口紅利已經出現拐點，勞動力價格將
持續上漲。資源價格上漲也是大勢所趨，環境成本
也不斷攀升。中國已經進入了成本推動的價格上漲
階段，「不過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是持續緩慢釋放
的，只要措施得當可以避免價格猛漲，而且可以推
進產業升級」，哈繼銘認為，當前物價上漲溫和，
經濟走勢平穩，宏觀政策應保持穩定，加大結構調
整和深化改革的力度，
爭取經濟穩中有進。

內地通脹壓力將長期存在

受春節因素導致食品價格大幅上漲推動，2月
CPI同比漲幅創出3.2%的10個月高位，一度

讓決策者擔心物價再度抬頭。不過，國家統計局數
據顯示，3月CPI環比下降0.9%。其中食品價格環
比下降2.9%；非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8%，環比上
漲0.1%，表明非食品領域價格上漲壓力有限。此
外，一季度CPI同比上漲2.4%，比去年同期回落了
1.4個百分點，低於3.5%的全年控制目標。

豬肉價格降5.5%  菜價同比降10.3%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分析稱，CPI低
於預期最主要原因是食品價格大幅回落，天氣轉
暖，蔬菜供應增加，特別是3月下旬上海黃浦江漂
死豬事件令豬肉消費減少，而後疫情又雪上加霜，
導致價格加速回落。3月豬肉和鮮菜價格同比分別
下降5.5%和10.3%，環比分別下降9.1%和13.4％，
拉動CPI環比下降約0.8個百分點。

整治公款消費 消費需求下挫

國家統計局對50個主要城市農產品價格的監測顯
示，每公斤豬肉後臀尖的平均售價，已經從2月下
旬的27.21元下降到3月下旬的24.56元；每公斤西紅
柿的平均售價，已經從2月下旬的6.5元下降到3月
下旬的6.26元。為了應對生豬價格的連續下跌，國
家已經啟動了凍豬肉收儲工作。

此外，高盛投資管理部董事總經理哈繼銘直
言，國家大力整治公款消費等舉措在抗通脹方面
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隨㠥中央整治公款消費的力
度不斷加大，各類噱頭十足的天價商品不再受追
捧，消費需求下挫，商品零售、餐飲行業受影響
較大。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3月居住類價格呈現上漲
態勢。雖然3月份食品類價格環比下降了2.9％，但
居住類價格環比上漲了0.5％，特別是住房租金價
格環比上漲了1.2％。分析認為，雖然樓價沒有直
接納入CPI中，但樓價上漲使得住房租金價格上
漲，從而拉高居住類價格，增加CPI上漲的壓力。

一季度的物價形勢溫和可控，開局較好，為全年
物價調控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隨㠥天氣的轉
暖，豬肉、蔬菜在最近一兩個季度內價格將難以出
現明顯反彈，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目前看也很難出現
大幅上漲，加上中國經濟增速總體平穩，今年物價
總體上將保持溫和態勢，但通脹壓力仍不能掉以輕
心。

亞洲開發銀行最新發佈的《亞洲發展展望2013》
報告預計，今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穩定將抑制通
脹上行壓力，全年中國CPI將上漲3.2％左右，低於
政府提出的物價調控目標。但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攀
升，以及食品價格的上漲，預計將在明年把CPI漲
幅推至3.5％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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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經濟臨下行 稅改最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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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開發銀行總部

外觀。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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