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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潮衝擊未反映 未來料較波動

亞洲帶動 港出口升11%
3月

份轉口貨值為2,866億元，上升
11.3%，而港產品出口貨值亦

上升3.3%至51億元。輸往亞洲的整體出
口貨值上升15.8%。其中輸往大部分主
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雙位數字
升幅，尤其泰國升幅較大，達24.9%。
台灣、韓國亦升逾20%，內地則升
16.5%。

亞洲以外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
則不盡理想，雖然美國微升0.4%，但輸
往英國和德國的整體出口貨值分別下跌
26.6%和14.7%。

出口歐美市場仍不景氣

以出口貨品類別來分，「電動機械、
儀器和用具及零件」3月出口貨值升
22.2%、「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
儀器」和「非金屬礦物製品」亦錄得升
幅。然而，初級形狀塑膠、衣物及衣物
配件、雜項製品包括玩具及運動貨品等
錄得跌幅。

進口方面，雖然2月份錄得18.3%的按
年跌幅，但3月份商品進口貨值為3,409
億元，較上一年同月上升11.3%。3月錄
得有形貿易逆差491億元，相等於商品
進口貨值的14.4%。來自大部分主要供
應地的進口貨值錄得升幅，尤其是韓國

升30.8%、印度升22.9%，內地亦升
13.8%。「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
件」進口貨值增207億元，升27.6%。

「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增
100億元，升36.8%。

政府發言人表示，3月份商品出口貨
值按年顯著反彈，部分是由於去年比較
基數偏低所致。發言人擔憂，外貿環境
可能仍會相當不穩定，主要由於未來先
進經濟體需求持續疲弱，仍然拖累區內
的出口活動。此外，貨櫃碼頭工潮在3
月尾才開始，對貿易流量的可能影響仍
未反映在統計數字中，香港的出口表現
在未來一段時間可能會較為波動。

逾100艘船隻棄泊香港

早前有不少本港出口業界表示會轉去
或已經轉到鄰近香港的內地碼頭上落
貨。外電指，至少100艘船隻棄泊香港而
選擇附近碼頭。不過，工潮發展至今出
現轉變。據彭博報道，4月24日收到香港
國際貨櫃碼頭(HIT)的電郵回覆，HIT表
示碼頭運作容量已近90%，船隻由工潮
初期要等候約60小時，目前減至20至25
小時。外判商增聘了新員工及復聘部分
參與罷工的員工，營運率有改善，反映
工潮對碼頭運作的影響已經減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李偉昨日表示，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仍
然面對諸多不利因素，低速增長有可能成為常態，在
外圍環境拖累下，中國內地出口恐難以回到高雙位
數。但他相信，未來10年內地經濟每年平均仍可增長
約7%，且中央政府訂下的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目標完
全可以實現。

李偉昨日出席「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財經高峰

論壇」時表示，過去內地經濟一直高速增長，但今後
增長放緩將難以避免。不過，內地消費增長空間龐
大，估計至2020年內地經濟增長仍可維持7%。另外，
現時內地基建密度及現代化仍未及發達國家，其中仍
有巨大的投資空間，故他認為內地將會由過往的公
路、鐵路及碼頭的基建投資為主，轉為擴大基建網絡
和現代化的投資。

未來投資重點轉向現代化

李偉並指出，目前內地中西部地區經濟改革有明顯
進展，而東部勞動力成本增加，導致更多企業將業務
轉移至中西部，令東部及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差距收
窄。他又稱，現時內地城鎮化程度不斷提高，城鎮化

比率於去年已升至52.6%，企業轉移至中西部發展，不
僅可進一步推動中西部工業化及城鎮化，也可提升當
地居民收入水平。

改善學術迎城鎮化後發展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也在同一場合表
示，內地經濟不會崩潰，其間有波動屬正常，長線而
言不會看淡內地經濟前景。他指，假設未來只須10%
的人口留在農村，以目前的城鎮化速度計算，還需要
30年時間才會完成城鎮化過程，這一因素將持續推動
內地經濟增長。不過，城鎮化亦有完結的一日，將來
需依靠創新科技及人才培訓來拉動經濟，故現階段有
需要改善學術上的腐敗及增加教育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自國務院
宣布支持前海發展後，「前海概念」成為
各界熱炒的話題。但光大控股（0165）首
席執行官陳爽昨日潑下冷水，稱至今不清
楚前海在功能上如何定位，其發展前景

「令人懷疑」。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金
中夏昨在同一場合也表示，前海政策屬過
渡性安排，相信未來的作用將會日漸弱
化。

定位不清發展前景成疑

陳爽昨日出席「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
財經高峰論壇」時坦言，「對前海，我看
的不是特別清楚」，至今不知道「到底想讓
前海幹什麼？」他稱，中國早在三十多年
前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推出了經濟特
區，「（現在）再搞一個特區，它的發展前
景我覺得令人懷疑」。擔憂前海的作用局限
於「設立這麼一個平台，把資金弄進去，
弄了一堆房地產，然後就完了」。

陳爽又指出，雖然中央給予了前海特殊
政策，但「前海畢竟是中國的前海」，在內
地現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前海能否有若
干突破，也令人質疑。他提出三大疑問，
分別是前海「能否建成離岸市場？能否成
為避稅天堂？公司註冊能否跳出原有的法
律框架？」稱截至目前「這些都看得不是
太清楚」。但他之後又稱，前海政策有利於
人民幣資金回流內地，企業可在前海申請
貸款，「不管是熱錢進去、投資進去還是
套利進去，都不是壞事」，因為人民幣資金
需要出路。

金中夏：政策料過渡性

金中夏也在同一場合表示，前海政策體現的是「一個
地區的特殊安排」，強調是「局部性和過渡性的」。隨 內
地未來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匯率和利率逐漸市場化，
前海的作用會越來越少，作為特區的意義也會逐漸消
失。他亦以多年前的經濟特區為例，稱中央給予特區許
多特殊政策，令其變得更加開放，但其目的不是讓特區

「越來越特」，而是讓其他地區逐漸與之享有同樣條件，因
此「這不是前海的悲哀，它先走一步是有意義的」。

港離岸中心優勢難代替

談及本港時，金中夏表示，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中心
的優勢很難被取代，主要由於香港與內地關係密切，兩
地互相投資的金額遠較其他地方高。對於內地來說，香
港是通向世界的橋樑，且香港在金融行業發展多年，已
培訓相當數目的人才，專業及國際化程度均較其他地方
高，法制成熟及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亦較高，在「一國兩
制」的框架下，香港與內地的溝通及合作將會越來越默
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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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東亞銀行（中
國）有限公司昨日在上海宣佈，正式發行PBOC2.0標準的
東亞紫荊IC借記卡和顯卓理財IC借記卡。同時，東亞中國
電子銀行個人結售匯業務亦於今年順利上線，進一步豐富
了該行個人網上銀行功能的品種，標誌 東亞中國電子銀
行業務日趨成熟化。

電子結售匯同期啟動

東亞中國執行董事兼行長關達昌在發佈會上表示：「在
經濟環境不斷發展的情況下，東亞中國非常看好未來內地
零售銀行業務的廣闊發展前景，並長期推動業務創新。目
前東亞中國各營業網點均可申請辦理IC借記卡。同時，磁
條卡客戶亦可前往各網點申請換卡，東亞中國提供同卡號
換卡的貼心服務，原磁條卡簽約關係在換卡後自動保留，
免除客戶換卡顧慮，輕鬆體驗芯片卡帶來的便捷支付功
能。此外，東亞中國亦於本月全面推出電子銀行個人結售
匯業務，該項業務的推出能更好地服務與日俱增的境內個
人跨境資金收付需求。

東亞中國首發IC借記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兩年一度的

「國際食品及飲料、酒店、餐廳及餐飲設備、供
應及服務展覽會」(HOFEX 2013) 將於5月7日至
10日舉行。主辦機構香港展覽服務有限公司總經
理張偉雄稱，是次展覽規模是歷年最大，場地
面積比上年多23%，共1,900名參展商參加。目
前已註冊入場的買家達2.7萬人，比上屆升
18%。

九成返頭客證展覽成功

今屆HOFEX重點方向有二：食材產品方面，
以有機食物和環保為主；在廚具上，將有不少
新科技應用在包裝，儲存和服務等。張偉雄
指，一個展覽是否成功可在「返頭客」的數量
中得知，而今年有近90%都是「返頭客」。今年
的歐洲參展商亦沒有受到歐債問題而減少，

「歐洲參展商以西班牙和意大利最多，英國不少
牛肉參展商因瘋牛症的影響未有參與，但由於
已在去年年尾恢復進口，因此今年在展會亦有
設立攤位。」

受內地禽流感影響，張偉雄認為今年會有
更多華南地區的買家放棄內地的展覽而改來
香港參加。「內地買家一向佔近40%，他們主
要是大型的採購團隊，目的是洽談代理權。
因為隨 內地中產階層的冒起，他們愈來愈
喜歡購買進口貨品」。還有三分之一是海外客
戶，包括澳門、台灣、菲律賓和歐美等國家
和地區。

餐飲展規模歷年最大

UNIQLO港開全球旗艦店

國研中心：內地出口難復高雙位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政府昨公佈3月份出口數據，商品整體出

口貨值較去年同月上升11.2%，至2,917億元，扭轉2月份16.9%的按年

跌幅。惟最近碼頭工潮對出口帶來衝擊，政府發言人指，工潮對貿易流

量的可能影響仍未反映在貿易統計數字中，料未來出口會較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楚茵) 日本時裝零售品牌
UNIQLO於本港開設全球第十家旗艦店，母公司迅銷
集團(FAST RETAILING)代表取締役會長兼社長柳井正
昨表示，今年全球的業績表現理想，將增加海外業務
比例。據該公司去年8月公佈的年結中顯示銷售額為
9,280億日圓，乃全球第4大服裝零售企業。

積極增加海外業務

面對去年底日圓開始大幅貶值，柳井正指，匯率對
公司發展很重要，期望匯率穩定發展，令成衣製造業
可有更穩定經營環境。UNIQLO香港董事總經理潘寧
稱日本經濟已見復甦跡象，但公司會繼續積極於日本
以外地區尋找機會，更會擴展歐美國家市場。潘氏不
評論公司來港上市的傳聞。

面對人民幣升值加大公司的生產成本壓力，潘寧
指，目前集團有70%的生產線設於中國內地，其餘則
分佈於東南亞。雖然內地人工成本較高，但質素有一
定保證，可平衡兩者價值，故會維持內地生產線比

例。潘氏又指，中日兩國持續緊張的政治關係在去年
12月曾對經營有輕微影響，但很快已回復正常。公司
將繼續保持現時於內地市場的快速擴張步伐。

該公司於大中華地區已開設逾200間門店，未來計劃
每年增設100個零售點。本港方面，則會於今年夏天在
屯門及將軍澳再開設兩間新店。

■東亞(中國)昨日發行紫荊IC借記卡和顯卓理財IC借記卡。

本報深圳傳真

■迅銷集團代表取締役會長兼社長柳井正(左)及

UNIQLO HONG KONG, LTD.董事總經理潘寧。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楚茵 攝

■貨櫃碼頭工潮在3月尾開始，對貿易流量的影響仍未反映在統計數字內。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