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復
旦大學和歐洲經濟研究中心9日聯合發布「中國
經濟調查」（CEP），這是一項針對全球各個領
域專家的季度經濟調查，以預測中國經濟未來
走勢。來自國內外的400多名經濟學家對中國未
來經濟走勢表示謹慎樂觀，CEP分析認為，
2013年第二季度GDP平均增長率為7.58%，並預
期今年中國GDP增長率將進一步「降溫」至
7.56%，2014年為7.64%。
該項調查顯示，幾乎一半的分析人員認為中

國目前的經濟形勢表現「一般」，不過樂觀的比
例（29.5%）超過了悲觀的比例（21.3%）。

消費零售業現轉暖趨勢

「在謹慎樂觀的背後，我們看到中國經濟更
多的資金集中在金融部門，而實體經濟部門依

然是在這次問卷調查中表現出比較低迷的狀
態。」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孫立堅表
示，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是「錢多」與「錢
荒」。「『錢多』是大家都預期未來中國的金融
體系、資本市場不缺錢。而『錢荒』則表現在
實體經濟的相對低迷，大家對工業原材料庫存
的消化能力和需求能力，以及工程行業的景氣
指數不看好。」
孫立堅稱，雖然未來6個月中國實體經濟依然

疲軟，但是貨幣的增長會利好金融體系發展，
在財富性增長的帶動下，可以預期未來的消費
行業和零售行業會出現轉暖的趨勢。「雖然對
實體經濟的判斷依然是比較持謹慎的態度，但
是從未來消費和金融的一些轉暖的跡象來看，
中國經濟可能會出現一些擺脫危機回暖的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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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普聯」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提出3個方案，

但全部不可行，其要害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香港實行普選的依據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不論什

麼人和團體，只要願意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

上提出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都值得歡迎。「真普聯」

的3個方案與基本法及全國人大決定相違，實際上

是給本港順利落實普選設置障礙。「真普聯」若真

的想推進普選，就必須回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

礎上重新設計特首普選方案。

「真普聯」的方案一是將現屆民選區議員加入選

舉委員會，組成約1500人的提名委員會；方案二

是將全港分為20區，每區以比例代表制選出20名

代表，組成400人提名委員會；方案三是由現屆區

議員及立法會議員，組成約500人的提名委員會。

但是，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決定規定：「提

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

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基本法規定選舉委員

會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四大界別組成。「真普聯」

提名委員會組成的3個方案，均不符合由具有廣泛

代表性的四大界別組成的規定。

「真普聯」的3個方案均建議，只要獲十分一提名

委員支持，或者在第1及第3個方案中，獲地區直選

2%或以上選民，即約7萬至8萬名選民支持，就可

以成為特首候選人。但是，《基本法》第45條明確

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要「達至由一個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

生的目標」。正如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

曉陽所說，無論是按照內地法律的解釋方法，還是

按照香港普通法的解釋方法，按字面解釋，這句話

可以省略成「提名委員會提名」，再怎麼解釋也不

是提名委員會委員個人提名。因此，符合基本法規

定的提名方式，既不是提名委員會十分一的個人提

名，更不是提名委員會之外的選民提名。「真普聯」

完全離開基本法的規定，自搞一套特首候選人的提

名方法，毫無討論價值。

中央一向積極真誠支持香港落實普選。《中英

聯合聲明》並沒有提到普選，是中央通過基本法

確定了香港的普選目標。2007年12月29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明確了香港的普選時間表。按照《基

本法》及人大決定推進普選，也是特區政府、建

制派和廣大市民的願望。成語說「不以規矩，不

能成方圓」。「真普聯」不依循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的規定設計普選方案，既無視中央實行普選的誠

意，也違背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推進普選的願

望。「真普聯」如果堅持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的方案，本港的普選進程只會凶多吉少。

內地6月份進出口數據出現17個月來首次雙

負增長，反映中國外貿形勢不容樂觀，引發

市場對中國經濟下滑的憂慮。受成本持續上

升、外部需求疲軟、國際市場競爭加大的因

素影響，中國外貿面臨嚴峻挑戰在所難免。

但是，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充分認識當前經濟

所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已下決心推動經濟結

構轉型，通過整頓外貿秩序、發展內需帶動

模式，促進實體經濟高質有效地增長。儘管

轉型的過程艱巨痛苦，但必將令中國實現有

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人民的生

活、福利也獲得更大程度的改善。

內外貿易環境惡化，是中國進出口數據雙

降不可否認的現實。在內部方面，人民幣升值

較快，勞動力成本上升，加大了出口難度。在

外需方面，全球經濟復甦緩慢，歐美發達國家

實施再工業化政策，以及製造業向東南亞等成

本更低的國家轉移，中國企業出口面臨的外部

競爭更大，市場卻在收縮。內外不利因素夾擊

下，中國外貿數據下降屬意料中事，凸顯中

國經濟面臨的困難進一步加大。

6月份進出口數據雙降中，出口下降的一個

重要原因是，內地海關大力打擊虛假貿易，

擠出「水份」。今年前4個月，在人民幣升值

背景下，「熱錢」湧入及套匯套利「貿易」

瘋狂進行，干擾了金融、貿易系統的正常運

作。國家有關部門加強監管，整頓外貿秩

序，理順外貿結構，正顯示領導層要讓經濟

運作規範化的思路，主動消除影響整體經濟

穩步發展的隱患。

如今的中國，需要擺脫原有經濟增長模式

的束縛，建立完善的內需帶動模式，更多依

靠市場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推動經濟轉

型，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實現更快更有

質量的增長。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冷靜清醒地

把握經濟發展的方向，正在有條不紊地推動

經濟戰略轉型，實現經濟從注重增速到注重

質量的轉變。

內地正處於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中

國經濟規模大，轉型肯定不會一帆風順，難

免要承受「陣痛」。從目前來看，中國經濟從

出口和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的轉變正在穩步

進行中，領導層正在引導資金向更具增長潛

力和戰略性的實體經濟轉移，有理由相信，

中國經濟的前景仍將是光明的。

(相關新聞刊A4版)

香港普選須遵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外貿形勢嚴峻 轉型應對挑戰

海關打擊虛假外貿套利逾400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謹慎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

京報道）內地外貿呈現逐步回落態

勢。據海關總署昨日發佈的數據顯

示，今年上半年，中國進出口總值

錄得12.51萬億元，同比增長8.6%。

其中，6月當月外貿表現低迷，17個

月來進出口首次呈現負增長，出口

更是大降3.1%，創44個月新低；中

日中歐主要市場仍處下降通道。海

關總署指出，受外需低迷、人民幣

持續升值、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作

用，下半年外貿形勢面臨諸多困

難，三季度出口不容樂觀。另外，

專家擔憂，全年外貿增長「保八」

形勢嚴峻。

據海關統計，今年上
半年，內地進出口

總值12 . 51萬億元人民
幣，扣除匯率因素後同比
增長8.6%。其中出口6.59
萬億元，增長10.4%；進
口5 . 9 2萬億元，增長
6.7%。值得關注的是，貿
易順差擴大58.5%，錄得
6,770.6億元。

中日中歐雙邊貿易仍跌

6月份當月進出口表現欠佳，內地進出口總值2萬億
元，下降2%。其中出口1.09萬億元，下降3.1%；進口
9,100億元，下降0.7%；貿易順差1,693.4億元，收窄
14%。
分地區來看，與歐盟、日本雙邊貿易出現下降，對

美國、東盟貿易穩定增長。上半年，中歐雙邊貿易總
值2,592.1億美元，下降3.1%；中日雙邊貿易總值為
1,469.2億美元，下降9.3%，佔外貿總值的7.4%。同
期，中美雙邊貿易總值為2,440.1億美元，增長5.6%。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綜合統計司司長鄭躍聲分析

指出，外部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出口成本在持續上
升、貿易環境惡化、國內工業生產放緩、大宗商品價
格下滑等五因素致使內地外貿面臨嚴峻挑戰。

需調結構穩市場份額

對於下半年的外貿形勢，鄭
躍聲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國外
貿進出口仍然面臨㠥複雜多變
的局面，面臨㠥很多困難和挑
戰。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需要
在轉方式、調結構上下功夫，
力爭穩住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的
總體份額。中國外貿特別是出
口的發展根本的出路在於調結
構、轉方式。
此外，鄭躍聲指出，從全球

角度來看，目前世界經濟下行
的壓力比較大，世界主要經濟
體對外貿易表現都是比較低迷的。

企業對出口形勢不樂觀

鄭躍聲表示，從目前掌握到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
除了前四個月歐盟的進出口增長了0.3%以外，在前五
個月，美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市場，它們的進
出口均同比呈現下降的態勢，這就表明全球主要市場
的貿易表現不盡人意。對於下半年是否將出台退稅等
政策刺激外貿，鄭躍聲表示，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消
息。

另據海關總署對近2,000家企業一年以來網絡調查的
數據顯示，有49.2%的企業反映新增出口訂單的金額
同比在減少，有43.8%的企業反映對未來2至3個月的
出口形勢信心不樂觀，有69.1%的企業反映出口的綜
合成本在增加，預示第三季度中國出口的情況仍不容
樂觀。
分析人士認為，上半年外貿進出口增長經歷了復

甦、逐步回落的階段，套利貿易的曝光，人民幣升值
的隱憂，以及外需不振為中國外貿雪上加霜，全年實
現增長「保八」形勢嚴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針對抑制對
港貿易虛增的問題，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綜合統計司
司長鄭躍聲昨日在發布會上表示，4月下旬以來，國家
有關部門採取了一些措施，目前對港貿易超常增長的現
象已經基本得到遏制。
鄭躍聲說，前四個月海關的外貿統計數據來看，反映

出在外貿存在㠥一些套利貿易的情況。海關總署進行了
調查研究，所掌握的情況和媒體報道基本上是一致的。

內港貿易恢復正常

鄭躍聲表示，4月中下旬以後，國家有關部門採取了
一系列措施，有關的海關也加強了相應監管，從5月份
開始，這一現象基本得到遏制。從海關的統計數據當中
也能看出來，內港統計5月份開始基本恢復正常。
數據顯示，上半年，內地與香港雙邊貿易總值為

2,066.5億美元，增長40.2%。
至於具體的監管措施，鄭躍聲介紹，比如說擴大對出

口貨物查驗比例等，這些措施已經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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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6月份進出

口雙雙下降，遠遜

市場預期。中新社

■鄭躍聲 中新社

■復旦大學和歐洲經濟研究中心聯合發布「中國經濟調查」。

記者 章蘿蘭 攝

全年外貿「保八」難
外需低迷人幣升值 內地進出口17個月首現雙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還是外部宏觀經濟環境使然，特別是新興

市場經濟體出現較大幅度動盪；進口方

面，主要原因之一是內地經濟減速，其次

是出口減速，因此對出口生產所需的原

料、能源、中間產品等需求也同步下降。

但也有許多經濟分析師認為，人民幣匯率

高才是導致出口不振的主因。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對記者表示：6月數據顯示中國外貿

面臨較大挑戰，在經濟景氣時期，中國的

目標是要追求絕對的高增長；在蕭條時

期，目標是追求相對高增長，即使增速絕

對值不高，甚至有所下降，只要增速高於

別國，或是降幅小於別國，我們的相對地

位就仍然在上升。

經濟穩定助企業建優勢

專家認為，中國宏觀經濟穩定性有助於

企業建立優勢。梅新育說：「中國傳統勞

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顯著增長，中國企業，

特別是面臨成本上升等壓力格外明顯的廣

東企業，需要意識到並充分利用中國宏觀

經濟穩定性，以面對後發國家獲取競爭優

勢。」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張永軍表示，進

出口數據雙雙下降超出市場預期，尤其出

口下降一方面與前期打擊虛假貿易，擠出

水分有關，另外也與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

較快，勞動力成本上升有直接關係。

勞動成本上升不利出口

分析人士認為，二季度中國貿易增速的逐月下滑，

也預示㠥經濟增長數據可能不如預期。結合前期公布

的先行指標PMI，以及PPI等，即將公布的二季度GDP增

速下行風險加大。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6月外貿數據

的表現欠佳凸顯了匯率「命門」。出口和進口下降3.1%

和0.7%，跌幅遠超市場預期。擠水分後，外貿慘狀更

顯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REER）高估之患，匯率已成

為制約整個中國經濟的命門。「從銀行壞賬情況可以

看出，中國經濟政策有些問題。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

率太高，導致企業出口遭

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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