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去年底至今，新興
市場國家遭遇資金外逃、貨幣貶值、通脹攀升、經濟
惡化等動盪，很多人據此開始擔心中國經濟，並將房
地產泡沫、地方債務、影子銀行等問題放大，希望國
家盡快放寬宏觀政策以刺激經濟。中國官方《人民日
報（海外版）》昨日稱，專家指出，中國與其他新興
市場國家不同，經濟基本面依然總體趨好，毋需刺激
手段來救市。
如今，美國經濟持續複甦，QE（量化寬鬆政策）

退出繼續進行。然而，受制於資金大幅撤離，新興市
場從去年底至今年初遭受了一波又一波危機。近半個
月來，阿根廷、印度、南非、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的
貨幣迅速貶值，僅1月29日至2月5日一周內，就有
64億美元流出新興市場股市。而這些國家採取措
施，試圖減緩資金流出，卻又抑制了經濟發展，削弱
了防範金融風險的能力。

1月外貿增長超一成
中國是新興市場中的重要一員，市場上悲觀的聲
音認為，中國將在此輪風波中被衝擊，政府應該趕緊

出台刺激政策救
市。「根本不需
要刺激政策，中
國經濟基本面是
好的，形勢沒那
麼悲觀，出不了
什麼大事。」中
國國際經濟交流
中心信息部部長
徐洪才表示，今年1月外貿進出口增長超過10%（以
美元計價），在去年1月高基數基礎上，今年還能增
長這麼多，令人喜出望外。

抗逆力勝新興市場
事實上，中國與其他新興市場情況有很大不同。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撰文稱，市場
對中國的看法是錯誤的。堅信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要比
大多數其他新興市場更為健康。2014年，在面對美
聯儲削減購債規模時，中國可以比其他新興市場更好
地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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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
道）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月全國工
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
1.6%，環比下降0.1%，降幅創5個月
新高，這已是連續第23個月負增長。
專家認為，PPI如此長時間「負增
長」，過去僅在2008年至2009年、
1997至1998年等經濟疲軟的時段出現
過，此輪PPI超季節性規律的大幅下
滑，凸顯通縮壓力和增長疲軟。
從分行業出廠價格環比數據看，30
個主要工業行業中，16個行業產品價
格穩中有升，14個行業略有下降。國
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余秋梅
稱，工業生產者價格穩中略降，一定
程度上與春節臨近，企業生產經營活
動放緩有關。

外需漸趨好轉 PPI有望負轉正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指出，

PPI同比增速創下近5個月新低，且
近期國內發電量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
回落，預示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仍存
在走弱的可能，PPI同比增速將偏
低。不過他預計，2014年外需整體趨
於好轉、微觀企業的庫存也將觸底反
彈，PPI有可能在上半年出現由負轉

正的逆轉。
但也有專家認為， PPI下降1.6%受

季節性因素影響，春節期間生產活動
不是很多，而PPI主要跟上游的生產資
料價格相關，沒有太多的生產活動，
就沒有原材料的需求，PPI降幅創5個
月新高是可以用季節性因素解釋的，
並不能就此判斷經濟形勢好壞。摩根
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喬虹也
表示，考慮到1月份月度貿易數據的向
好表現，中國決策層不太可能貿然作
出政策鬆動的決定。稍早公佈的數據
顯示，1月份，中國進出口總值3,824
億美元，同比增長10.3%。外貿表現
明顯好於市場預期。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
1 月 CPI 同比上漲

2.5%，漲幅與去年12月持
平，同為去年6月迄今最
低。環比來看，1月CPI上
漲1%，比上月漲幅擴大了
0.7個百分點，並創下11個
月來的新高。據測算，在1
月份2.5%的居民消費價格
總水平同比漲幅中，去年
價格上漲的翹尾因素約為
1.5個百分點，新漲價因素約為1.0個百分點。

遏制浪費 豬肉價同比降4.3%
1月CPI分項數據顯示，受節日因素影響，食品價格同比上漲3.7%，環
比漲幅為2.4%。1月份食品價格環比上漲較多，鮮菜、鮮果、水產品、
蛋、液體乳及乳製品、牛肉和羊肉價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漲，其中鮮菜
和鮮果價格上漲較為明顯，環比漲幅超過了10%。但豬肉價格環比下降
1.0%，同比下降4.3%，與往年節日期間價格上漲的走勢差異較大。受基
數高的影響，鮮菜價格同比漲幅繼續縮小。另外，非食品價格上漲
1.9%，服務價格上漲3.7%。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余秋梅對此解讀稱，1月份食品價格環比
上漲較多，主要是受節日因素影響。而豬肉市場供應量在穩定增加的同
時，消費需求因浪費現象有所遏制等原因比往年同期有所減少，導致價
格有所下降。鮮菜價格同比漲幅縮小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鮮菜價格
漲幅較大、對比基數較高。

肉蛋價跌 暗示今年消費乏力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則認為，豬肉和雞蛋價格的下跌，暗示
了今年消費的乏力。在這種情況下，2月份的物價會因蔬菜而略高，但此
後就將明顯下行。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管清友也表示，雖然一季度略
鬆的流動性所帶來的影響將逐步體現在CPI上，但中國全年通脹壓力不
大。

菜果價帶動
內地通脹2.5%
節日因素致食品價漲3.7% 專家料全年物價基本平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公

佈的數據顯示，受春節食品價格，尤其是菜果價格上漲影

響，1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2.5%，持平於

去年12月，但仍處於半年多來的低位；工業生產者出廠價

格指數（PPI）同比下降1.6%，為連續第23個月負增長，

且環比下跌。北京專家預期，今年物價漲幅保持溫和，全年

控通脹前景樂觀，而PPI持續疲軟，最新的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等數據亦表現低迷，預示一季度經濟開局增長不會太

強勁，經濟下行壓力仍大。

PPIPPI連降兩年連降兩年
凸顯經濟疲軟凸顯經濟疲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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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廣東
再出大手筆，出台《推動粵東西北地區地級
市中心城區擴容提質工作方案》（以下簡稱
《方案》），冀通過擴大粵東西北各地中心
城區的面積和容量，徹底改變其落後面貌。
為此，廣東省將在財政和用地指標上，給予
傾斜。粵東西北大舉造城料就此開始。

中心城區用地優先
根據《方案》安排，粵東西北各市，可根

據需要進行行政區劃調整，以建成輻射帶動
能力強的中心城市。在各市發展定位上，
《方案》提出，粵東要推進汕頭、潮州、揭
陽市中心城區同城化發展，粵西要促進湛
江、茂名、陽江市中心城區合作建設臨港經
濟圈，粵北地區則要強化韶關、梅州市中心
城區出省門戶城市地位。
此外，也要推動清遠、韶關、河源、陽江、

汕尾、雲浮市中心城區與珠三角融合發展，打
造環珠三角城市發展帶。其中，雲浮則將加強
與珠三角和廣西在交通基礎設施對接、產業佈

局和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合作，推進珠江—
西江經濟帶發展。而韶關、梅州則打造出省門
戶城市，並加強與長株潭、贛西南地區和海峽
西岸經濟區的經濟聯繫。
為了能讓《方案》的部署落到實處，特別提

出在財政和建設用地上，省府出面給予傾斜支
持。比如，對新批准撤縣改區的，從成立第二
年起，省5年內保留對縣的轉移支付待遇不
變。探索建立財政手段與金融手段相結合的投
入機制，廣東省財政分期出資40億元，推動建
立粵東西北地區振興發展股權式基金，重點支
持中心城區及新區基礎設施建設。
屆時，到2020年，粵東西北中心城區主要

發展指標和設施指標到2020年超全國平均水
平，部分指標達全國先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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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廣東
省政府參事陳鴻宇表示，「提質」作為振興
粵東西北戰略的核心，必須保證提高經濟增
長的質量、城市化的質量、民生保障的質
量、生態環境的質量以及輻射帶動周邊城鄉
的質量。而此前各市中心城區自身發展尚乏
力，更談不上帶動周邊發展。他認為，此次
擴容提質的根本是加速城鎮化，通過城鎮化
推進新型工業化，把城市建設得更加宜居。

專家：加快擴容提質 推進城鎮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內地1
月CPI同比增長2.5%，與上月持平，告別了此前
的下行趨勢。機構分析稱，儘管這一表現高於市場
預期，但短期內CPI仍將下行。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
家連平預測，考慮到2月節假日因素消退、非食品環比
漲幅趨緩、翹尾因素也會有所回落，一季度CPI同比可
能低於2.5%，個別月份甚至可能跌破2%。

對於全年通脹形勢，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稱，雖然受「2014改革元年」國內資源要素市場全面
改革深化逐步落實所帶動，未來經濟運行中仍存在水、
電、氣等資源品和勞動力工資價格趨勢性上行的動力和
壓力，但整體來看，全年CPI明顯上行的風險不大、物
價走勢仍將相對平穩。

大宗商品價跌 輸入型通脹壓力可控
交通銀行認為，首先，基於國際大宗農產品價格同比
整體下行的走勢判斷，預計國內豬肉市場整體供應較為
充足，未來數月豬肉價格同比漲幅將依然偏低；第二，

隨着利率市場化改革預期的提速，國內利率水平走高將在一定程
度上制約物價上漲；第三，在今年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城鎮
居民收入增速可能略有放緩的大背景下，預計需求擴張對物價上
漲的拉動作用有限。此外，從近期美元指數走強、國際主要大宗
商品價格回落的態勢看，2014年輸入型通脹壓力也小幅可控。
美銀美林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亦指出，中國農曆春節較

去年略早，如果將春節因素剔除，1月CPI同比增長實際上是放
緩的，預計2月CPI同比增長將下降至2.0%左
右。他認為，就在幾個月之前市場還擔心如果
CPI通脹達到3.5%的官方上限，中國央行將被迫
收緊流動性，現在看，低通脹將給予央行更多空
間來放緩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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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類商品價格
按年變化
食品 +3.7%
煙酒及用品 -0.7%
衣 +1.9%
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 +1.5%
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 +1.1%
交通和通信 +0.2%
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 +3.3%
居住 +2.8%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官媒稱經濟向好
毋需出手救市

■■內地內地11月通脹月通脹22..55%%。。其中鮮果價格上漲其中鮮果價格上漲2323..00%%，，
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約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約00..4444個百分點個百分點。。圖圖
為北京市民在超市選購鮮果為北京市民在超市選購鮮果。。 中新社中新社

■山西太原民眾在市場購買豬肉。 中新社

■■內地居住價格同比上漲內地居住價格同比上漲22..88%%。。中新社中新社

■■今年今年11月外貿進出口增長超過月外貿進出口增長超過
1010%%（（以美元計價以美元計價）。）。 新華社新華社

■1月PPI同比下降1.6%，這已是連
續第23個月負增長。 法新社


