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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

計局昨日公布，內地7月

份消費價格指數（CPI）

較上年同期上升2.7%，

升幅和6月份持平，也略

低於市場預期，距離今

年初定下的3.5%年度漲

幅上限仍有距離。內地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中

國經濟滑出「上限」概

率小；而在通脹壓力不

大之下，政府宜放鬆貨

幣政策，採取下調利率

和 存 款 準 備 金 率 的 措

施，為陷入困境的企業

提供幫助。 分析：滑出「上限」概率小 通縮壓力更大

內地7月通脹2.7%
「放水」呼聲漸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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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國家發
改委公布，上半年內地吸收外商直接投
資連續5個月錄得正增長，其中6月份實
際使用外資金額143.89億美元，同比增
長20.12%。香港上半年對內地投資
397.15億美元（約3,098億港元），同比增
長6.39%，佔外資總額的64%。上半年，
中國境外投資實現平穩較快增長，累計
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456億美元，同
比增長29%。

內地6月份吸外資增20%

上半年內地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10,630家，同比下降9.18%；非金融領域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619.84億美元，同比
增長4.9%。2月份以來，已實現連續5個
月的正增長，其中6月實際使用外資金
額143.89億美元，同比增長20.12%。

服務業吸收外資比率繼續提高。1至6
月，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06.29億
美元，同比增長12.43%，比率達49%，
超過製造業7個百分點。

亞洲仍然是內地利用外資的首要來源
地。亞洲十國（地區）半年對華實際投

資金額537.8億美元，同比增長5.31%，
其中香港對內地投資397.15億美元，同
比增長6.39%，佔所有外資的64%；日本
對華投資46.87億美元，增長14.37%。美
國對華投資18.25億美元，增長12.29%。
歐盟27國對華投資40.35億美元，增長
14.68%。

中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55.77億美元，
增長15.75%；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
52.33億美元，增長32.54%；東部地區
實際使用外資511 .74億美元，增長
1.69%。

「走出去」資金地方佔31%

今年上半年，中國境外投資實現平穩
較快增長，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
456億美元，同比增長29%。從行業分布
看，除傳統的油氣開發、礦產外，製造
業、交通倉儲、房地產等投資增長較
快。從區域分布看，主要是美國、澳大
利亞、尼日利亞、哈薩克斯坦、中國香
港等。從投資主體看，地方企業對外直
接投資141億美元，同比增長27%，所佔
比率為31%。

港資「北上」半年超30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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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儘管經
濟形勢仍不容樂觀、貨幣政策放鬆呼聲漸起，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認為，下半年貨
幣政策將維持中性，降準降息以至全面放鬆的
可能性小；但政府可能陸續啟動一些符合調結
構方向的大型投資項目，以支撐經濟增速。

彭文生認為，從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看，
下半年經濟工作中「穩增長」的地位會有提
升。宏觀政策總體上將延續年初確定的「寬財
政、穩貨幣」思路，同時也會體現一定程度的

「定向寬鬆」。
彭文生預計，雖然財政收入上半年不及預

期，完成全年預算壓力較大，但下半年「寬財
政」思路將得到維持。自8月1日起暫免徵收部
分小微企業增值稅和營業稅，明確表明財政政
策將堅持寬鬆方向；通過盤活財政存量，今年
影響總需求的、實際有效的財政赤字可能超過
年度預算的1.2萬億元人民幣。

房產稅試點料擴大

彭文生預計，在控金融風險和促結構轉型的
同時，政府可能陸續啟動一些符合調結構方向
的大型投資項目，以支撐經濟增速。目前中央
政府已出台對光伏、保障房、信息產業和鐵路
建設等的支持方案，未來可能還有其他政策預
案，但未必集中推出，進一步推行穩增長政策
的步伐和力度將視具體經濟形勢而定。

他還認為，最新政策動向顯示決策層希望維
持一定速度的短期增長，為推進長期改革提供
時間和空間，而不是減小調結構的力度。短期
或下半年的改革將在㠥眼控風險的同時，集中
於擴大結構性減稅、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推
動利率和匯率市場化
等。此外，房產稅試
點料將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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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昨日發布，7月PPI（出廠價
格指數）環比下降0.3%，較上月降幅收
窄0.3個百分點；同比則下降2.3%，較上
月回升0.4個百分點。國務院參事室特約
研究員姚景源認為，PPI同比、環比降幅
繼續減慢，顯示隨㠥國家穩增長、調結
構和促改革措施相繼出台，經濟增長緩
中趨穩，逐步穩定在合理區間，未來調
結構和促改革也會穩中有進。

分析人士預計，未來PPI同比降幅可
能持續減慢，但於年內回升至正增長的
概率較小，全年水平可能與去年基本持
平，預計下降1.7%左右。

近期內地經濟弱勢中出現局部企穩跡
象：儘管6月工業產品庫存同比增速仍
在低位徘徊，但工業庫存絕對量較年初
增量2,160億元（人民幣，下同）已高於
去年同期增量的1,890億元，並且明顯高
於去年下半年僅810億元的增量水平；7
月製造業PMI及大部分細項指標均有小

幅回升；7月進口同比大幅增長10.9%，
加之PPI表現略有改善，顯示前期出台
的一系列穩增長、調結構和促改革的政
策效應正在影響預期，未來還需觀察政
策面是否能夠持續有效地改善市場預
期，並擴張實體經濟需求。

工業增速超預期 房產投資加快

此外，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經濟有
企穩趨勢。7月工業增速超預期，同比
增長9.7%，比上月加快0.8個百分點。投
資方面，1至7月內地固定資產投資增速
與1至6月持平，同比名義增長20.1%；
特別是房地產投資有所加速，1至7月房
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20.5%，略高於1
至6月增速20.3%；新開工面積同比增速
明顯提升，新開工面積同比增長8.4%，
增速遠高於前六月的3.8%。

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8,513億元，
同比名義增長13.2%，扣除價格因素實
際增長11.3%。

PPI跌幅減慢
經濟漸趨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北京超市購物的白領

張雪，看到動輒4、5元的菜價標籤，直喊「太貴了」，「以前
夏天蔬菜又新鮮，又便宜；而今年氣溫升，菜價也跟㠥升。」

7、8月本是北方蔬菜收成的旺季，隨㠥大批本地蔬菜上市，
往年市場上會有不少「1元菜」，讓人們吃得物美價廉。張雪
說，上個月，豆角每斤3.5元（人民幣，下同），這幾天已漲到
4.5元；往年1塊多元一斤的小油菜，今年前幾月賣一斤2.5元，
最近又漲到一斤3元。

不僅在北京，在高溫席捲之下，全國菜價一片漲聲，尤其是
上海、江蘇、浙江等「熱爐」，在持續40度以上的高溫下，蔬
菜價格倍升。在上海，本地人最愛吃的雞毛菜漲到每斤6.5元，
白菜、生菜、辣椒等批發價都從前兩月的每公斤3.6至4.0元漲到
7.6至8元，翻了一番。在浙江寧波，本地的小青菜賣到每斤8
元，豬肉每斤25元，河蝦從上月的每斤45元漲到85元。

酷暑難耐 菜價發燒

53%經濟學者
料年內物價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昨日發
布的一項針對經濟學者所作的調查顯示，有53%的受訪經濟學者認
為一年內價格呈上升趨勢，40%認為一年內價格基本持平，只有7%
的受訪者認為會下降。

這項調查由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於今年6月份向內地100位
經濟學者所作，被訪經濟學者約27％來自科研院所，大部分來自高
校。

調查顯示，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近期經濟形勢並不樂觀，但對長
期經濟增長預期良好。78%的經濟學者認為中國經濟還會在目前狀
態持續一段時間，21%的經濟學者認為近期中國經濟有下滑的風
險，只有1%的經濟學者認為近期中國經濟將處於上升階段。

料今後30年經濟年增6至7%

關於未來中國經濟增速，有將近七成的經濟學者認為今後30年中
國經濟將每年增長6%至7%，約27%的學者則認為每年增長只有3%
至5%；只有極小部分學者認為能維持每年8%以上的高增長或者是
處於停滯發展狀態。

對於世界經濟增長前景，超過六成的被訪者認為世界經濟還將在
目前徘徊一段時間，近三成受訪者認為世界經濟還有下行風險，約
一成受訪者認為世界經濟已經處於向上增長的態勢。

食品旅遊價格同漲半成

數據顯示，7月食品價格同比上
漲5.0%，升幅高於6月份的4.9%。
雖然仍處在蔬菜大量上市的周期，
但菜價結束了連續兩月的大幅下
跌，轉為上漲2.2%，漲幅屬當月各
細類中較高水平。席捲華南和華東
的熱浪可能是蔬菜價格大幅上漲的
主要原因。豬肉價格繼續上漲，但
漲幅由上月的4.6%縮窄至1.7%。

同樣是大量上市的水果，7月份
價格環比下跌了6.5%，跌幅亦居各
細類之首。

7月非食品價格漲幅連續第四個
月穩定在1.6%的較低水平，環比漲
幅則達到0.2%，是自去年末季以來
最高的月度環比漲幅。具體分析，
7月份正值暑期旅遊旺季，旅遊價
格環比增幅4.9%，居各細類之首。
此外，房租和家庭服務增幅也高於
平均水平。受油價上調影響，車用
燃料及零配件價格指數環比上漲
1.0%。

總體看，7月份CPI較6月份上升
0.1%。6月份CPI環比則為持平。經
濟學家普遍認為，7月通脹數據在
預期之內，通脹壓力不大；反而國
內國外的通縮壓力更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
研究員張立群認為，當前價格形勢
總體平穩，為「穩增長」提供了比
較寬鬆的條件，使得宏觀經濟政策
迴旋餘地相對大了一些。

鑒於出廠價格指數（PPI）仍然
處於下行區間，不少經濟學家認
為，中國出現通縮的可能性加大，
一方面，中國存在大規模的工業產
能過剩，同時， GDP增速已從三年
前接近12%的水平下降至今年第二
季的7.5%。部分經濟學家甚至預
計，今年中國政府無法實現7.5%的
官方目標，這將是1998年以來經濟
增長首次低於目標值。

CPI全年漲幅預計2.7%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7月份明確經
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
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國
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
犁等學者認為，從目前情況來
看，中國物價處於溫和的狀態。雖
然CPI月度數據或在年末突破3%，
但CPI全年漲幅預計在2.6%-2.7%左
右，超過3.5%這一預期目標的概
率幾乎沒有。

不過牛犁提醒，下半年，蔬菜和
肉禽價格的反彈仍值得注意。房
價、房租處於上升通道，也將給控
物價帶來一定壓力。此外，雖然近
期一些經濟數據顯示出了一些亮
點，如7月份中國進出口都勝預
期，但內地企業仍受到市場需求相
對低迷的困擾。由此不少經濟學家
呼籲，中國央行應該對貨幣政策進
行更加靈活的調整，降低基準利率
和存款準備金率，促進實體經濟的
發展。

■7月豬肉價格上漲1.7%，菜價上漲2.2%。 中新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