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鎏 北京報道）

「未來幾年經濟增速維持在7%左右是正
常的，在更長的時間內維持在6%甚至5%
左右也是正常的」，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

詢部研究員、經濟學家王小廣向本報指
出，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在於增速放緩，
而在於目前對經濟結構調整的不適應。

近期，國外多家金融機構紛紛調低了
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高盛將2013年
中國經濟增速預測從7.8%下調至7.4%，

就連一向看好中國的渣打也將今年中國
經濟增速下調至7.7%。6月份PMI較上月
下滑0.7個百分點，創去年9月以來最大
降幅。中國經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王小廣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很正
常，「在過去的30年中，內地經濟經歷
了粗放型的快速增長過程，年平均增速
為9.9%，這在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
可想像的，現在經濟增速『破8』了，很
多人就覺得中國經濟不行了，這樣的判

斷是錯誤的。」

促平穩轉型 棄加大投資

去年全年的經濟增速下滑至7.8%，首
次「破8」。王小廣推測，今年內地經濟
仍將繼續下滑，但是不太可能下降到
7.3%以下。他表示，中國經濟還能夠保
持7%以上的增速已經很不容易了，很多
國家在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後，經濟增
速只能保持在5%甚至更低的水平，所以

經濟增速下滑是一個正常現象。王小廣
指出，現在社會上很多人對於經濟高增
長的逆勢預測是不科學的，中國不應該
再通過加大投資、超發貨幣來維持經濟
的高速增長，而是應該促進經濟的平穩
轉型。

他認為，中國經濟要通過調整結構，
促進金融、產業、城鎮、收入等多方面
的優化。「現在國務院實施的新型城鎮
化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但是要注意新型城鎮化關鍵是人，而不
是 簡 單 的 基
礎 設 施 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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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或再度探底
官方匯豐PMI雙降 二季度數據不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在金

融市場流動性吃緊、政府努力促進經濟結構

調整的大背景下，中國官方和匯豐中國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6月均回落至低位，顯

現內外需不振對製造業持續形成拖累。經濟

學家普遍認為，PMI數據長時間在低位徘

徊，預示中國二季度經濟數據不容樂觀。在

政府堅持調整結構的基調下，中國經濟很可

能面臨再度探底。

央行放水120億 幫小企扶「三農」

百城新盤價連升13月 廣州領漲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的6月份PMI創下近4個月以
來新低，為50.1%，較上月回落0.7個百分點，

距離跌破50%榮枯線僅一步之遙。匯豐PMI指數則從
5月份的49.2繼續下滑至48.2，創9個月最低位。

企業訂單增幅收窄

從分類指數看，6月份構成中國製造業PMI的5個
分類指數普遍回落，其中生產和新訂單指數仍然繼
續位於臨界點以上，分別為52.0%和50.4%。國家統
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認為，生產
指數雖比上月回落1.3個百分點，但仍在擴張區間，
意味㠥製造業企業生產繼續保持增長態勢，但增速
會有所放緩。新訂單指數比上月回落1.4個百分點，
意味㠥製造業企業來自客戶的產品訂貨量繼續增
長，但增幅收窄。

從業人員指數則連續13個月位於臨界點以下，為
48.7%，比上月微降0.1個百分點。而主要原材料購進
價格指數亦連續3個月大幅低於臨界點，為44.6%，
表明製造業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持續回落。

而從分企業規模來看，6月份官方公佈的大型企業
PMI為50.4%，比上月回落0.7個百分點；中型企業
PMI為49.8%，比上月下降1.6個百分點；小型企業
PMI則比上月回升1.6個百分點，為48.9%，卻已連續
15個月位於臨界線以下。

對於6月份官方公佈的PMI和匯豐PMI走勢相同。
趙慶河分析指，從兩家公佈的指數走勢看，6月份
PMI都比上月有所下降，且下降幅度大致相當，這
反映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

後續還看調結構成效

有分析指，中小企業6月PMI指數均低於50%的榮
枯線，顯示出中小企業目前經營狀況仍然不容樂
觀。而此前發生在銀行間的流動性緊張，或將進一
步加重中小企業融資負擔。瑞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汪濤認為，未來幾個月裡，預計信貸增速將會放
緩，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將會上升，這一衝擊對實體
經濟的影響很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經濟學家指出，隨㠥政府對於經濟容忍度的提
高，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口徑雖然沒有變化，但
執行的力度明顯加強，政府已經「鐵了心」要調結
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諮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
亦強調，PMI能否盡快實現止跌回穩，主要還是取
決在經濟結構調整是否可以取得進展。

經濟穩增長 關鍵調結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人民銀行公佈，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關

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政策措施的工作部署，引導信貸資金

進一步支持實體經濟，近日人民銀行

對部分分支行安排增加再貼現額度120

億元（人民幣，下同），支持金融機構

擴大對小微企業和「三農」（農業、農

村、農民）的信貸投放。

今年以來，人民銀行已累計安排增

加再貼現額度165億元，使總額達1,620

億元。總體而言，小微企業票據佔比

為45%、涉農票據比為27%。

再貼現是中國央行提供流動性、引

導金融機構信貸投向、促進信貸結構

調整的貨幣政策工具。央行通過買進

商業銀行持有的已貼現但尚未到期的

商業匯票，向商業銀行提供融資支

持。

導資金進正軌 支持實體經濟

中國自5月底以來的「錢荒」如今逐

漸進入尾聲。在央行連日來多項舉動鼓

勵之下，代表銀行間市場資金緊張程度

的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

已連續回調。昨日公佈的隔夜拆借利率

再度下跌48個基點，降至4.456%的「正

常略偏高」區間，顯示銀行間市場流動

性逐步回穩。

此次央行再次「放水」宣佈增加再

貼現額度120億元，除有助增加金融機

構的流動性外，更主要目的是引導資

金進入正確「軌道」，支持實體經濟。

央行表示，下一步，將繼續發揮再

貼現對符合宏觀審慎要求的金融機構

提供流動性支持、引導信貸資金流

向、促進信貸結構調整的積極作用，

支持金融機構擴大對小微企業和「三

農」等薄弱環節的信貸投放。進一步

加大再貼現支持力度，對小微企業、

涉農行業等融資需求較大的地區適當

增加再貼現額度。

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
道，中國商務部昨日
宣佈，正式立案對原
產於歐盟的進口葡萄
酒進行反傾銷和反補
貼（以下簡稱「雙反」）
調查。本次調查自
2013年7月1日起開
始，通常應在2014年

7月1日前結束調查，特殊情況下可延長至2015年1月1日。
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負責人昨日表示，本次調查是由

中國葡萄酒產業向商務部正式提出申請，經審查滿足立案條
件後，商務部依法決定立案並進行調查的。

該負責人表示，5月15日商務部正式收到國內產業遞交的書
面申請，要求對原產於歐盟的進口葡萄酒進行反傾銷和反補
貼調查。6月5日，商務部就上述事宜通知歐盟駐華代表團，
並邀請歐盟代表就申請書指控的補貼項目進行立案前磋商。6
月17日，中歐雙方代表舉行立案前磋商。6月21日，歐委會向
商務部提交了關於反補貼調查的書面評論意見。

該負責人指出，中國調查機關對此次調查將嚴格遵守中國
相關法律規定，並符合WTO相關規則的要求。商務部在調查
過程中將遵循公開、公平、透明原則，充分尊重各利害關係
方的法定權利，在客觀事實和相關法律與規則的基礎上，作
出客觀、公正的裁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

報道）中國指數研究院昨日發佈相
關數據顯示，6月內地100城市新建
住宅均價每平方米為10,258元，已
經連續13個月上漲。同期，廣州均
價每平方米16,514元，環比上漲達
2.74%，又一次領漲十大城市。

在內地一系列樓市調控政策下，
樓市今年樓價繼續保持升勢。6月
住宅價格環比5月上漲的71個城市
中，漲幅居前十位的城市為常熟、
廈門、廣州等地，漲幅在1.7%至
3.7%之間。其中，常熟、廈門漲幅
在3%至3.7%之間，而廣州、江陰
等地漲幅則在2%至3%之間。同
期，北京樓價環比上漲了1.59%。

京滬樓價 同比升近一成

與5月相比，6月環比上漲的城市
比5月減少6個，其中漲幅在1%以
上的有26個，較5月減少17個。而

從同比看，全國100個城市住宅均
價與2012年6月相比上漲7.40%，同
比已經連續第7個月上漲，漲幅比
上月擴大0.50個百分點。北京、上
海等十大城市住宅均價每平方米為
17,376元，環比上月上漲1.01%，
與上年同期相比上漲9.93%。

相關報告分析，6月以來，銀行
間貨幣流動性趨緊，上海銀行間同
業拆放利率創下歷史高點，個人房
貸政策因信貸額度不足略有收緊，
如首套房利率優惠減少、批貸周期
延長、部分商業銀行停貸等。在宏
觀經濟增長不確定預期增強和貨幣
流動性緊張的背景下，多個城市新
樓供應量繼續增加，將推動樓價漲
幅繼續微幅縮小。

多因推動 上漲壓力仍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多個城市新
房、二手樓的成交量近期逐漸企穩

增長，表明購房需求仍較為旺盛。
此外，品牌房企銷售業績增長，資
金狀況和抗風險能力較強，導致開
發商降價促銷的動力不足。而熱點
城市土地市場持續升溫，少數區域
再次出現地價超過周邊房價的情

況。
因此，該報告預期，在下半年央

行合理調節流動性，維護貨幣市場
穩定的背景下，內地樓市在需求推
動、土地市場高溫等眾多因素的推
動下，樓價上漲壓力依然較大。

■6月新訂單指數比5月回落1.4個百分點。圖為浙江

某企業生產車間。 資料圖片

■北京等十大城市住宅均價每平方米為17,376元，環比上月上漲

1.01%，與上年同期相比上漲9.93%。圖為北京市民在某高檔樓盤售樓處

了解相關信息。 新華社

■商務部昨日宣佈，對歐盟葡萄酒進行

「雙反」調查。 路透社

■人民銀行增加再貼現額度120億元，支持金

融機構擴大對小微企業的信貸投放。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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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銀行擴大對「三農」的信貸投

放。圖為雲南農民在魔芋種植基地除

草。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