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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 下稱 膠袋稅 於
2009年7月開始實施 根據立法會文件指出 膠袋
稅現涵蓋約3,300間登記零售店 相關登記零售商如
向顧客提供塑膠購物袋 須收取每個5角的環保徵
費
登記零售商亦須向政府提交季度申報 列明當季

在其所有登記零售店的任何非豁免範圍內向顧客派
發的塑膠購物袋總數 以及已徵收的收費總額 同
時 登記零售商須根據申報內容 按季向政府繳付
徵費收入
膠袋稅的成效顯著 據政府估算 自實施膠袋稅
以來 登記零售商分派的塑膠購物袋已大幅減少約
九成 膠袋的價格只由零上升至5角 需求量卻下跌
九成 這可能是人們過去已習慣免費得到膠袋有
關 一旦徵費 由無到有 便對需求量造成很大的
影響 但將來增加徵費額的效果會較不明顯 港
人的環保意識不斷提升亦是重要因素之一
可是 由2009年年中至2010年年中 未受膠袋稅

規管的界別棄置於堆填區的塑膠購物袋數量增加了
約6% 有見及此 政府於2011年5月就是否及如何
擴大徵費計劃諮詢公眾 結果大部分人支持擴大膠
袋稅至涵蓋中小型企業
儘管如此 因現時膠袋稅要求企業按季向政府繳
付徵費收入 若涵蓋中小企則會對部分中小企構成
行政上的沉重負擔 有建議提出使用 雙軌制 來
解決問題 即大型或連鎖商戶依舊向政府繳付徵費
收入 而中小企則容許保留膠袋收費 毋須交付政
府

然而 雙軌制 會對零售業公平的競爭環境帶來

衝擊 大企業因膠袋稅要投入額外資源 員工亦因相
關政策而增加和顧客 公司間的磨擦 在 雙軌制
下我們已可預期大企業損失而中小企得益 企業在一
個已被預設了誰是贏家 pick the winners 的制度下競
爭 顯然會對大企業有欠公平 而一些目前正參與膠
袋稅的零售商已作出不少投資設立電腦系統 作為向
政府繳付徵費收入之用 不論採用 雙軌制 或容許
所有零售商保留徵費收入 亦會可能引起部分零售商
不滿 存在既定贏家的政策是難以接受的 問題可能
並非在於大企業未能保留徵費收入 損失了增加收入
的機會 而是在於一旦有此先例 則可能被人用作將
來實施同類存在既定贏家政策的藉口 損失則遠大於
現在所失去的徵費收入

總結以上的討論 我們可以得出三個重點 一
膠袋稅的成效顯著 擴大膠袋稅至涵蓋中小企可對
環境保護有極大的幫助 理應實行 二 實行擴大
膠袋稅涵蓋範圍會對中小企造成傷害 使其負擔大
筆行政費用 不是社會願意看到的結果 三 若以
雙軌制 保護中小企 則產生不公平的現象 因

此 擴大膠袋稅涵蓋範圍需要同時兼顧效益 中小
企對行政費用的承受能力及公平性這三個方面
筆者建議 政府可容許中小企向膠袋生產商入貨
時一併繳交膠袋稅 再由生產商向政府繳付徵費收
入 同時規定中小企必須向顧客收取膠袋稅 這樣
可解決中小企對行政費用的承受能力及公平性的問
題 但此舉可能有損膠袋稅的成效 因為中小企可
能暗中不向顧客收稅 當作優惠吸引顧客 就此政
府可加強巡查 保障膠袋稅的成效 此外 企業向
膠袋生產商入貨時會有數量記錄 若暗中不向顧客
收稅 膠袋的消耗應異常增加 入貨的次數或數量
亦會顯著增加 若能向膠袋生產商收集這些數據
便可加強執法的效果

以年率計算，日本第三季GDP增長1.9%，表現略較
預期佳。惟與第二季3.8%的讀數相比，增速驟減一
半，而今年首季增幅更高達4.3%。因而從趨勢來看，
日本經濟增長動力逐漸放慢，安倍經濟學的刺激恐怕曇
花一現。

在各經濟活動組成部分中，出口及私人消費表現尤其
不濟。在第三季，出口從次季的2.9%增速急劇惡化至
0.6%的萎縮。淨出口令日本GDP增長減少0.5個百分
點，是三個季度以來首次負貢獻。與此同時，佔日本經
濟總量55%的私人消費僅輕微上升，增速從0.6%大幅
放緩至0.1%。相比之下，政府公共開支急增，較上一
季度上升6.5%。
展望未來，由於日本消費稅在明年四月將從5%升至

8%，消費者可能會趕在新稅率生效前逐漸增加耐用品

開支以節省成本。因此，在未來兩季，GDP增長有望
得到一定程度支持。然而，日本一方面大舉加稅，一方
面繼續縱容低效的公共開支不斷膨脹，不但對經濟的可
持續發展沒有幫助，更難免導致已經相當嚴峻的債務問
題不斷惡化，前景依然堪憂。

過去30年 內地民間自發形成的全民定期狂歡只有3
個 除夕的春節聯歡晚會 國慶黃金周和雙十一電商
電子商務 狂歡 雙十一電商狂歡始於2009年 由淘
寶網發起 以虛構出來的 光棍節 為噱頭 短短5年
時間就變成一個火爆到幾乎全民參與的購物狂歡節 今
年雙十一火爆程度可以用一串數字來說明 11月11日凌
晨第一分鐘 支付寶交易額破 1億元 人民幣 下
同 6分7秒 破10億元 13分22秒 破20億元⋯⋯
下午13時破去年全日成交額191億元 全日成交額錄得
350億元 超過香港今年9月零售業總銷貨值 狂歡背
後 是內地網購消費人群和習慣的轉變 以及電商之
間 線上線下企業日趨激烈的競爭

網上購物已經成為內地最主要的消費行為之一 內地
網購人群已經超過2億人 主要以年輕人和女性為主
據艾媒諮詢 iiMedia Research 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
雙十一網絡促銷活動中 女性消費者佔65.3% 男性消
費者佔比為34.7% 其中18歲至 25歲網民佔比高達
71.9% 主要是在校學生和參加工作時間不長的一類人
群
消費者年輕化帶來的一個重要改變是無線端 主要是

智能手機端 成交量大增 據淘寳天貓公布的數據 今

年雙十一全日無線端成交額為53.5億元 是去年9.6億
元的5.6倍 無線端佔全日交易的比例達15.3% 無線
端成交額大增 主要得益於近年互聯網技術的提升和
智能手機的普及 網購陣地已經由PC端向無線端轉移
包括微信在內的電商已經開始部署 移動電子商務市場
潛力巨大

參加雙十一活動的電商平台相對集中 阿里巴巴的天
貓和淘寳平台依然佔絕對支配地位 佔比高達68.1%
京東商城 蘇寧 易迅和亞馬遜緊隨其後 佔比分別為
11.4% 2.9% 2.6%和1.9% 事實上 阿里巴巴在電商
競爭中優勢依然巨大 其下兩個平台──淘寳以小商戶
為主 天貓則聚集了正品大商戶 分工和目標人群明
確 京東和蘇寧過去幾年加快了追趕阿里巴巴的腳步
在重品類產品方面 如數碼產品 家電 家具等 逐漸
建立優勢 對阿里巴巴發起挑戰
電商風光的背後是線下實體賣場的無奈和抵制 雙十
一前 內地紅星美凱龍 居然之家和集美等19家實體家
居賣場集體抵制電商 禁止任何商戶在賣場內傳播和推
廣電商雙十一的促銷活動 線下實體店比起網店 需要
承擔租金 和更高的水電 人工等成本 同樣商品價格
高於網店 在內地整體經濟較為低迷 內需較低的背景
下 經營壓力巨大 對比之下 電商擁有低成本和高客
流優勢 加上互聯網應用和智能手機的普及 未來市場
佔有率將會越來越大

比富達證券 香港 業務部副總經理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前日閉幕 會議公報提出全面深
化改革總目標 提升國家治理能力 及發揮市場配置資
源決定性作用 藉進一步市場化釋改革紅利 三中全會
是為未來十年定改革大框架 具體政策料在會後才陸續
出台 會議被市場指欠新意 兩地股市前天大幅下挫
若現在就說中央改革力度不足 恐是誤判
會議結束 股市下挫 進一步證明11月5日我們在本

欄題為 三中全會倡改革市場期待高 一文的預判 文
中指 三中全會是指導經濟 社會改革大方向的大
會 預計會在國企改革 財稅體制 資源價格 土地流
轉等方面提出一些原則性 方向性的改革方案 但
改革的具體措施可能需要各個部委再次細化 市場
對三中全會的改革有很大的期待 情緒偏樂觀 三中全
會反而是股市回調的風險窗口 因此 與其說會議令
市場失望 不如說市場期望過高

三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 市場關注的改革都
有涉及 如外界預期 公報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 完
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
今次三中全會推改革有一重大突破 就是為確保改革

成功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由黨中央集權抓改
革 外界對此有疑慮 惟此實是中國推動改革的政治現

實
經改強調市場重要性 但要打破官僚 國企等既得利益
者的攔阻 中央要推市場化 會遭到國企洶湧而來的抵制
往屆三中全會亦提多項改革 但推動改革遇到的最大問題
是地方 國企等利益集團阻力極大 例如 中央推土地改
革 讓農民流轉土地 會遭到地方的對抗 可惜以往未能
衝破既得利益者重重阻撓 因此 中央集權 樹立更大政
治權威 才有望從上而下力推改革

很顯然 三中全會定出的改革藍圖 是能夠透過市場
化帶來經濟效率的職能範圍 國家則放權 但在國家安
全和政治過程中的權力資源 則將之進一步集中和重新
配置
改革不同於政策 改革紅利如何在 經濟放權 政治
集權 的模式下得到有效釋放 需要時間 三中全會明
確了未來的方向 改政策細節還有待公布 現在更需要
關注的是政策如何落實 可以期待 諸多過去沒有提過
以及在過去提出但未能落實的改革 例如破除壟斷 國
資有序流動 金融市場化 農地流轉等將有實質進展
三中全會對股市長短期的影響 11月8日我們在本欄
題為 內地貨幣政策傾向中性偏緊 一文亦指出 從
過去四次三中全會召開前後的情況看 會議召開前後股
市有漲有跌 短期而言 若股市已充分反映了政策預
期 則會作適當的調整 長期看 則市場注意力將集中
在改革紅利釋放的方面 影響市場的因素在於會後政策
的調整與宏觀經濟的表現

事實上 隨着現任聯儲局副主席耶倫獲美國
總統奧巴馬提名 即使在議會上可能有些不同
意見 但人選應已大定 現任主席伯南克即將
卸任 耶倫尚未接任 按理應以平穩過渡為主
的確 耶倫在聯儲局多年 學有專精 熟悉失
業問題 如今躬逢其會 正值美國在金融海嘯
後量寬多時 尚餘失業率未可大幅降低至合理
水平 正是她一展所長的好時機 既然多次的
聯儲局言論均顯示 失業未降至合理水平 通
脹壓力亦不高 整體數據指向復甦存在 但動
力不強 此時此刻 綜合各種環境理由 投資
者才不用太介紹她是鴿派或鷹派 都可以估到

退市一事 實不必急於一時 尤其她在周四 14
日 將發言 但主要內容既已公開 市場解讀
傾向認為調子是友善的 退市無必要提早便是
了

坦白說 撇開一廂情願的各種期望 但以
具體寫了出來的 大家知道 市場力量可以
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這一點其實是最最重要
的 甚至比起很多人關注的其他路向 更有
重要性 原因很簡單 邏輯井然的 就是市
價本身就是資源配置最有率的訊號 以往由
於各種歷史理由 沒有依然市價行事 或就
算是有市價 此價也不是真實反映供求的市
價 既然以價格為主導的競爭方式被限制而
令其沒法發揮效力 非價格競爭所蘊含的一
切黑市 以至壟斷 甚至貪腐等 各種的尋
租行為 都是必然存在的 只有容許市價發

揮功效 上述的情況將大為減低 那時候
競爭壓力將迫使自然的改變 包括國企體制
改革 地方財政及很多其他的重大改變 這
些都不言自明 不必寫出來 但效果上 卻

是市場力量得到重視的後果 不明白這一
點 而單純從主觀期望出發 看待公報有否
心目中的字眼 是市場人士容易犯上的毛
病 而且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

百家觀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在社會整體發展
的大前提下 除了對關乎民生的住屋供求
需要平衡之外 商用物業的前瞻規劃配
置 提供充足而合乎社會發展所需的工商
物業 對香港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甚至
因商業租金高企 引致營商環境受負面影
響 以致轉嫁消費者變成民生問題等 都
起着關鍵作用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午餐會表示 本港工
商樓宇需求殷切 空置率見5年來新低
他強調 增加土地供應除了要顧及住屋需
要 亦應兼顧工商界的需求 避免經濟發
展競爭力減弱 導致社會發展同遭窒礙
他指出 非經濟活動用地 如宗教 國際
學校擴充 福利團體等也同樣需要土地
香港大約每10年就要提供相等於沙田新市
鎮的土地總面積
他說港府已有應對之策 以短 中 長

期計劃增加土地供應 包括適度提高發展
密度和搬遷政府大樓及停車場以短期增加
商業樓面面積 在 起動九龍東 計劃
啟德發展區 觀塘和九龍灣商貿區 供應
400萬平方米新增寫字樓面面積 政府正
着手兩個行動區搬遷現有政府設施 預計
可提供約50萬平方米樓面面積
長期計劃方面 港府以新發展區及新市

鎮應付經濟和產業發展需要 例如赤鱲角
機場島北商業區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洪
水橋新發展區 同時將進一步探討新界北
土地發展潛力 研究建設一個規模與上水
相若的新市鎮的可行性

筆者認同港府要多管齊下 增加土地供
應以應付社會各種不同用途的需求 新開
發土地面臨規劃諮詢及收地等困難而耗時
的程序 筆者傾向政府應重視現時有哪些
地區可以作地域性的適度放寬地積比率
以這個途徑去增加樓面面積 起碼可省略
收地因收地面對業主和租客的反對 又毋
須開發土地 是較快捷收效的方法 比如

九龍城及九龍塘一帶過去一直因為前身啟
德機場飛機航道問題 而壓低地積比率及
建築物高度等 舊機場1998年搬遷後 至
今15年一直未有提高該區的地積比率 過
往或有交通的顧慮 但港鐵東九龍線及沙
中線將帶來九龍東部交通大大改善 這些
地區的地積比率應可作出適度的放寬
在商用物業供應方面 2011/12年度

政府推出約12幅商業或酒店地 但最近兩
個年度合共只推6幅用地 其中本年度暫
時賣出3幅 較前大幅回落 由於供應明
偏低 當中尤其逾萬方呎大樓面寫字樓
近年內地企業到港往往想找較體面而價格
合適的寫字樓 在核心商業區較難找到
於是商用地每次推出都幾乎 爭崩頭
最近招標賣出限作改裝酒店的美利大廈
以及加入了不准分層出售限制的九龍灣宏
照道商業地 就分別接18及17份標書
最後通通高價獲承接 反映市場需求殷
切 港府可考慮加推同類土地應市
本港商用土地的不足 最明顯見於酒店

的供應上 酒店設施不足以應付龐大旅客
需求 對旅遊業發展造成影響 長假期酒
店房間不足 供不應求下 有酒店調升房
價 引來物非所值的非議 影響本港國際
形象 美利大廈招標的熱烈反應 反映市
場對高檔次酒店的熾熱需求 建議政府考
慮為酒店業提供誘因 提如提高酒店的地
積比率 以提高財團發展 重建或改裝酒
店的興趣

至於本港零售區過分集中於銅鑼灣及尖
沙咀等區 使人潮擁擠及商舖租金被搶
高 但這些零售區受制於市區現有建築規
模 無法擴展及增強特色活力 租金高企
影響營商 部分行業無法在旺區生存 甚
至推高物價 最終轉嫁到市民身上 長遠
解決問題 筆者建議把零售作地區性分
流 可於新界北的新市鎮興建 商業城
作分流 但亦明白要成立一個新的核心有
一定困難 而且政府於開發新發展區亦遇
到一定困難 歸根究底 還是要香港市民
諒解 給予政府更大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