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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報告。經濟增長的效率方面，過去

20年間的中國奇跡名不虛傳：按購買力

平價測算單位就業人口所創造的GDP在

20年間增長4倍多至2011年的14,196美

元；同期經合組織（OECD）高收入國家

僅增長36%至2011年的51,571美元。

對於中國經濟速度，有兩種論點值得

商榷。一是來自海外的「唱空中國」

論，認為中國過去20年的高速增長不可

持續、或者已經完結；二是來自內地的

「主動放緩」論，認為過去20年的高速

增長帶來太多問題，需要暫停下來。筆

者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首先，

上述數據已經顯示出中國與主要發達國

家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的差距，縮小

這種差距仍有賴於持續、快速的經濟增

長。其次，若期待以新一代「中國夢」

來激勵和引導社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從而在更多其它指標上縮小與先進國家

的差距，就更須依賴於持續、快速、特

別是能夠普惠大眾的經濟增長。

養老體系面臨嚴峻挑戰

進一步考察社會綜合發展的兩個關鍵

指標。一是就業人口佔15歲以上總人口

的百分比。1991年中國的比例為75%，

此後逐年下降或持平至2011年的71%。

對比經合組織高收入國家，20年間比例

基本維持在55%-57%之間。該數據部分

驗證中國人口紅利遞減的理論，也部分

佐證了中國未來在養老體系面臨的嚴峻

挑戰。

二是國民保健總支出佔GDP的百分

比。從歷史數據看，中國保健支出比例

從1995年的3.5%逐年提升到2003年

4.8%，增幅為1.3個百分點；從2004年到2011年，增幅僅

為0.5個百分點，達到5.2%。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甚至

本區域的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2011年經合組

織高收入國家的保健支出比例為12.6%，東亞及太平洋

地區的平均比例為6.8%。以增幅來看，經合組織高收入

國家1995年至2011年期間增長高達2.9個百分點。

就業與保健為重要基石

就業與保健，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需求，更是實

現「中國夢」的兩塊基石。在推動經濟轉型的過程中，

政府仍應通過維持經濟增長目標以確保逐步提高就業

率，並適當加大各級政府在公共衛生和保健體系的投

資、尤其是鼓勵私人資本進入。鄧小平先生說：發展是

硬道理。發展更是實現中國夢的硬

道理。（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

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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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信心未恢復 指須重上22880始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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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控（0005）ADR上周五較港股
收市再跌0.24%，中移動（0941）

ADR亦跌0.32%，多隻ADR中，只有
中石化（0386）報升，料 指將低開
150點。葉尚志認為，港股上周波動加
劇，短線 指要回升至22,880點的上
方，技術上出現回穩訊號，資金才會
再次入市。

他表示，聯儲局主席伯南克的言
論，令市場產生退市的疑慮，由於美
國及日本股市累積了巨大升幅，令該
些地區股市有龐大回吐壓力。市場認
為日股急挫，歸咎於日本國債孳息率
急升，增加了日本政府發債的成本壓
力，但葉尚志認為，此問題還未惡化
到引發系統性風險，相信對港股只造
成心理影響。

分析員對短期市況存分歧

永豐金融集團研究部主管涂國彬則
指，美國「收水」的預期，會一直困
擾 環球股市，相信此議題在踏入下

半年也會糾纏不休。不過，從中線角
度看，美國經濟續有好轉跡象，申領
失業救濟金人數已回落至30萬人以下
的近5年低位，聯儲局減低買債的規模
無可厚非，預期資金將從美國國債流
出，轉移流入其他資產。考慮到歐、
美、日股市都升了不少，目前表現較
落後的港股反可看高一線，若環球經
濟復甦基調不變，未來或有更多資金
流入港股，短線縱有調整壓力，但港
股仍然樂觀，今年高位應不止於23,944
點。

黃國英：內需股看高一線

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黃國英估
計，中線港股仍會繼續上落市格局，
在22,000至23,500點間上落。他認為，
現階段選股更為重要，即使大市表現
不理想，但個別股份仍有利可圖。黃
國英認為，內地消費力上升，有利科
技股、內房股及有品牌的內需股。科
技股中他較看好網龍（0777）、金山

（3888）及騰訊（0700）。
內需股則看好旺旺（0151）及康師

傅（0322），因這些企業的品牌在內地
有優勢。另外，即使內地仍經常表示
會打壓樓價，但內房股仍能看高一
線，主要是內地對房地產需求強勁，
樓價難以大跌，股份中較看好中海外

（0688）。香港股票方面，則看好高息
的長建（1038），盈利有增長點的創科

（0669）、天虹紡織（2678）及濠賭
股。

本港ADR上周五於美國表現
股份 ADR收報 較港股

(港元) 變化(%)
匯控(0005) 85.91 -0.28

中移動(0941) 82.61 -0.35

中海油(0883) 13.89 -0.19

中石化(0386) 8.23 +0.29

聯通(0762) 10.94 -1.06

國壽(2628) 20.62 -0.85

中石油(0857) 9.25 -2.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股三大指數上周自4月中以來首

度錄跌幅，不少投資者開始質疑現時走勢是牛市回氣，抑或開始轉

勢下跌。事實上，日股上周四急跌，正為投資者敲響警號，有傳媒

採訪美國的基金經理，他們認為今年有兩成機會出現股災。第一上

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環球股市經上周的大波動後，投資者信

心尚未回復，故今日大市向下的機會較大。港股的美國預託證券

（ADR）上周五也普遍下跌，預計今日 指將低開約150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方正數碼（0618）
公布，其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鄂州金豐及合營夥
伴，共同於掛牌競買以約4.53億元人民幣（約5.71億
港元）投得位於長沙岳麓區洋湖垸片區坪塘大道與
岳塘路相交東南角土地的土地使用權，總佔地面積

約3.96萬平方米，屬住宅及商業用途，規劃建築總面
積約9.9萬平方米。

旗下鄂州金豐需出資3.99億

鄂州金豐已於2013年5月18日與合營夥伴訂立一份

協議，據此成立一間合
營公司以共同開發該土
地。

鄂州金豐及合營夥伴將分別向該合營公司注資700
萬元人民幣（約882萬港元）及300萬元人民幣（約
378萬港元），分別佔合營公司70%及30%權益，鄂州
金豐需為購入上述土地出資約3.17億元人民幣（約
3.99億港元）。

方正數碼等5.7億奪長沙商住地

■美股三大指數上周自4月中以來首度錄跌幅，不少投資者開始質疑現時走勢是

牛市回氣，抑或開始轉勢下跌。圖為在紐約交易所工作的交易員。 彭博社

張震遠辭友邦獨立非執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友邦保險（1299）

宣布，張震遠因需參與其他事務已辭任該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職務，由2013年5月25日起生效。張震遠
也不再為該公司董事會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
提名委員會成員。

盈天獲復星醫藥轉讓同濟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復星醫藥（2196）

連同其附屬公司宣佈，向盈天醫藥（0570）轉讓所
持有的貴州同濟堂藥業1,605萬股普通股，佔其全部
已獲授權並發行總股本的32.1%，總轉讓價格約為
8.47億元，轉讓完成後復星醫藥將不再持有同濟堂藥
業股份。此前盈天曾公布有條件收購同濟堂藥業全
數股權，總代價為26.4億元人民幣。盈天向持有同濟
堂約67.9%的 迪發行約3.34億股代價股份、承擔聯
輝債務、及現金方式支付，餘下有關復星持有的
32.1%權益則以現金支付。

中港照相購擎天世紀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中港照相（1123)以

1.135億元，收購擎天世紀旗下若干專門經營高端影
音器材及商業影音設備顧問服務的商業資產，包括
零售概念商標、零售渠道及其團隊，預計交易將於8
月1日或之前完成。

擎天世紀擁有零售概念商標包括「生活影音」、
「生活電器」及「生活數碼」，另開設提供商用及家
用影音設備物流、交付及安裝服務的「萬星環球」
和專營商業影音設備顧問服務的「專業影音發展有
限公司（Pro Audio)」。目前，擎天世紀在香港共有
13家零售店，於2011/2012年度營業額約為4.22億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緬甸報道）

由立法會議員、香港製衣同業協進會會長鍾
國斌率領香港製衣業會員50多人於本月19－
23日赴緬甸考察投資環境，並現場洽商租地
建設廠房事宜。三天行程中他們考察了當地
製衣廠、土地、港口，並洽談租借土地等事
宜。許多港商對緬甸成本的窪地十分看好，
有意抱團一起租地投資。鍾國斌表示，這兩
周將召集會議具體商討緬甸租地投資事宜，
預計6月底與緬方簽訂初步租地建廠的投資
協議。

由於珠三角勞工、原材料等不斷上升，加
上人民幣8年來升值逾25%，而勞工荒困擾
許多港商的業務。近年來尤其是來自東南亞
低成本的競爭令港商缺乏優勢。因此，許多
珠三角港商瀕臨困境，毛利率僅3%－5%，
有的甚至出現虧損。

勞工成本僅為珠三角1/4

作為東南亞第二大面積國家的緬甸，近三
年來正進行改革開放，該國人口6,000多萬，
勞工成本僅80美元－100美元，為珠三角的
四分之一，加上歐盟和美國未來將給予緬甸

免關稅優惠，無疑吸引港商。此次港商考察
團成員包括與製衣相關的塑膠包裝、織布、
箱包和貿易商等，他們考察了仰光的多家製
衣廠。多位港商考察後表示，緬甸勞工成本
低，工人工作認真勤奮，易於管理，是東南
亞國家中相當不錯的選擇。

租金高至與深圳看齊

然而，考察中，許多廠商也對飛漲的土地
租金困擾。香港新興集團主席何廣健告訴記
者，已有廠房租金被炒至2美元－2.2美元，
與深圳原關外的廠房水平看齊，有的甚至還
要高，這讓許多廠商感覺不可思議。記者現
場看到，那些待建廠房的土地租金也是十分
貴，在離仰光一個半小時車程的一塊土地，
其年租金每平方米需3.5美元，而廠房建設租
金則需每平方米80美元－120美元，令許多
港商感歎投入大租金高。

由於仰光許多工業用地被台灣、日本和韓
國等廠商搶光，港商只得去仰光附近省份勃
古，與緬甸一擁有大量土地的人士洽商購地
事宜。據鍾國斌透露，該人士答應至少給港
商500英畝(約3,000市畝)的工業用地，每英畝
70年租金為40萬美元，並負責三通一平和通
水通電等，廠房則由香港廠商出資建設。目
前已有14家成衣港商有投資緬甸意向，加上
其他準備投資的港商預計有20家－30家，每
家港商平均投資在1,000萬－3,000萬港元。
鍾國斌告訴本報記者，這兩周將與眾港商一
起商議投資金額、租地面積等具體事項，確
定之後回覆緬方。他預計該協會將於6月底
與緬方簽定租地建廠的投資協議。

在此次考察中，記者看到緬甸基礎設施落
後，沒有一條真正意義上的高速公路；電力
供應嚴重短缺，廠商需依賴柴油發電；港口
吞吐量十分小，要轉道新加坡出口，費時費
錢。最為關鍵的是緬甸缺乏像珠三角一樣成
熟的產業上下游配套等。對此，許多港商有
些憂慮，但還是擋不住緬甸低成本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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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國斌透露，港製衣協會擬6月與緬方簽

約租地建廠事宜。 李昌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